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胶泥湾行政村下辖 4个自然村，

总面积 24.5 平方公里，总户数 235

户，总人口 650 人，总体属于老少边

远山区，以前没有产业支撑，人们的

生活比较贫穷。

2017 年，和林格尔县新店子镇引

进了呼和浩特市塞外桃园生态发展

有限公司和大连桓仁天顺大果榛子

示范农场，合作修复改造荒山、荒地，

共同打造 2.3 万亩生态经济林建设改

造项目。通过与企业合作，新店子镇

将土地进行流转，流转后的土地由企

业负责统一运营。通过扶贫资金“资

金变股金”形式，大家合作建设果蔬

大棚，大棚产权归各村集体所有，按

照每年不低于 7.2%的比例给各村分

红，近 3年共实现分红 135万元。

说起现在的生活，云文小、张明

长等村民都表示非常满意。“有土地

流转费打底，加上每月的工资，生活

过得可真不错。”通过产业带动，村里

日新月异的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并

且深有体会。

“农民变股东”是胶泥湾行政村

积极探索“土地参股，分享红利，拉动

就业，实现脱贫”资产收益新路径的

成果，胶泥湾行政村总用地面积 3.67

万亩，除去耕地外，可以修复改造用

地面积约 2.38 万亩。

“根据和企业签订的合同，企业

按照利润 30%给村民分红，村里和企

业共同经营，企业包收包销。”胶泥湾

行政村党支部书记高福再说，根据协

议，胶泥湾行政村以 2.3 万余亩的集

体荒山、荒地与塞外桃园合作 30 年，

土地所有权永远归胶泥湾行政村集

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归塞外桃园，土

地使用的监管权归胶泥湾行政村监

委会。通过生态经济林项目建设，胶

泥湾村既调整了产业结构，又绿化了

美丽乡村，更带动了乡村振兴。

下一步，胶泥湾村将充分发挥自

身在“乡镇连城带村”中的衔接功能

和要素优势，依托新店子镇的建设发

展，带动本地乡村旅游集群化、规模

化、品牌化发展；另一方面将充分利

用乡村旅游的辐射作用，带动城乡间

人员、资本、信息、资源交流互通，助

力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

的通道，促进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李海珍 王效平

镜鉴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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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位南海渔民，身材高大，腰

杆笔挺，国字脸，黝黑的皮肤，眼睛炯

炯有神。

他是一名普通的渔民，祖祖辈辈

以捕鱼为生；他又是一名光荣的南海

民兵，自 1985 年主动申请加入民兵

组织起，便将守护南海作为毕生使

命，1996 年在岛礁建设工地火线入

党。

他就是潭门海上民兵连副连长

王书茂。36年来，他参与多项国家重

大涉海工作，在南海维权斗争中冲锋

在前，不怕牺牲、寸步不让，为维护我

国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作出杰出贡

献。

带头捕鱼致富的“船老大”

【船老大的佼佼者】

潭门镇，位于海南省琼海市东部

沿海。自古以来，潭门渔民就在南海

渔猎，“祖宗海”是潭门渔民对南海亲

切的称谓。

王书茂 1956 年出生于潭门镇潭

门村。他 18 岁时就开始跟随父辈闯

海，不仅掌握娴熟的开船、潜水、捕鱼

技能，还十分熟悉海情海况，成为当

地捕鱼致富的领头人、船老大中的佼

佼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书茂拥有

了一艘属于自己的 30 余吨的木船，

是潭门村第一批当船主的人之一。随

着耕海岁月的增加，他的渔船吨位逐

渐增加，60吨、80吨、100吨……

1985 年，南沙渔业生产重新恢

复。王书茂是最早一批到那里出海的

渔民之一。

2013 年，王书茂响应政府号召，

第一个承包大船———一艘 850 余吨

的钢质渔船，带头开大船、闯远海。当

时很多村民担心投入资金太大有风

险，观望不定。他及时分享承包心得，

打消村民顾虑。如今，全镇已有上百

艘具备远海作业能力的大型渔船。

【“茂哥”带领渔民共同致富】

“茂哥人好，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茂哥做的很多事，换别人是做不来

的”“茂哥获奖，当之无愧”……这是

民兵连兄弟们对王书茂的评价。

“茂哥一直是我们的带头人，大

家都相信他的话，愿意跟着他干。在

他的带领下，潭门的渔船由小变大、

从少到多，大家的生活也一年比一年

富裕。”船老大、潭门海上民兵连三排

排长王振福说。

王振福与民兵连三排六班班长

陈则波是被王书茂带富的典型。他们

从小就跟着王书茂学开船、潜水、抓

鱼。如今，王振福已从一名一穷二白

的渔家少年，成长为驾驶大型渔船的

船长，年收入 40多万元。

陈则波也已当了 20 多年的船

长。“当年我 13岁出海，还是少年，什

么都不会，不懂的事就向茂哥请教，

他从来不会保留，看到我做错的地

方，也会指出来。几十年他一直如此，

对其他人也这样关心帮助。”

“为国护海”深刻心中

【爱国爱海根深蒂固 维护主权

寸步不让】

在王书茂看来，他与所有潭门渔

民一样，爱国爱海是根深蒂固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潭门渔民

正常作业经常遭到部分周边国家的

无理驱赶、袭扰和抓扣，要求他们在

所谓的“认罪书”上签字。面对威逼利

诱，没有一个潭门渔民这么做。

一次次被无理抓扣激发着潭门

人骨子里的爱国之情，他们积极踊跃

地加入民兵连，投身南海维权斗争、

南沙岛礁建设。

1996 年的一天，正在捕鱼的王书

茂发现某国人员欲侵犯某无人岛礁，

他带领民兵连弟兄，坚守岛礁 7天 7

夜。7天亏损八九万元，他说：“守好

‘祖宗海’是我们的本分。”

2014 年 5 月，王书茂率领民兵

连 10 艘渔船、200 多名民兵骨干，守

护我钻井平台，有力地维护了南海主

权不受侵犯。

“永远红心向党。”王书茂说，“作

为一名党员，‘为国护海’四个字，已

深深刻在我心中。”

【渔民建礁第一人 任务比命

重】

王书茂是渔民建设南沙岛礁第

一人。他不仅自己主动请缨，还带领

家人一起开船运送建筑材料，留下了

“三代同堂建设南沙”的佳话。多个岛

礁都曾留下他挥汗如雨的身影。

参与建礁使命荣光，他每次都豁

出命地干。王书茂回忆，最困难的一

次是在某个岛礁，风浪大、礁盘小，在

别处一趟能转驳一吨水泥的小艇，在

此处只能拉一包 50 公斤的水泥。为

加快工期，小艇不停，渔民换班吃饭，

持续干了半年。

在他心中，个人安危事小，建设

岛礁事大。1998 年 1月的一天，运送

建设岛礁物资的渔船突遇 9 级狂风，

4米高海浪击打木船。王书茂沉着指

挥民兵连在船头抛锚，船头迎着浪

头，在海上漂了 4 天 4 夜，鬼门关前

走了一遭。他说：“就是把命丢了，也

要把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30多年来，王书茂带领民兵连兄

弟全身心扑在岛礁建设上，累计出动

渔船 800 多批次，运送各类建材 400

多万吨，协助完成了多个岛礁的施工

任务。

海上、岸上，都担起共产党员的

责任

【保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多年

来救援渔民 600 多人次】

自古行船半条命。每遇渔民遇

险，王书茂总是第一个冲出来救人。

1996 年冬季的一天，东北季风达

七八级，离潭门港 20 多海里的海域，

一艘木船发动机损坏，船上 20 名渔

民有生命危险。他得知后，立即带人

顶风出海搜救，搜救一整天，终于救

回渔民，拖回渔船。

遇到他国渔民遇险，王书茂同样

伸出援手。王振福永远忘不掉 2001

年那次海上遇险：“海上风大雨大，渔

船都赶到中业岛附近避风，我们都在

甲板上各自的位置坚守，自顾不暇。

但看到他国渔船翻沉，很多渔民落

水，茂哥带头实施救援，成功救起来

十几个人。”

南海风高浪急。多年的行船历程

中，王书茂组织渔民抗击台风、开展

生产自救 120多次，救援渔民 600多

人次，尽最大努力保护了渔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

【发展休闲渔业等产业 让村

庄、南海越来越美丽】

出于海洋生态保护的需要，潭门

镇上百艘木质渔船需要转产转业。自

2018 年起，王书茂积极投入到休闲渔

业的政策制定和宣传推广之中。

截至目前，全镇已有近 400 位渔

民分别组织成立了 5 个休闲渔业合

作社，发展海上垂钓、民宿等第三产

业。

如今的潭门港内，五星红旗在大

型渔船船头飘扬，“造大船、闯深海、

抓大鱼”的雄心壮志变成了现实；潭

门港外，渔家民宿、海上垂钓、潜水基

地等蓬勃发展，潭门镇已成为远近闻

名的南海渔业文化旅游名镇。

今年 4月，在党员和群众的拥护

和支持下，王书茂被推选为新一任潭

门村党支部书记。村民们期待他带领

全村走得更好、更远。

新的岗位，有新任务。王书茂计

划在继续抓好民兵连训练、做好维权

任务的同时，抓住乡村振兴的契机，

着力改善村容村貌，大力发展休闲渔

业，让这座海边渔村更富足、更美丽、

更文明。

“只有让南海越来越美丽、乡亲

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才无愧于‘七一

勋章’，无愧于共产党员的身份。”王

书茂说。 据新华社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

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

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

上！……”

巍巍太行，壁立千仞。

这里，曾是八路军第一个敌后

根据地诞生地，八路军总部等重要

机构长期驻扎在此，留下无数团结

御侮、血战到底的英雄壮歌。

斗转星移，革命先辈用生命和

鲜血孕育的太行精神，深植于这片

热土，不断书写感人篇章。

同仇敌忾 勇敢顽强

秋日的太行山脉，层林尽染、

景色壮美。

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沦陷，

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

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毅然

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在太行山上点

燃了抗日烽火，建立起抗日根据

地。

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

局长期驻扎在太行山区，领导和指

挥敌后抗日军民建立了晋绥、晋察

冀、晋西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

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平型关战斗、雁门关大捷……

一个个重大胜利，打出了八路军的

雄威，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

战热情；一大批中华优秀儿女浴血

太行，像一盏盏明灯，照亮民族奋

斗、解放的道路。

走进坐落于山西省长治市武

乡县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太行

精神，光耀千秋”八个大字映入眼

帘。纪念馆讲解员说，是中国共产

党唤醒了广大民众，引导他们同日

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保卫了自

己的家园。

纪念馆后的凤凰山巅，“八路

军抗战纪念碑”巍然屹立。

曾任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研究

部主任的郝雪廷说，抗日游击战由

山西推向广阔的平原，推向整个华

北。抗战军民齐心协力，创造出麻

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窑洞战等多

种游击战形式，使日寇陷入了人民

战争的汪洋大海。

不畏牺牲 乐于奉献

“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

太行山，浸透无数英雄儿女的热

血。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记录着这

样一组数据：当年只有 14 万人口

的武乡县，就有 9万多人参加各种

抗日救亡组织，1.4 万多人参军参

战，2万多人为国捐躯。

1941 年至 1943 年，晋绥边区

遭受了空前的自然灾害，加上敌人

封锁破坏、人口迁移等原因使劳动

力锐减，群众和部队的吃饭、穿衣

都出现了严重困难。

根据地群众顾全大局，为了支

援抗战纷纷慷慨解囊，表现出了感

人的爱国热忱。短短两个月里，晋

西北地区共集粮 9.04 万石，筹款

181.06 万元，扩兵 1.59 万名，做军

鞋 12万双。

“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

百姓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

后一尺布，送去缝军装；最后的老

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

毅然送战场……

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对

党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是太行精

神的基石。

“此间一切正常，惟生活较前

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简直不能

维持……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

得事情更多了……”1942 年 5 月

25 日，写下这封家书 3 天后，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掩护总

部机关突围中壮烈殉国，年仅

37岁。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

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

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在艰难的

抗战岁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

的抗日军民，以无比的勇毅、无畏

的牺牲、无私的奉献，在太行山、在

一个个抗日根据地，竖起了一座座

英雄的丰碑。

百折不挠 艰苦奋斗

时光是忠实的见证者，也是伟

大的书写者。

当年，太行军民在英勇抗敌的

同时，创造性地开展了敌后根据地

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为打击敌

人、巩固根据地，最终取得抗战胜

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

后，党领导太行儿女弘扬伟大太行

精神，书写了改天换地、奋发图强

的历史新篇。

1960 年 2 月，太行山上的开

山炮声，拉开了河南林州“十万大

军战太行”的序幕。没有工具自己

制，没有石灰自己烧，没有炸药自

己造……终于在 1969 年建成了

“人工天河”红旗渠，创造了举世瞩

目的人间奇迹。

在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共和

国勋章”获得者、共产党员申纪兰

用一生见证着共和国的每一次进

步。在她的推动下，西沟村在全国

率先实现男女同工同酬，为我国制

定按劳分配政策和法律作出了试

验性的贡献，男女同工同酬正式写

入宪法。

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李保国，始终不忘自己是共产党

员，是农民的儿子，35年奋战在太

行山区，以自己的科技创新成果让

140 万亩荒山披绿，让 10 万农民

实现脱贫致富，被誉为“太行山上

的新愚公”。

……

如今，太行山区不断加强生态

治理，沿着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的迁

移路线一路前行，一幅幅“山里有

美景，山上有产业，山下有新居”的

美好画卷徐徐展开。

山西兴县是抗战年代晋绥边

区政府所在地。2018 年 6月，这里

往返省城太原的列车正式通车，结

束了这个革命老区不通客运列车

的历史，百姓自此驶上致富“快车

道”。

在山西左权县龙泉乡连壁村，

漫山遍野的光伏板蔚为壮观。光伏

发电让村里 2000 多亩荒坡荒地

变废为宝，村里一年能增收 100

万元。

信仰之火，引领奋斗征程。80

多年前，一首气壮山河的歌曲《在

太行山上》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团

结抗战、抗战图存的坚强意志。伟

大的太行精神之光，将照耀中华儿

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

程上奋力前行。

据《人民日报》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百折不挠 乐于奉献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

CHUANCHENGZHONGHUAWENHUA HONGYANGZHONGHUAWENMING

本报记者 王丰

一直以来，年味在中国人心目

中拥有着强烈的存在感，这种存在

感大约始于腊八粥，止于元宵节。

甚至有人还说，没过完二月二，还

是年味十足。

不过，各种年味都因为时代的

变迁和年龄的缘故，渐渐淡去，而

那些记忆中逢年过节的诱人美食

也变得越发寻常，儿时那种急于垂

涎的迫切和渴望却淡了许多。

而唯有春联才是与生俱来的，

那种年味让每个人都抹之不去。

春联，又叫“春贴”、“门对”，它

以对仗工整、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

美好形象，抒发美好愿望，是中华

民族特有的文学形式。当人们在自

己的家门口贴上春联的时候，意味

着过春节正式拉开序幕。

春联，起源于桃符（周代悬挂

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据

《后汉书·礼仪志》所载，桃符长六

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降鬼大神

“神荼”、“郁垒”的名字。“正月一

日，造桃符着户，名仙木，百鬼所

畏。”所以，《燕京时岁记》上记载：

“春联者，即桃符也。”

五代十国时，宫廷里，有人在桃

符上题写联语。《宋史·蜀世家》说：

后蜀主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木

板，“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

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便是中国

的第一副春联。

直到宋代，春联仍称“桃符”。

王安石的诗中就有“千门万户曈曈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之句。宋代，

桃符由桃木板改为纸张，叫“春贴纸”

和“春联”。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

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

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每当春节将近的时候，家家户

户都在大门两边贴上崭新的春联，

红底黑字，稳重而鲜艳。表达一家

一户对新年的美好愿望，诸如“ 六

畜兴旺，五谷丰登”之类；或与中华

民族干支纪年文化相关连，春联中

嵌有“鼠”、“牛”、“虎”、“兔”、“龙”、”

蛇“、”马“、”羊“等生肖物名，如“锦

鲤飞身酬远志；祥羊跪乳感亲恩”

等；一些春联还注意反映不同行业、

不同家庭不同的“幸福观”。因此，认

真研究春节时人们张贴的春联，无

疑是观察民间风情的一个有意义的

途径。虽然年事纷杂劳累，终究有年

味的诱惑，再苦再累，也是心满意足

的。现在，贴春联依然是乐此不疲，

好在多了个帮手，去年 11 岁的儿

子就踊跃地挤到跟前，踮着脚，提溜

着春联开始“帮倒忙”，即便如此，我

们大八也不会计较。

春节，在国人看来是农历一年

中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春节来临，千家万户写春联、贴

春联，是上千年来流传下来的象征

吉祥、表达人们向往美生活的民族

风俗，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红纸黑墨，龙飞凤舞的春联一

家家贴上门，这年味也就不可阻挡

地充盈在街头巷尾。

2021年以来，西乌珠穆沁旗积极

响应国家政策，顺应群众期盼，着力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投资 4500

多万元，对全镇 16 个老旧小区进行

改造。

同时优化周边环境，更换污水管

线、强弱电管线、供暖管线等地下管

网，并对楼道声控灯、安防监控、体育

健身器材、路灯等配套设施进行了升

级，824 户居民受益。

西乌珠穆沁旗实施老旧小区改

造“规定动作”的同时，本着为群众办

实事的宗旨，开展“自选动作”，通过

PPP 项目投资 8000 多万元，对建设

时间长、规模较大的 2 个老旧小区进

行改造，让 86 栋楼 2412 户居民享受

到“新”生活。

步行街改造升级项目是西乌珠

穆沁旗推进生态宜居城镇提档升级

建设 PPP 项目的一部分，新增了雨

水管道 220 米、污水管道 180 米，重

新铺装大理石板 3000 平方米。沿街

商铺业主和广大群众对步行街改造

升级赞赏有加。

2021 年，西乌珠穆沁旗大力推

进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居住

环境，累计投资 3亿元，提升改造 2

条道路，道路罩面达 15 万平方米；改

造给排水管网 5.5 公里，污水管网 5.7

公里、雨水管网 5.7 公里；铺设人行道

7 万平方米；提升改造居民区巷道 5

条；建成区绿化养护面积 496 公顷，

改造公园广场 3 座，让老百姓的幸福

更有“质感”。

就今后的城镇建设和老旧小区

改造工作，西乌珠穆沁旗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刘迎瑞说：“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巴拉嘎尔高勒

镇生态宜居城市提档升级项目，今年

重点围绕上级下达的 42 项改造内

容，对 6个老旧小区进行完善、提升；

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继续完善

城市污水、排水、雨水管网和供热管

网，进行道路升级、人行道改造铺装。

届时，巴拉嘎尔高勒镇 50%的道路将

完成更新。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前期工

作，为春季按时开工打好基础，力争

为老百姓营造更加宜居的生活环

境。”

巴雅尔图 乌云嘎 苏日嘎拉图

“七一勋章”获得者｜为国护海模范王书茂：永远红心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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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里的“福”

西乌珠穆沁旗：让城市有“颜值”更有“品质”

资金变股金 产业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