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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染霜林，中华大地上，河北塞罕坝、山西右玉、河南
兰考各自铺展开美丽的生态画卷。

三棵不平凡的树——“功勋树”“荣怀杨”“焦桐”矗立
其间，目睹风沙贫瘠之地的沧桑巨变，守望塞罕坝精神、右
玉精神、焦裕禄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人进行着久久为功
的生态文明实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聚焦建设美丽中国，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新的历史方位，新的
奋斗征程，再次走近“三棵树”，历久弥新的精神之力扑面
而来，催人奋进。

千顷澄碧满目生机

山西右玉，苍头河畔，矗立了 70 多年的“荣怀杨”挺拔
依旧。漫步在万亩松涛园内，樟子松、油松、落叶松等一望
无际，松涛阵阵。

人们或许不会想到，位于毛乌素沙漠风口地带的右
玉，多年前曾是另一般模样：“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
三丈六尺高的老县城北城墙，曾被沙土掩埋大半，“白天点
油灯，黑夜土堵门”是广为人知的顺口溜。

面对“十山九秃头”的荒凉，1950 年上任不久的右玉首
任县委书记张荣怀，扛起铁锹带着全县干部，在苍头河边
栽种下第一棵小叶杨树——被后人称为“荣怀杨”，由此拉
开了右玉人坚持不懈植树绿化的序幕。

“荣怀杨”扎根大地 11 年后，在东北方向千里之外的塞
罕坝，人们惊喜地发现了一棵树龄超百年的落叶松——正
是它，坚定了建设塞罕坝机械林场的决心和信心。

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北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
地南缘，意为“美丽的高岭”。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这
里却“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面对“风沙紧逼北京
城”的严峻形势，1961 年，当时的林业部派出调查组踏查，
在红松洼一带，专家找到了这棵 20 多米高且生长旺盛的
天然落叶松——这棵活着的标本，证明塞罕坝可以长出参
天大树。“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

第二年，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吹响誓把荒原变
林海的号角。这棵落叶古松，也由此成为塞罕坝人心中的

“功勋树”。
塞罕坝向南千余公里，九曲黄河在河南兰考拐出最后

一道弯。在县城东北角的广场上，一棵泡桐树高大挺拔，
枝干遒劲。

82 岁的老人魏善民手抚树干回忆：风沙、盐碱、内涝曾
是兰考出了名的“三害”，焦裕禄担任县委书记后，带领大
家植树造林、翻淤压沙。“1963 年春天，焦书记亲手种下了
这棵泡桐树，今天兰考人都叫它‘焦桐’。”

如今，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绿色正成为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底色。“荣怀杨”“功勋
树”“焦桐”挺拔依然，周围也早已千顷澄碧：

林木绿化率从不足 0.3%到 57%，右玉的绿色嬗变，让昔
日“不毛之地”变身“塞上绿洲”；

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塞罕坝建成了世界最大的

人工林，荒原变林海成为现实；
一棵“焦桐”变身片片“焦林”，兰考 600 余万株泡桐将

漫漫黄沙化为良田沃野。

种树也是在传精神

一把藤椅，放在一张破旧的办公桌前，碗口大的窟窿
诉说着主人曾经的病痛——肝疼袭来时，他就用茶缸靠在
藤椅上，紧紧顶在痛处，久而久之顶出一个大洞。

在兰考焦裕禄精神展览馆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
排起长队，睹物思人，一股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扑面而来。

当年曾和焦裕禄“搭档”种树的魏善民，如今成了“焦
桐”的守护人。他说：“焦书记带病工作，因为他心里装的
是老百姓，唯独没有自己。‘焦桐’守护了我们，我们也要把
它守护好。”

人们在种树，也在传精神——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初心和使命，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的勇气和担当，是
科学求实、久久为功的胸怀和定力。

八年三战“黄沙洼”，树栽了死，死了又栽，右玉人锲而
不舍，终将一道长 20 公里、宽 4 公里的流动沙丘挡在右卫城
外；马蹄坑“大会战”，作为机械林场首任党委书记的王尚
海，带领众人将家搬到塞罕坝，带头冲锋，开创国内使用机
械成功栽植针叶树的先河……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薪火相传。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
劲风中，林海滔滔，塞罕坝千层板林场职工在林冠下进行
修枝作业。

眼前所见，是塞罕坝“二次创业”的缩影。“要把这来之
不易的百万亩林海抚育好、管理好、保障好，建设健康、稳
定、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于
士涛说。

右玉同样流传着接力奋斗的佳话，22 任县委书记坚持
带领干群造林绿化。右玉人说，干部调动是“飞鸽牌”，种
树造林才是“永久牌”，“换领导不换蓝图，换班子不减干
劲”。

“树是一棵棵栽下的，事儿是一件件办成的。”于士涛
觉得，塞罕坝、右玉和兰考的绿色接力，归根结底在于始终
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将科学蓝图一
绘到底。

从右玉、塞罕坝到兰考，多年来人们在改变自然生态
面貌的同时，也在摸索因地制宜发展相关产业。如何走好
高 质 量 发 展 之 路 ，更 好 地 让 绿 水 青 山 转 化 为“ 金 山 银
山”……继往开来，今天的挑战仍然不少。

“千难万难，畏难才最难。”“为什么焦书记在兰考工作
仅一年零四个月，就找到了多少辈人未找到的‘除三害’办
法？因为他凡事探求就里，深入群众，科学求实，迎难而
上。”兰考县委书记陈维忠说，新征程上，应在精神传承中
汲取奋进力量，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
风，在攻坚克难中成就事业。

从“绿”起来到“富”起来

豫东平原，兰考国电投新能源产业园区内，纯锂 50Ah
全固态电池量产下线。

“这些将来都会变成能源。”该产业园项目负责人王震
指向不远处摇曳树枝的阵风说，产业园正在配套建设年发
电量 1.4亿度的源网荷储一体化绿色供能系统。

经过持续不懈的生态治理，兰考当年的风沙、盐碱、内
涝“三害”正转化为风电、特色农产品种植、全域水资源等
支撑全县高质量发展的“三宝”。

“焦裕禄曾在这里探风口、治风沙，如今我们借风能、
太阳能打造零碳乡村。”兰考县付楼村驻村第一书记裴东
鑫说，将绿色能源与研学文旅、环境治理结合起来，昔日贫
困村建设成全国农村能源革命示范村，仅阳光红利一项，
年集体增收 16 万元。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从“绿”起来到“富”起来，兰考的绿色发展之路，是对

“两山”理论的有力诠释，而塞罕坝“荒原变林海”和右玉
“沙窝变绿洲”，同样是这一科学理论的鲜活注脚。

从 2014 年起，塞罕坝机械林场完成多个森林固碳生态
产品项目开发，实现价值转化 1600 多万元。20 多年来，“再
造三个塞罕坝林场”项目总用工量达到 3000 多万人次，有
效增加了当地农民劳务收入。

在 右 玉 ，绿 色 由 最 稀 缺 的 颜 色 转 变 为 最 厚 重 的“ 底
色”，生态红利持续释放，生态旅游、赛马、足球训练、生态
畜牧等特色产业欣欣向荣。近年来，“荣怀杨”不远处的右
卫镇马营河村陆续建起民宿，依托苍头河国家湿地公园，
越来越多村民吃上了“生态饭”。

草木无言，精神永恒。
站 在 历 史 的 新 征 程 上 ，“ 三 棵 树 ”所 凝 结 的 精 神 力

量，跨越山河、激荡回响。在绿色绵延中，它们不断见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也必将见证一代
代 人 在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现 代 化 答 卷 中 继 续 书 写 浓
墨重彩的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 11月 19日电）

本报讯（记者吴琼 通讯员王为民）消防
安全记于心，应急演练践于行。11 月 15 日下
午，按照《2024 年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消防宣
传月活动方案》要求，中国银行三门峡分行特
邀河南天淼消防公司专业消防讲师以“全民
消防、生命至上、预防为主、防消结合”为主
题，举行了消防安全培训和实操演练活动，进
一步提升了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增强了各
级管理人员的消防管理能力。

当天，该行组织全体员工观看了火灾警示
教育片，通过正反两个典型案例，使各部门相
关负责人清楚了解消防实用操作和事故发生
后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现场，消防讲师详细讲
解了防火灭火基本常识、扑救初期火灾的方法
技巧以及逃生自救常识等相关知识。理论授
课结束后，消防讲师手把手教学灭火器、防毒
面具等器材的操作方法，让每位员工熟悉消防
设施，并通过实际案例讲解面对不同的火情该
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增强了员工的消防安全意
识。最后，在讲师的统一指挥下，全行员工进
行了大楼疏散逃生演练和灭火技能培训，有效
提升了大家的消防实际操作能力（如右图）。

中国银行三门峡分行将以此次培训演练
为契机，进一步完善设施、改进不足，固化演
练成果，不断丰富员工的消防安全知识储备，
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为银行稳定
运营构建坚实的安全屏障。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金融监管总局、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
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和相关工作要求，近期，农行
三门峡分行高度重视、快速行动，加强组织统筹，
成立融资协调机制两级工作专班，全力加大对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支持力度。

出台方案，建立完善长效机制。该行深入
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把缓解小微企
业融资难作为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出发点和突
破口，及时出台《落实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
作机制实施方案》《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
机制操作指引》等多项指导方案，优化现代产品
流程，持续开展减费让利活动，切实提升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满意度和获得感。

上下联动，提升两级专班服务质效。该行
结合区域实际，加强与政府部门对接频率，开展

“千企万户大走访”活动，确保优质客户进入“两

张清单”，加快推进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
机制落实落地。各支行按照市分行工作安排，纷
纷成立“落实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党
员突击队”，主动和当地金融服务中心、工商联、
农业农村等部门对接，走园区、进市场、访企业

（如右图），实现信贷资金直达基层、快速便捷、利
率适宜，打通金融惠民利企的“最后一公里”，全
面完成融资协调机制各项工作任务。截至目前，
已走访了 130 家企业、210 家个体工商户和 200
家农村经营主体，合计授信 364 户 9743 万元，累
计投放贷款 294户 6770万元。

下一步，农行三门峡分行将全面贯彻落实
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各项部署，进
一步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主动对接、积极
行动，以更优质的服务、更适用的产品、更便捷
的流程，助力小微企业蓬勃发展，奋力写好普
惠金融大文章。 （文/图 李东科）

本 报 讯（记 者 吴 若
雨）近日，农业银行三门
峡 分 行 工 会 开 展 了 员 工
团建活动，组织全体员工
赏红叶、摘苹果，在欢声
笑 语 中 增 强 了 向 心 力 与
凝聚力，提升了员工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活动当日，大家满怀
热 情 地 前 往 风 景 秀 丽 的
甘山国家森林公园，在暖
阳下徒步前行，尽情领略
迷人的风景。路上，大家
谈笑风生，在轻松愉快的
氛 围 中 增 进 了 友 谊 。 随
后，全体员工一同前往被
誉 为“ 亚 洲 第 一 高 山 果
园”所在地灵宝寺河山。
在 寺 河 山 苹 果 小 镇 广 场
上，该行组织了多项轻松
有趣的游戏，大家积极参
与，欢笑声不断。在海拔
1200 米的寺河山果园，满
树苹果色泽诱人，犹如璀
璨 的 红 宝 石 点 缀 在 绿 叶
间。置身其中，员工们体
验了采摘的乐趣，享受着
丰收的喜悦。

温馨活动，拉近彼此距离；甜蜜果香，发
酵浓浓友情。此次团建活动的开展，不仅让
员工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同时增强了归属感
和向心力。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要将
这份饱满的热情和团队精神延续到日常工作
中，为农业银行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讯 为切实提升社会公众的金融素养和
风险防范能力，近期，广发银行三门峡分行积极开
展反假货币宣传活动，全面推进反假货币工作再
上新台阶。

为扩大宣传覆盖面，该行组织工作人员在银行
网点周边人流量大的区域设立宣传点，通过发放宣
传折页、展示真假货币对比图样、讲解典型案例等
方式，向群众讲解人民币的基本特征；耐心解答群
众问题，帮助群众了解反假币的基本常识，认识假
币的危害，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和辨假能力。

与此同时，该行还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社区、村
镇和集市，为老年人、村民和商贩等易受假币侵害
群体重点讲解人民币的防伪标识和识别假币等技
巧，为群众筑牢“货币安全墙”。

广发银行三门峡分行开展的系列反假货币宣
传活动，不仅使员工对反假知识有了更进一步的
认知，更有效提升了公众的假币防范意识及反假
能力，维护了自身利益。下一阶段，该行将持续践
行“支付为民”理念，继续履行好社会职责，为维护
良好的货币流通环境、保障群众财产安全贡献金
融力量。 （常瑛）

本报讯（记者吴琼 通讯员常瑛）今年以来，广
发银行三门峡分行深入践行“支付为民”理念，多措
并举不断优化支付服务，为广大客户打造更加便
捷、安全的支付体验。

提升系统服务能力。该行积极提升支付系统
性能，缩短业务交易处理时长，确保客户无论是大
额转账还是日常结算，都能实现支付迅速完成。同
时，该行加大安全防护力度，运用多重加密技术和
风险监测系统筑牢支付防线，保障客户信息安全。

重视特殊群体需求。该行持续优化适老化支
付产品和服务，设置“爱心窗口”，开通“绿色通道”，
确保智能自助设备“一对一”专员服务，大大缩短老
年人业务办理等候时间。同时，厅堂配备老花镜、医
疗箱、拐杖、轮椅等便民服务设施，并定期维护和清
洁，营造温馨的服务环境。此外，该行还延伸厅堂服
务，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主动提供上门服务，让其享
受更周全贴心的金融服务。

扩大宣传覆盖面。为让广大客户更好地了解
和使用支付服务，该行积极开展宣传推广活动，广
泛宣传支付服务的新功能、新优势。线上，利用官
方网站、手机银行、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支付服
务的相关信息和操作指南；线下，组织员工深入社
区、企业、商户和交通运输领域积极开展宣传活动，
通过现场讲解、演示，让客户直观体验优化后的支
付便捷性，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构建更优质的金
融支付环境。

广发银行三门峡分行：

开展反假货币宣传
守好群众“钱袋子”

广发银行三门峡分行：

多措并举 持续优化支付服务

农行三门峡分行：

扎实推进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落地

中行三门峡分行：

举行消防演练 筑牢安全“防火墙”

农
行
三
门
峡
分
行
：

开
展
团
建
活
动

凝
聚
发
展
合
力

“三棵树”的守望与传承
新华社记者 陈忠华 晏国政 张兴军

2024 年 11月 16日，山西右玉的“荣怀杨”。 新华社发（辛泰 摄）

这是这是 20212021 年年 66 月月 2323 日拍摄的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日拍摄的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
凤鸣湖湿地公园凤鸣湖湿地公园（（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安李安 摄摄

王为民王为民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