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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电(记者张晓松、林
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8 日上午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
强调，要发扬中华民族爱树植树护树好传统，
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同参与，深入推
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春染大地，生机勃发。上午 10 时 30 分
许，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王
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集体乘车，来到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
义务植树活动。

植树点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城市森林

公园内，面积约 500 亩。这一地块原来建有化
工厂等设施，拆迁腾退后用于绿化建设，未来
将成为群众放松休闲的活动场所。

一下车，习近平就扛起铁锹，走向植树地
点。正在这里植树的干部群众看到总书记来
了，纷纷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
意，随后同北京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同
志以及首都干部群众、少先队员一起挥锹铲
土、围堰浇水，忙碌起来。

油松、国槐、侧柏、玉兰、红瑞木、碧
桃……习近平接连种下 7 棵树苗。他一边劳
动，一边向身边的少先队员询问学习生活和
体育锻炼情况，叮嘱他们从小养成爱护自然、

保护环境的意识，用自己的双手把祖国建设
得更加美丽，祝他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

植树现场一片热火朝天景象。参加劳动
的领导同志同大家一起扶苗培土、拎桶浇水，
不时同身边的干部群众交流加强生态保护、
坚持绿色发展的看法。

植树间隙，习近平同在场的干部群众亲
切交谈。他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植树节设立 40
周年。40 年来，我国森林面积、森林蓄积分别
增长一倍左右，人工林面积居全球第一，我国
对全球植被增量的贡献比例居世界首位。同
时，我国生态欠账依然很大，缺林少绿、生态
脆弱仍是一个需要下大气力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爱树、植
树、护树的好传统。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植
树树成林。要全国动员、全民动手、全社会共
同参与，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持之以恒
开展义务植树。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推动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因地制宜深入推进大
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持续推进森林城市、森林
乡村建设，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做到四季常
绿、季季有花，发展绿色经济，加强森林管护，
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国务委员等参加植树活动。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发扬中华民族爱树植树护树好传统

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加

新华社北京 4 月 8 日电(记者史竞男)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专家学者
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丛书”，日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出版发行。
该丛书分十二个专题阐释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
主要观点、精神实质，阐明这一思想为发
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

分析这一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呈现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及其伟大意
义。

该丛书注重在理论的深化和转化上

下功夫，力求把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
语，对于引导党员干部群众用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不断增进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具
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出版发行

▲ 4 月 8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这是
习近平同大家一起植树。 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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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江西南昌市赣东大堤风光带春意盎
然。繁花满枝，樱花成霞，吸引了大批游人来此漫步
赏樱，一览春景。 （李成城摄）

樱花成霞引客来

本报记者陈尚才、王沁鸥

这里还是隆冬，天寒地冻。地处西藏最西部
的巴卡村阿孜牧场上风雪漫卷，天地混沌，高原
的寒风刮到脸上像刀割一样。

早上 10 时许，巴卡村党支部书记次白益西
带着另外四名群众，就在这烈风中出发了。

他们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放牧巡边。
“有没有人越过国界，有没有牛群跑到我们

牧场，村里的牦牛去了哪儿……都是放牧巡边
要注意的事。”次白益西说。

巴卡村隶属阿里地区札达县楚鲁松杰

乡，是西藏最西部的一个偏远乡村。这里海
拔 4500 米以上，属于典型的冬季高寒牧
场。楚鲁松杰大雪封山期，也是巴卡村人们
放牧最艰难的时期。从村里出发前往三处
牧点，牧人们要翻越三座雪山，在风雪中徒
步 15 天。

穿着厚厚的皮袄，戴着大冬帽，在风雪
中的马背上低头弓腰，次白益西五人活像几
个卡通人物。同行的次仁多吉说：“上山还
好，就怕下坡雪太厚，很容易人仰马翻。最好
的办法，就是下马用手脚把雪压实，再慢慢
挪下去。”

风雪直往嘴和鼻孔里灌，一路上大伙都
很少说话，只听到马蹄踩在雪上的“吱吱”声。

晚上 7 时整，次白益西五人才到达乌林
过夜点。从马背上卸下帆布帐篷、铺盖、锅碗，
人吃的生肉、糌粑、大米，牲畜吃的饲草，还有
取暖用的牛粪，一行人有的打桩，有的撑支
架，有的生火。不一会儿，雪原里的一顶绿色
帐篷上空便升起了袅袅炊烟。年轻人次仁多
吉负责做饭，年长者扎西努布负责喂马，次白
益西、次仁索南、索南旦增负责烧茶和整理物
品，分工明确。

风雪交加，村里的牦牛并不在乌林牧点。

“估计都跑到支普奇或者加林牧点去
了。”次白益西吃着白菜米饭分析道，“这趟必
须全部赶回去！”

临近年末，乡政府须清点牲畜，登记造
册，发放新一年的草原生态补助奖励基金。他
们这次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赶回牦牛。

天色已晚，人困马乏，帐篷外风雪更紧。

次日清晨，吃过糌粑，众人将帐篷等物
品打包上马，继续赶路。今天他们要走十多
公里，争取在天黑前到达加林牧点。此时，风
雪稍缓，视野开阔，能看到牧点尽头的雪山
轮廓。 （下转 6 版）

风 雪 牧 归 人驻边笔记之五

▲张富清在家里看书学习（3 月 31 日摄）。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新华社记者唐卫彬、杨依军、谭元斌

71 年前，他是西北野战军的突
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炸掉敌人四
个碉堡，战功卓著，是董存瑞式的战
斗英雄。

64 年前，他退役转业，主动选
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
为贫穷山区奉献一生。从此，赫赫战
功被他埋在心底，只字不提。

7 年前，他 88 岁，左腿截肢，为
了不给组织添麻烦，更为了让子女
“安心为党和人民工作”，装上假肢，
顽强地站了起来。

现在，他 95 岁，仍然坚持学习。
他说：“人离休了，政治上思想上绝
不能离休。”

……
所有这些，只因他是一名共产

党员。
他就是原西北野战军 359 旅

718 团 2 营 6 连战士张富清。

(一)

2018 年 12 月 3 日，来凤县城。
来凤县委政法委干部张健全，小心翼翼地怀揣着一个

包裹来到县人社局。彼时，县里正在按照上级统一安排，开
展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

张健全带来的东西，是父亲张富清一生珍藏的宝贝。
“那是下午 5 点 20 分，我正准备下班。看到闪耀着光芒

的勋章，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对那天的情景，来凤县退役
军人信息采集工作专班信息采集员聂海波记忆犹新。

在聂海波注视下，张健全郑重地一一取出包裹里的物
品———

一本立功证书，记录着张富清在解放战争时立下的战
功：立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团一等功一
次，两次获“战斗英雄”称号。

一份西北野战军的报功书，讲述着张富清“因在陕西永
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

一枚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的奖章，镌刻着“人民功臣”
四个大字……

激动地看完张健全带来的材料，聂海波深感震撼：“没
想到我们来凤还隐藏着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

(二)

“永丰战役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取敌人碉堡两个，缴
机枪两挺，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坚持到天明。我军进城消灭
了敌人。”

这是立功证书对张富清 1948 年 11 月参加永丰战役的
记载。

发生在陕西蒲城的永丰之战，是配合淮海战役的一次
重要战役。战况异常惨烈，“一夜之间换了八个连长”。

对那场艰苦卓绝的战斗，95 岁的张富清仍历历在目。
张富清所在的连是永丰战役突击连。张富清又是突击

连的突击班成员。27 日夜，他和两名战友匍匐前进，扒着墙
砖缝隙攀上城墙。张富清第一个跳下城墙，与围上来的敌人
激战。

“我一转身，看见敌人将我围住了，就端起冲锋枪扫射，
一下子打死七八个。”张富清说，交火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
的头被猛砸了一下，消灭眼前的敌人后，手一摸，发现满脸
都是血。原来，子弹擦着头顶飞过，把一块头皮掀了起
来……

“打死七八个敌人后，我逼近碉堡，用刺刀在城墙底下
刨了个洞，把我带的八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拉
着了手榴弹，炸毁了碉堡……”

那一夜，张富清接连炸毁两座碉堡，缴获两挺机枪、数
箱弹药。战斗中，他幸存下来，两个战友却从此杳无音
讯……

因在战斗中表现英勇，张富清获得军甲等“战斗英雄”
荣誉称号。

1948 年 3 月参军，8 月入党，在壶梯山、东马村、临皋、
永丰城等战斗中都冲锋在前——— 这位陕西汉中小伙子历尽
了九死一生。

(三)

陕西、新疆、北京、南昌、武汉……
几经辗转，1955 年初，已是连职军官的张富清面临退

役转业的人生转折。听说湖北西部恩施条件艰苦，急缺干
部，他二话不说：“我可以去！”

听说来凤县在恩施最偏远、最困难，没有丝毫犹豫，他
又一口答应：“那我就去来凤。”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从武汉动身，一路向西，再向西。
恩施是湖北西部边陲，来凤更是边陲的边陲，怀着投身社会
主义建设的憧憬，张富清来了。

“这里苦，这里累，这里条件差，共产党员不来，哪个来
啊！”——— 带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赤诚，张富清来了。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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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拉鲁湿地栖息的水鸟。被誉为“拉萨之
肺”的拉萨拉鲁湿地春日里生机盎然，市民和游客
纷纷前来观赏美景。 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拉萨之肺春意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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