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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洪 占 给 树

浇水（邵秀芳 摄）

李洪占交纳

2 万元党费助力

战疫（王存海摄）我们的价值观·精神的力量

初心未改护家园

值班编委 杨文娟

2020年3月12日 星期四

第4996期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明时评

发 生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 染 的

肺炎疫情至今，很多电视台和网

络平台在春节前录制的节目已

经播完，为了节目的连续性，许

多电视和网络综艺节目进行了

“ 云 录 制 ”，有 的 新 闻 发 布 会 也

在“ 云 端 ”进 行 。影 视 人 以 这 样

新 颖 的 方 式 ，部 分 地 恢 复 了

生产。

疫情出现后，影视人纷纷淬

炼“ 内 功 ”，期 待 疫 后 迎 来 新 的

发 展 ，更 好 地 满 足 受 众 的 文 化

需求。
（A4版）

疫情之下
影视业淬炼“内功”再出发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来势汹汹。在海南驰援湖北医

疗 队 、冲 在 抗 疫 战 前 面 的 队 伍

里，有一个戴着口罩，穿着防护

服的女医生。她就是被誉为“抗

疫一线巾帼英雄”的海南省人民

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李娜。

（B3版）

抗疫一线巾帼英雄

本期
导读

64 年的辛苦劳作，让李洪

占的双手布满了老茧、指甲缝里

塞满了泥土，双脚皴裂了一次又

一次。黝黑的脸庞，更是他常年

行走在山涧沟壑的印记。64年

来，李洪占在马莲滩、郭家岭

沟、新泉脑沟等十余条沟沟岔岔

都栽满了杨树和松树，周边的十

几面山坡栽满了柠条，两片容易

滑坡的山坡上种上了沙棘树。外

人说他成绩斐然，但李洪占认为

自己做的还不够，“种绿家乡山

头”的初心不能改变。

2018 年，后湾村作为互助

县精准扶贫搬迁村，从山顶搬

迁到了山脚，告别了行路难、吃

水难、增收难等问题，过上了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好日子，李洪

占也随同家人搬迁到这里。按

理说，已经 80多岁的李洪占可

以歇一歇了，但他还是坚持“上

班”：2019 年，负责蔡家堡乡新

村绿化项目的公司在后湾村广

场栽种了 50多棵金丝垂柳，李

洪占每天去“打芽”，让这些金

丝垂柳能够更好地生长；新村

里栽种的树苗倒了，李洪占收

到消息后立即赶去用木棍扶

正；看着新家对面的那座山，李

洪占计划着带领娃娃从山底向

上种树……

2020 年 1 月 17 日，农历小

年，也是李洪占的生日，一辈子

没过过生日的老人，收到了党

和政府的生日礼物。这一天，中

央文明办和省文明办相关负责

人，来到李洪占家中看望慰问

他，点亮生日蜡烛，唱起生日祝

福歌，给他过了一个特别的生

日，并送上春节的祝福，这让李

洪占心中暖暖的。

“能动弹、能拿得动铲铲，

我就继续种树，这也是我给后

人留下的念想。”李洪占开心地

说，“看到小树苗扒住了土、扎

住了根，我这心里真是舒坦啊，

就跟人穿衣服一样，大山也穿

上了绿色的外套。”

一生努力做好一件事
——“种树老人”李洪占64年植树8万余株

本报记者 赵青

全国7436万多名党员
踊跃捐款
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响应党

中央号召，连日来，全国广大共产党

员继续踊跃捐款，表达对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支持。据统计，截至 3

月 10 日，全国已有 7436 万多名党员

自愿捐款，共捐款 76.8 亿元。捐款活

动还在进行中。

连日来，响应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号召，全国广大共产

党员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踊跃捐款。一场爱心“接力跑”，让无

数善心和爱意汇聚成汩汩暖流，在

神州大地奔涌流淌。

越是在最危难的时候，越是需

要真情和互助，越是需要榜样和引

领。从 1998 年抗洪抢险，到 2003 年抗

击非典，从 2008 年抗震救灾，到此次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每一次灾情发

生后，每一次群众危难时，广大党员

或是捐款捐物，或是交纳特殊党费，

同群众一道凝聚起共克时艰的信心

和力量。小到几十上百元，大到数千

上万元，都是广大党员对抗击疫情

的无私支持，是对有困难的群众雪

中 送 炭 。“ 沧 海 横 流 ，方 显 英 雄 本

色。”从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到守土

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再到自

发踊跃捐款捐物，关键时刻共产党

员豁得出来、冲得上去，发扬优良作

风，坚守初心，用朴实的行动诠释了

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目前，捐款活动仍在进行中，越

来越多党员参与进来，彰显出我们

党强大的动员力、感召力、凝聚力。

捐款活动既是个人的自愿，更是出

于党性的自觉。安徽萧县石林乡崔

阁村 93 岁的老党员杨正伦将平日

积攒的钱交到党支部书记手中；云

南宣威市盘龙村有着 71 年党龄的

何积仁和 68 年党龄的余祥祯，夫妇

二人捐款 14 万元。不少老党员也纷

纷伸出援助之手，历经沧桑而初心

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展现

出 共 产 党 人 的 崇 高 境 界 和 高 尚 情

怀。从党的自身建设看，大灾大难

之时的特殊捐款，犹如一次特别的

组织生活，让广大党员从自愿捐款

的义举中净化心灵 、升华思想，初

心使命因此得到磨砺，政治觉悟因

此得到增强。

“荣誉不是挂在墙上看的，而是

激励和鞭策，疫情当前，我要贡献自

己的力量。”这是一名党员的朴实表

达。不久前刚在郑州做完手术的河

南远大锅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赵

国强，专程赶回家乡西华县，向县红

十字会捐款 10 万元；湖南桂东县人

民医院内一科护士长李春来将获得

的全县“首届劳动模范和先进个人”

奖金全部捐了出去，“让这笔钱发挥

最大的作用”……最是善意暖人心。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的党员捐款活

动，生动显示出党与人民群众心连

心、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脉情深。用

爱心唤醒爱心，用善意传递善意，让

乐善好施、扶贫帮困、互帮互助的中

华 民 族 美 德 ，得 到 了 新 的 传 承 和

弘扬。

涓 涓 细 流 ，汇 成 大 海 ；点 点 星

光，照亮银河。全党同志自发捐款所

折射的精神境界，所释放的强大正

能量，不仅深远地影响广大党员，也

将不断辐射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

14 亿中国人民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

运共同体，只要党群同心 、共克时

艰、团结奋斗，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

这场硬仗。

民政部明确5项措施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新华社北京3月 9日电（记者 孙
少龙 温竞华）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

长刘喜堂9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说，近期民政部根据疫

情形势发展，明确了及时足额发放各

类补助等 5项措施，要求各地做好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据刘喜堂介绍，到 2019 年年底，

全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 4317 万人，

其中特困人员 469万人，全年还实施

了 918万人次的临时救助，救助规模

比较大。

他表示，为做好困难群众的基本

生活保障工作，民政部明确 5项具体

措施。

一是及时足额发放各类补助，包

括孤儿基本生活费、残疾人两项补贴

等都要及时发放到位。对一些疫情影

响严重的地区，可以增发生活补助。

二是要做到应保尽保，对符合低

保条件的困难群众要及时纳入。同

时，对一些疫情严重的地区可以暂停

开展低保对象退出工作，等疫情防控

结束之后再进行动态管理。

三是加大临时救助力度，对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低收入家庭、

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确诊感染新冠

肺 炎 的 ，要 及 时 按 规 定 给 予 临 时

救助，还要通过“一事一议”的方

式加大救助力度。

四是救助帮扶外来人员，主要

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给予实物救

助，及时提供临时住宿、饮食、御寒

衣物等帮扶。第二种是现金救助，对

一些受疫情影响暂时找不到工作，

基本生活出现困难的，可以给予现

金救助。

五是提供基本照料服务，各地要

了解被隔离收治对象家里有无需要

监护或照料的老年人、残疾人、儿童

等，如有，要及时通知社区或当地民

政部门，及时安排人员提供照料帮

扶。同时，各地民政部门对受疫情影

响在家隔离的孤寡老人等特殊困难

人员要保持经常联系，加强走访探

视，及时提供帮助。

一 把 锄 头 、一
副肩头，种绿了家
乡的山头。在青海
省海东市互助土族
自治县蔡家堡乡后
湾村有这样一位耄
耋老人，他坚守大
山 64 年，义务植树
133 公顷、8 万余株，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种树老人”。他就
是李洪占。2019 年 4
月，李洪占荣登“中
国好人榜”；同年 9
月，荣获第七届全
国诚实守信道德模
范称号。

在李洪占的童年记忆里，

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肆虐的狂风

和四处飞扬的尘土。后湾村地

处湟水北岸山区，常年干旱少

雨，目之所及一片荒凉。“山上

别说树了，连棵草都没有。”李

洪占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村

子里的树只有两棵。”

李洪占的家乡有端午节在

门上插柳枝的习俗，但他跑遍

整座大山都找不到一棵柳树。

从那时起，李洪占就有了改变

家乡的想法：种绿家乡山头。

1956年，23岁的李洪占在村北

山荒土岭种下了第一棵树。从

此之后的 64年，李洪占将种树

当成最重要的事情。一到春天，

他每天早上 6 点起床，简单吃

了早饭后，就揣好干粮、扛起树

苗出门“上班”。

对于李洪占来说，每一棵

树苗都很重要，一定要保证树

苗的成活率。挖坑、回填、栽植、

浇水，李洪占严格按照种树步

骤操作。经过反复的摸索和实

践，他总结出了种树经验：要舍

得修剪树枝，树尖要修剪成马

耳形，根部（切面）要修剪成马

蹄形，要斜切，这样既可以防止

树苗坏死，又可以让树苗深深

地扎根在土壤中。

为了及时给树浇水，李洪

占也想尽了办法。挖土窝存水，

再用冰草盖好涵养水源；挖水

渠，从能浇上水的地方引水；修

不成渠的地方，就用架子车拉、

用马驮、用肩挑……

春天育苗、夏天植树、秋

天整地、冬天防火。64 年来，

李 洪 占“ 上 班 ”上 得 不 亦 乐

乎，没有“退休”的打算。在李

洪占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村

民受到了影响，也开始在巷道

两旁、农田田埂栽上树苗。后

湾村村民陈尚祥在上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还是个小学生，就

已经跟着李洪占种树了。感受

到种树给家乡带来的变化，他

和 村 民 们 都 对 李 洪 占 更 加

敬佩。

今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

情的发生，让李洪占十分揪心。他

每天都在琢磨，能为这次抗击疫

情做点什么。2月 3日下午，李洪

占在家人的陪伴下，走进海东市

互助土族自治县委组织部，交纳

了2万元党费。

“我们爷孙三代都是党员，我

希望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子孙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1956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李洪占告诉记

者，“我是党的儿子，是党培养了

我。我年纪大了，抗击疫情帮不了

什么忙，只能通过上交党费的方

式出一份力。”

在家人们的眼里，李洪占很

“抠”，除了种树舍得花钱外，平时

不舍得多花一分钱，从不给自己

添置衣物，这次却一反常态地大

方起来。其实，这笔党费对于一个

农村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数目

不小的开支。但得知老人有这样

的想法，一家人都非常支持。在李

洪占的感召下，他的两个儿子和

一个孙子也分别交纳了 1000 元

党费。二儿子李珍业还主动报名

参加村里的党员志愿服务队，摸

排登记外来人员，宣传防疫知识。

虽然不能加入到战疫一线，

但李洪占始终督促儿子和孙子，

让他们服务好群众，服务好村民。

“爷爷叮嘱我，在疫情防控一线，

要发挥一名党员的作用，引导群

众增加防护意识。”李洪占的孙

子、后湾村党支部书记李积彪告

诉记者：“别看我都42岁了，但如

果在抗击疫情中疏忽了什么，我

们家老爷子立马就能收拾我。”

李洪占也给自己安排了另外

一份“工作”，当好村子里的“文

明监督员”。发现广场上有年轻

人打篮球，立马打电话给孙子李

积彪，避免造成人群聚集。碰见

没有戴口罩的村民，他总是主动

上前劝说：“现在是特殊时期，我

们不要给党和政府添乱，赶紧把

口罩戴上。”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李洪占又做好了出门种树

的准备。这位87岁的“种树老人”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

无私奉献的精神，他守望着大山，

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林海恋歌。

誓把荒山变青山

一家三代齐战疫

李洪占说：看到小树苗扎住

了根，心里舒坦（邵秀芳 摄）

中央文明办的同志慰问李洪占，给他唱生日歌

党员捐款凝聚抗疫力量
孟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