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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 4
月 7 日是第 73 个“世界卫生
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联合
京东个护，在云南省丽江市举行
乡村困境妇女关爱公益活动启动
暨捐赠仪式，借此推进健康乡村
建设，提高乡村群众疫情防控意
识，突出解决好乡村妇女健康问
题，加快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
村。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项目负
责人表示，加强对农村妇女的关

爱服务，是提升农村群众健康素
养，助推乡村振兴和提高农村群
众幸福感、安全感的关键一环。
据悉，除口腔护理和卫生护理等
物资帮扶外，此次活动还将围绕
女性生理特点，为云南省丽江市
周边乡镇及河南省荥阳市、安阳
市等地的困境妇女开办公益课
堂，发放女性卫生健康手册，进
一步提高农村妇女健康安全意
识，远离不良生活习惯，提升家
庭生活品质。

乡村困境妇女关爱活动在云南启动

本报讯(记者 舒迪)恒生银
行(中国)有限公司4月7日宣布
启动2022“未来”系列社会责
任项目，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
该项目将在2021年社会责任项
目的基础上，延续“种·未来”

“兴·未来”“启·未来”三个主
题并优化升级，聚焦生态保护应
对气候变化、乡村振兴、青少年
赋能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四大核心
议题，致力为社会发展创变更美
好的未来。

据悉，2021年，恒生中国
围绕社区可持续发展，发起了以

“种·未来”为主题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项目、以“兴·未来”为
主题的乡村人才振兴项目，以及
以“启·未来”为主题的提升青
少年金融素养项目。2022 年，
恒生中国延续并优化升级“未
来”系列社会责任项目，启动森
林和红树林生态修复项目，保护
生态、应对气候变化。

截至目前，恒生中国已在“未
来”系列项目累计社区投入近
1400万元，各项社会责任项目累
计受益人数超过5000人次，有效
地促进社区可持续和谐发展。

恒生中国启动“未来”系列社会责任项目

“我只是作了一点点贡献”

仲春之月，春山浅黛。在山西省大
同市左云县张家场乡北梁山坡上，草木
已舒展筋骨抽枝发芽，一抹抹新绿从一
座红顶凉亭边如涟漪般荡漾开来。

这座凉亭由当地群众自发捐款修
建，竖立着一块“张家场乡万亩小流域
综合治理工程纪念碑”。在当地群众言
谈话语间，能听到它的另一个名字——

“将军台”。
绿意环绕的“将军台”，铭刻着乡

亲的质朴民心，见证着老兵的绿色情
怀。年逾古稀的老兵叫张连印，河北省
军区原副司令员，少将军衔。

迎着拂面的春风，山坡上，张连印
与老伴王秀兰、儿子张晓斌给不久前栽
种的树苗又浇了一茬春水。

“曾经，这里到处是高低起伏的沙
丘，现在树长得很好、很茂盛，郁郁葱
葱的。”这些年来，像照顾自己的孩子
一样，张连印对每棵树都有着很深的感
情。他告诉记者，19年间，就在脚下
的这片土地，他和乡亲们共同植树1.8
万亩，其中6000亩是义务植树，1.2万
亩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如今，樟子松、油松、侧柏、云杉
……一排排、一行行，205万余棵树漫
山遍野。张连印还在昔日荒芜的河滩上
建成300多亩苗木种植基地，却分文不
取，并签下协议：“一不要林权，二不
要地权，30年后无偿交还集体。”

无偿的背后，是张连印这些年不计
回报的付出。育苗基地要选址，他一趟
一趟到县、乡政府汇报协调；资金不
足，他动员全家人筹措；不懂种植技
术，他就跑大同、上北京，向苗木专家
请教，并购买书籍自学种植知识。

荒山、铁锹，风沙、日晒……塞北
左云，雁门关下，戎马一生的他脱下军
装、扛起锄头，饮风咽沙、倾尽所有，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让绿色在沙海里
一点点、一块块地浸染，最终在长城脚
下筑起了一道造福百姓的绿色屏障。

时过境迁，而今的左云县，青山
绿水花草香，塞北大地穿新装，林木
覆 盖 率 由 2003 年 的 38.6% 上 升 到
45.03%。数不尽的樟子松、油松、沙
棘已经把荒山、荒坡变成了林地。采
访中，张连印却谦虚地表示，“我只是
作了一点点贡献”。

“植树造林、防风治沙，利国利
民、造福子孙。我在这里多种一棵树，
就多培养一名环境‘卫士’。”张连印
说，他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麾下205万
个“环境卫士”的“树司令”，“和它们
在一起，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没人吃这个苦、受这个累，乡
亲们的日子咋会甜？”

19 年前，从军 40 载的张连印退
休。解甲归田后干点儿啥？

就在他冥思苦想的时候，那首在家
乡张家场村流传已久的民谣，又一次在
耳边响起，“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
冬。白天点油灯，晚上堵门风。”

想到小时候每天早上起来，透过油
纸窗往外看，屋外漫天黄沙，上学走路
都要用胳膊挡住脸，张连印当即决定
——回到左云县植树造林、治理风沙，
尽自己所能改变家乡面貌。

2003年10月，张连印带着妻子王
秀兰回到家乡，迎着塞北的寒风，望向
河尾滩旁的荒山秃岭，走上了人生的

“第二战场”。
左云县土地贫瘠，树木成活率低。

带兵内行的“老将军”，在种树方面明
显经验不足。第一年，张连印自掏腰
包，买来1万棵樟子松苗种在荒山上，
结果转年全死了；再栽6000棵，又是
成片枯萎……

“改善生态环境，不像我最初想得
那么容易，光有满腔热情不行，得有方
向有规划，知道朝哪里努力。”张连印
告诉记者，种树是个体力活，需要耗费
大量时间、精力和耐心，需要科学指
导、整体规划。

回乡后，他依然保持着在部队养成
的作息习惯，每天早上5点起床，带着
镐、锹和树苗，上山植树，“挖坑种
树，肚子里是凉饭、浑身上下是泥水，
一天下来耳朵、鼻孔里都是沙子。”

黝黑的脸庞，粗糙的皮肤，扛着铁
锹，一身旧迷彩服。初见张连印的人，
很难相信这是一位退休的将军，反倒更
像一位朴实的农民。妻子王秀兰记得，
种树的头几年，脸和耳朵常常被风吹得
掉皮，嘴上起水泡肿起老高，有时水泡
裂开，血就顺着嘴唇往下流。一次大女
儿回乡看望，看着迎面走来被风沙吹打
得“面目全非”的父母，心疼得掉眼
泪。

苦不苦？累不累？“没人吃这个
苦、受这个累，乡亲们的日子咋会
甜？”张连印对记者说，为了学习植树
造林、防风治沙的方法，他先后20多
次到林业部门咨询专家，协调专业技术
人员现场指导，“每遇到一个会种树的
人，就拉着人家打破砂锅问到底。”

在专家的指导下，对栽培技术、
操作规程以及能种什么树、不适宜种
什么树等问题，张连印心里慢慢有了
谱儿，渐渐摸到了在沙化地上种树的
门道儿，整地、挖坑、植树、围圈、
浇水、覆土……对种下的每一棵树苗
都倾注了心血。

2005年，张连印从辽宁彰武买来
160万株优质樟子松幼苗进行培育。这
些幼苗成活率达到 95%以上，成为

“防沙卫士”，实现了左云县及周边地区
樟子松首次大规模成功种植。

“为党和人民做事，不觉得辛苦”

“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我才能长
大，乡亲们对我的恩情一辈子也忘不
了。”张连印终生难忘要去当兵的那一
天，村里锣鼓喧天，乡亲们把炒好的
瓜子、煮熟的鸡蛋塞满他的口袋，嘱
咐着“到了部队要争气，听党话、好
好干”。

尽管从军报国了半辈子，但在他看
来，党和人民的恩情远没有报完。无论
他走得多远、职位多高，儿时那个风沙
漫天的张家场，还有哺育他长大成人的
乡亲们，始终是无法割舍的乡情。

“退休了，可我还是党员，这是我
一辈子的职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也是我一辈子的义务。”40年军旅生
涯，张连印清晰地认识到，在每一个岗
位上都要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五
好战士”、原北京军区“四好连队”优
秀代表，一直到副军长、河北省军区副
司令员……每个岗位，张连印都成绩斐
然。2021年 10月 18日，他被中宣部
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山坡上，张连印干完活便席地而
坐，讲起话来中气十足。很难想象，他
曾徘徊在生死线上。

2011年，得知自己身患肺癌，张
连印只说了句“冷静面对，科学治
疗”。手术前，他默默地把这些年种树
欠下亲朋的钱一一还清，同时叮嘱子女
一定要把为民造绿的事业坚持下去。

同年7月接受了手术治疗，第二年
正月，张连印就带着妻子从石家庄坐火
车到大同，再坐客车回到了张家场村，
他惦记着那些没种完的树，担心“要是
我不回来，这摊事就散了”。

哪怕后来又经历了肺癌骨转移，这
位性格坚毅的“老兵”也没有离开植树
造林一线。住院一个月后，他又回到了
家乡。如今，张连印的肺癌已经钙化，
骨转移也没有进一步扩散，他还是每天
早出晚归，顶着烈日风沙，运苗、栽
种、浇水，在昔日的不毛之地播下乔、
灌、草科学配置的绿色屏障，让绝大部
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植树至今，张连印把政府提供的退
耕还林补助都交给了乡亲们；为鼓励更
多的群众加入植树造林、管林护林的行
列，他把自己繁育的樟子松、侧柏、新
疆杨等苗木，无偿提供给需要种树的乡
亲们；修路、通电、打井、修渠……全
都自筹资金；逢年过节，他总会买些东
西去看望村里生活困难的乡亲。

望着满目苍翠的树林，2015年以
自主择业的方式退出现役、回村跟着
父亲种树的张晓斌，越来越理解他当
初义无反顾的那个选择。张连印曾站
在林子里告诉他，“人这一辈子要经受
的考验很多，我们是共产党员，一定
要把为人民服务、为党奋斗终身的诺
言践行好。”

2018年 7月，在县乡党委的帮助
下，张连印在林场建起清风林党性教育
基地，如今，基地成为右玉干部学院现
场教学点。接下来，他还计划建设一处
生态园，让生态文明理念厚植人心，助
推当地生态振兴。

“30年是我的‘目标’，种树要种
到88岁！”张连印说，每天和树打交
道、和老百姓在一起，心情好、身体就
好，“我种树，为党和人民做事，不觉
得辛苦，反而很快乐。看着树苗一天天
长大，我就能看到生命的意义。”

老兵张连印：

从将军到“树司令”
本报记者 赵莹莹

“妈妈，测体温的志愿者是
我的教练，太厉害啦，长大后我
也要当志愿者！”4月5日，在福
建省南安市水头镇新营村核酸检
测现场，10岁的黄思宇一眼就
认出了眼前的志愿者是自己的跆
拳道教练范栋，不禁激动得又蹦
又跳，“我要给范教练点个赞。”

令黄思宇雀跃不已的这支志
愿者队伍，由南安市政协委员、
市博武堂跆拳道馆馆长刘云龙召
集11名教练自发组成。

“3月16日，南安全市要开
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同时启动的
50多个核酸检测点急需志愿者
去协助工作。”第一时间得知这
一信息后，刘云龙马上向南安市
水头镇防疫相关负责人主动请
缨：“我们跆拳道馆可以组建一
支志愿者服务队，听从指挥、随
时待命！”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关键
时刻我们要‘疫’往无前。”刘
云龙坦言，接下志愿服务的任务
后，馆里的教练们热情高涨、纷
纷报名。

为了做到招之能来、来之
能干，加入志愿者服务队的教
练们吃住在馆内并实行半军事
化管理，没有任务时就每天坚
持体能训练，以保持最佳的精
神状态。

随着新一轮局部大规模人群
核酸检测开始，博武堂志愿者服
务队也紧急出发，披星戴月地赶
往位于水头镇新营村第二小学的
核酸检测点，协助医护人员等开
展工作。

近1个月的时间，这支志愿
者服务队中的每名成员都在努力
坚守。他们有着一份坚定的信
念：“为大家贡献自己的微薄之
力，团结一心争取早日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攻坚战。”

“我母亲旧疾复发，身边离
不开人、需要轮流护理，以前我
每天定时赶回家为母亲做近两小
时的理疗。成为志愿者以后，就
再没回过家，每天和父亲用微信
视频的方式，一步步指导他操作
设备为母亲理疗。”提及父母，
队员王锦芳言语哽咽。

“我们除了在核酸检测点协
助工作人员维持秩序、测体温
等，还想着能多做点什么。”队
员黄锦彪告诉记者，休息间歇，
他们就在核酸检测点旁边空旷的
场地上练操和表演跆拳道，倡导
当地村民开展体育运动和日常锻
炼，增强自身免疫力。

“新营村有4000多人，是个
大村，博武堂这支由12名跆拳
道教练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年
轻而充满朝气，在测体温和维持
秩序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水
头镇宣传委员颜永祥介绍，在抗
疫“第一线”，志愿者们挺身而
出，带头示范、勇于担当，与工
作人员拧成一股绳的工作状态令
人印象深刻。

春意暖暖，志愿无悔。刘
云龙表示，疫情结束后，博武
堂志愿者服务队将正式申请加
入当地的志愿者组织，继续以
饱满的热情与精神状态参与到
志愿服务中。

“关键时刻我们要‘疫’往无前”
本报记者 照宁

他没有臂膀，却成了书法家，依
靠双脚完成了很多健全人都无法完成
的事情。对自己，吝啬得连20元的盒
饭都不舍得吃；对公益，他却经常一
掷千金。

有着南通市人大代表、如皋市星光
残疾人艺术团团长、爱心助残基金创始
人、“中国好人”等多重身份的“无臂
硬汉”石晓华，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
来，已累计捐款逾300万元。

现年46岁的石晓华，出生于江苏
如皋长江镇一户农民家庭，6岁那年被
一场意外夺走了双臂。“当时生活中最
简单的穿衣、吃饭都要依靠别人帮助，
有时甚至连走路都容易摔跤。”对石晓
华来说，长大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历
历在目。

“身体上的任何缺陷，都不代表困
难，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永不放弃。”面
对如潮水般涌来的困难和父母担忧的眼
神，在经历绝望的挣扎后，石晓华重拾

生活的勇气，在父亲的帮助下练习刷
牙、洗脸、穿衣、吃饭、写字……常人
用手完成的事，他都要学着用嘴、用脚
去做。

为了让石晓华拥有一技之长，将来
能够养活自己，在他17岁那年，父亲
托人找到书法家沈正，让石晓华开始学
习书法。

“那段时间，老师除了教我写字，
还教我做人，自己感觉非常充实。”石
晓华坦言，由于长期用嘴含着笔写字，
他的上下门牙都变了形。但在一天天的
坚持和努力下，书法技艺进步很快。

困难，不但没有将石晓华击垮，反
而催促他更强大地掌握各项生活技能，
和健全人一样站上每一个人生舞台，展
示才华，获得社会的尊重。

一个偶然的机会，文化馆有位老师
了解到石晓华的事迹，专门写了一个以

“口书”歌颂残疾人的小品请他“真人
真演”。没想到，这个名为《求》的小

品代表南通市参加江苏省残疾人文艺汇
演，喜获一等奖。紧接着，石晓华又代
表江苏省残疾人群体，走进北京人民大
会堂，参加了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小
品《求》摘得金奖。

从此，石晓华把口书和演出艺术
视为生命的全部，用坚强换来了另一
片晴空：2009年，他主演的小品《飞
翔的维纳斯》 获得全国戏曲大赛金
奖；2012年，小品 《地铁里的太阳》
获得江苏省第八届残疾人文艺汇演一
等奖……

深知没有别人的帮助就没有自己的
今天，抱有感恩之心的石晓华一直想回
馈社会。2008年，从电视上看到汶川
地震后的景象，石晓华开始琢磨如何帮
助当地受灾群众。他牵头组织唐山大地
震幸存者、残疾人演员，到贵州等地巡
回义演，募集善款、物资近50万元；
不顾余震危险，到汶川慰问灾后困难群
众，为他们表演节目、捐赠爱心款，鼓

励灾区群众重建家园。
打开演艺的“大门”后，石晓华牵

头组建成立如皋市星光残疾人艺术团，
帮助更多残疾人自强自立，他们排演节
目在全国各地演出，收入盈余用于资助
山区希望小学、困境儿童及残疾人学
生。每当看到那一张张开心的笑脸，石
晓华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即使折翼，也能飞翔。2014 年，
石晓华与来自云南、安徽、重庆、江
苏、浙江等地失去双臂的6位残疾书画
家成立“无臂七子公益书画联盟”，常
常义卖自己的书画作品，所得善款均用
于公益事业。

在 《无臂汉子》 新书首发式上，
石晓华与如皋市慈善基金会达成协
议，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爱心基
金，用于帮助贫困残疾人改善生活水
平。爱心基金成立以来，石晓华通过
捐赠售书款等方式，先后为残疾人和
低收入家庭学生捐助现金、物资20余
万元。近日，他再次为该基金捐款
5000元。

“一个人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不
管命运怎样安排，都要做一个对社会
有用的人。”石晓华说。如今的他用自
己的一言一行带动着身边的人尊老爱
幼、传承孝道、和谐互助，未来他更
希望能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个残疾人
的心灵。

（吴光明）

“无臂硬汉”书写大爱人生

戎马倥偬40年，从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退休后，张连印毅
然回到家乡山西省左云县致力于绿化荒山。19年来，他带领当地村民植
树1.8万余亩、205万余棵，为左云县环境改善和京津风沙源治理作出了
突出贡献，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去年去年88月月，，张连印与王秀兰在北梁山坡上栽下张连印与王秀兰在北梁山坡上栽下500500棵沙地柏棵沙地柏，，纪念他们结纪念他们结
婚婚5050周年周年。。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4月8日，在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风光旖旎的后官湖畔，来自城
管系统的数十名志愿者参加了由武汉市城管执法委工会、共青团等部
门联合组织开展的首期“爱心替岗 温暖江城”活动。人间四月天，
春光明媚时。在草长莺飞的知音湖大道，青年志愿者们穿戴上“小行
大爱文明同行”“小行大爱清洁家园”的橙色马甲，接过环卫工人的
扫把，清扫马路上的落叶、捡拾绿化带里的垃圾。

与此同时，被替岗的环卫工人在志愿者的协助下，走进花博汇智
慧菜园体验种菜，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武汉市城市管理技术研究中
心团支部书记杜石峰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唤起社会各界对
环卫工人群体的关注与关爱。 严娟娟 摄

““爱心替岗爱心替岗 温暖江城温暖江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