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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占是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

族自治县蔡家堡乡后湾村村民，他

坚持种树 60余载，只为了绿化家乡

的那一片片荒山。

63 年间，李洪占义务种树 8 万

余株，是远近闻名的“种树老人”，他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无

私奉献的精神，他的脚步踏遍了蔡

家堡乡的山涧沟洼，从朝气蓬勃的

青年，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把一生

奉献给了家乡的公益事业。老人先

后获得大大小小的荣誉：2016年 11

月荣获互助县第二届“感动土乡”助

人为乐道德模范称号；2017 年 4 月

在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评选活动第

185期中荣获三等奖；2019年 2月荣

获海东市第三届善行海东社会公德

道德模范；2019 年 9 月荣获全国道

德模范诚实守信模范称号。

他说：“那个时候，我们这儿全

是黄土山坡，树是稀罕物。村里李极

录家门口有两棵树，可宝贝了，害怕

有人去砍树枝，李极录就用土墙和

木板把树围起来了。”李洪占羡慕极

了，想着如果自己家有棵树那该多

好啊。他从李极录家要了三株幼苗，

回家用水泡至发芽，小心翼翼地栽

种到家门口，每天浇水三五遍，翻土

七八遍，每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跑去看那三株幼苗。当他看到

三株幼苗长成枝繁叶茂的模样时，

内心充满了希望，萌生了要栽种树

木的想法。

李洪占家世代居住的后湾村，

地处湟水北岸山区，长年干旱少雨，

树木成活率低，被老百姓称为“荒土

岭、栽死鸟”的蛮荒之地。23 岁时，

李洪占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

员，他积极响应国家植树造林政策

带领村民种树，日复一日的造绿、守

绿、护绿，终将昔日光秃秃的大山演

变成如今纵横方圆的大林海。

他和乡亲们春天种树，夏天修

剪，秋天补栽，冬天防火。他手上布

满了老茧、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土，双

脚皴裂了一次又一次。他的脚步几

乎踏遍全乡，乡里有几道山梁，有几

条沟壑，甚至在哪里种了哪些树他

都非常清楚。乡亲们给他起了个外

号叫“占大坡”，因为他见坡就种树，

见荒地就挖坑栽树。

刚开始种树时，村里的人都不

理解，他们觉得，就这黄土坡，土质

贫瘠，加上长年干旱，树能种活吗？

起初，水确实是令李洪占最头疼的

事，他一开始挖土窝存水，后来自己

挖水渠引水，大多数时间用架子车

拉水、用马驮水，该想的办法都想

了。如今村里建了水渠，通了自来

水，引进了母亲水窑项目，给小树苗

浇水方便多了，看到这些，李洪占露

出了欣慰的笑容。

1980 年，李洪占虽然从护林员

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种树早已经

成了他的一个习惯，看见荒地变成

树林他心里就踏实。1982 年 11 月，

李洪占代表当时的蔡家堡公社后湾

村大队，去县政府组织的植树造林

表彰大会领奖。李洪占回村后将写

有“保护森林发展林业成绩显著”字

样的奖状挂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

以奖状激励自己。多少年来，每到春

种时节，村民们都能看见他拿着铁

锨背着树苗早出晚归的身影。

63年间，曾经荒山秃岭、水土流

失严重的后湾村，一场由黄到绿的

生态巨变悄然发生。1999年，中央启

动退耕还林政策。李洪占在全乡第

一个响应退耕还林，带领全村农民

参与其中，不仅改变了后湾村千百

年来的面貌，还从千万亩林海中走

出了致富路。

现年86岁的李洪占说：“见到黑

刺树，我就心动，就想把它种到山

上。”这是他一直以来最开心的事。

“黑刺树容易成活，种植一棵引

一棵，它能扩大生长面积，只需土质

好，水源充足，黑刺树就能顽强扎

根；柠条树比较皮实，而且可以防止

水土流失；柳树、松树不需要太多阳

光，就种植到山坡阴面；柏树喜欢晒

太阳，就把它种植到山坡的阳面。”

这是李洪占老人经过几十年积累的

种树经验。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

于晨，李洪占老人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日复一日地去实现种树的理想。

每天，他肩扛一把铁锹，手握一捆树

苗，带点干粮就出门了。李洪占老人

将种树称作“上班”，而这个班一上

就是63年，且从未打算过“退休”。

去年底因易地搬迁项目实施，由

政府出资修建了新农村住宅房，后湾

村搬迁到了条件优越的塘川镇，这是

李洪占第四次搬家。从环境恶劣的山

坡上搬下来，原本以为这样一来老人

可以歇歇了，但他还是在坚守他的初

心，一直坚持种树。他在塘川镇找了

几处荒山，规划路线，继续种树。他还

打算让儿子接班，让孙子也学会种

树，将种树事业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李洪占老人的二儿子夫妻俩如今也

在种树致富的道路上奔走，算是间接

传承了父亲的种树使命。

蔡家堡乡是青海省马铃薯之乡，

全乡近一半农户种植地膜马铃薯，部

分种植地膜油菜、蚕豆等作物，每年

的废旧地膜成了山上的白色垃圾。李

洪占老人在闲暇时间就会去地头捡

地膜，一捡就是10多年。如今，李洪

占老人家已是四世同堂，儿女们经常

劝老人在家颐养天年，可老人就是闲

不下来。在他的带动下，捡地膜已经

成了当地老百姓的自觉行为，山上的

环境越来越好了。

用一生守护高原的绿色
——记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全国第七届诚实守信道德模范”李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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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夏超）近日，北京市延

庆区红色文化资源发布会暨新时

代文明实践“追寻红色印记”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未

来，延庆将利用三年时间深入挖掘

传承红色文化，将红色文化打造成

为推动地方发展的力量源泉。

在本次活动中，延庆区发布了

《延庆区关于加强红色文化建设的实

施意见》，推出“红色文化10条”，包

括：开展红色文脉梳理、加强革命文

物保护、建立红色人物档案、挖掘红

色文化内涵、鼓励红色文艺精品创

作、建立红色文艺志愿队伍、开展红

色主题文化活动、开发红色教育培训

课程、拓展红色文旅资源利用、打造

红色教育基地；并依托全区18个街

道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423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引领全区党员干部

学习红色理论、追寻红色历史，带领

广大群众共同传承红色精神。

当天，延庆区还发布了结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精心

打造的三条“初心路”，路线包括平

北抗日战争纪念馆、平北红色第一

村、昌延联合县政府旧址等一大批

红色遗迹，这些红色遗迹既是延庆

红色文化的承载地，也是鲜活的

“教科书”，引导党员干部“重走初

心路，使命铸忠诚”。

北京延庆发布红色文化建设10条实施意见

本报讯（杨靖 刘磊）
11 月 1 日，《淄博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下称《条

例》）正式实施，这是山东

省淄博市首个促进文明

行为的地方性法规，为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提升市民文明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巩固

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提供

了法制保障。

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

促进类法规，《条例》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

地方性法规，针对文明出

行、诚实守信、移风易俗、

文明养犬等内容提出了

倡导性规范。同时，《条

例》针对当前社会关注的

不文明行为，规定了有关

部门的法律责任及相应

处罚措施。值得注意的

是，《条例》将文明行为分

为了倡导性、禁止性两大

类作为规范。

第一类，对国家鼓励、社会认可

的文明行为作出倡导性规定，从社会

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文明健康

生活方式、关爱弱势群体等方面，列

举了16项行为规范，将中央、省文明

委部署的重点工作和淄博市文明创

建的经验做法通过法规条文固化下

来，进一步明确导向，树立文明标尺。

第二类，针对在公共秩序、交通、

社区、生态环境、旅游等领域社会关

注度高、市民反映集中的不文明行

为，采取列举方式，作出禁止性规范。

同时，《条例》还规定，政府以及

有关部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机构应

当对文明行为促进工作进行正向激

励；建立健全道德模范等文明行为先

进人物的礼遇以及困难帮扶制度；鼓

励企业对职工的文明行为进行奖励。

鼓励、支持、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和个人采取多种方式支持文明行

为促进工作。鼓励单位在招聘时，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用、聘用道德模范、

优秀志愿者等先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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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广场上，老人们三三两两地

围在一起聊天；社区活动室里，居民交

流着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收获……在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涌泉街道凤凰社

区里，总能看见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

这一切都离不开凤凰社区党委以及居

民的共同努力。凤凰社区辖区总面积

1.4 万平方公里，现有居民 8000 余户、

近4万余人。2005年开始，社区党委以

营造“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邻里相亲”的社区文化为目标，从实际

情况出发，搭平台、办活动，促进邻里

和谐，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让凤凰

社区更宜居，让居民生活更美好。

文娱活动拉近邻里距离

2005 年凤凰社区成立后，仅有 11

名工作人员的社区居委会面对辖区内

的 3万余名居民，遇到了挑战：居民之

间相互不熟识，社区氛围差，许多工作

无法正常有效开展。为此，社区以举办

文娱活动为突破点，搭建和谐社区邻

里交流的平台。起初，社区以开展文艺

表演为主，由社区两委成员策划文艺

表演方案，邀请专业团队来社区表演，

再通过QQ群发布信息，招募社区内爱

好且会表演的居民加入文艺表演。“刚

开始，报名参加演出的就只有几个退

休居民，前来观看演出的居民也很

少。”社区党委书记陈克强说。

转机发生在 2015 年。喜爱编剧本

的 64 岁居民刘国光找到社区两委成

员，提出想要成立剧组，以社区故事、

居民亲身经历为原型拍摄微电影。经

过一番探讨，凤凰社区有凤来栖剧组

成立，刘国光自己编写剧本，动员社区

居民加入成为主角，相继拍摄了《李大

爷的觉醒》《邻里》《中邪》等 6 部微电

影，在社区院落播出后得到居民一致

好评。“许多居民见到刘老都问什么时

候拍下一部微电影，争着要当主角。”

陈克强笑着说，居民们也通过拍摄微

电影拉近了关系。

从 2015 年底开始，凤凰社区居民

自发成立了摄影协会、合唱队以及舞

蹈队等多支社区文艺队伍。“现在搞活

动根本不需要我们操心，居民自己就

有队伍，每到节假日，他们就自己组织

文艺表演活动。”陈克强说，社区还推

出了百姓剧场、百变大咖等品牌项目，

号召有热情、爱表演的居民参加比赛

展现才艺，这些活动让邻里不再陌生，

社区氛围也越来越好。

浓郁书香飘进千家万户

除了举行文艺表演活动外，凤凰

社区还不断强化居民人文素质，努力

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走进凤凰社区

党群文化服务中心图书室，一眼望去，

座无虚席，一部分居民在聚精会神地

看书，一部分居民在安静地挑选着书

架上的书籍。

据陈克强介绍，为给居民提供方

便实用的阅读场所，凤凰社区在党群

文化服务中心打造了 100余平方米的

图书室，购置了上万册不同类别的书

籍供居民免费借阅。在此基础上，社区

在每个楼栋配备了小型书橱，书橱内

摆放书籍、社区宣传资料以及书籍借

阅册等，书橱内书籍每周进行更新。

“社区还设置了多个润泽书亭，居民可

将喜爱的书籍放入润泽书亭，其他居

民如果喜欢这本书籍，可以带走阅读，

目的是让居民共享阅读快乐。”社区工

作人员杨小海介绍。

随着阅读场所的不断完善，社区

读书爱好者越来越多，阅读氛围愈发

浓厚。社区居民还自己办起了社区报

纸《有凤来栖》、社区杂志《凤凰因您而

精彩》等，并自主完成编辑、校对等工

作……社区居民读书看报的积极性也

持续高涨，社区书香家庭不断涌现。

2015 年，凤凰社区被四川省委宣传部

授予“书香社区”荣誉称号。

志愿服务点亮爱心之灯

“老师，可以讲一下家庭节水的小

窍门吗？”10月 18日，在凤凰社区举办

的节约用水志愿服务活动上，社区居

民祝先娟认真地询问老师。作为成都

市学雷锋社区志愿服务一级示范站，

近年来，凤凰社区将志愿服务活动开

展得有声有色。

凤凰社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采

取“三社互动”方式，组建了18支志愿

服务队伍，服务范围包括环境治理、助

残以及文明劝导等，积极构建规范化、

常态化的志愿服务工作体系，弘扬志

愿服务精神。

“天天都是服务日”是凤凰社区志

愿服务的新风尚。每当路过凤凰社区辖

区内重要路段，总会看见社区居民统一

佩戴红袖套，身穿志愿者马甲开展文明

劝导活动，提醒行人过马路时遵守交通

规则；在成都市地铁4号线凤凰大街地

铁口，每天都能见到社区志愿者整理摆

放共享单车……成员均为社区退休居

民的凤凰社区邻里互助协会自成立以

来，开展了困难帮扶以及物品捐赠等志

愿服务活动，践行着志愿服务精神。

近年来，凤凰社区获得了诸多肯

定，入选四川省“三个一百”群众性精

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 100个最佳温暖

社区，获评 2017 年成都市十佳志愿服

务社区、2018 年成都雷锋精神种子志

愿服务站等，社区多名志愿者被评为

成都市十佳文化志愿者、成都市温江

区十佳志愿者等。

凤凰社区举办庆祝活动凤凰社区举办庆祝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