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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彰武县委通过学校全面整合红
色资源，典型引领，教学相长，培育出
一大批新时代治沙精神传人，他们有
樟子松般坚韧的意志，团结一心、躬
身力行，奋战在“加速赶超、富民升
位”第一线，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彰武
速度”。

2018 年，彰武全县推进互换并
地，仅用 4 个月就把上千个村民组、
10 万农户零散、细碎的承包地“小块
并大块，多块变整块”。“田成方、地成
块、渠相连、路相通、旱能灌、涝能
排”，规模化经营有力推动了种植结
构调整，水利设施的充分利用大幅提

高了单位收益，实现了农民增收、农
业增效。顺民心、得民意，有党员带
头，有群众广泛支持，虽然涉及十万
农户，自然水到渠成。

2019年正月初四，县委主要领导
带队深入草原生态恢复示范区，和村
民掰着手指头算细账。没出正月，一
期工程 8200 公顷土地全部流转完
毕。今年 3月，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工
作会议宣布：彰武草原生态恢复“一
年基本绿”目标初步实现。

彰武县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近
年来，彰武县沙子价值被挖掘出来
后，硅砂深加工、装备制造及配套、
新型建材三大主导产业异军突起，工
业占比从 2016 年的 7%迅速跃升到
20%以上，一举扭转了工业积贫积弱
的局面。

作为我省首批施行县乡财税制
度改革的县之一，在各支党员招商小
分队辛勤努力下，八成以上新开工项
目由乡镇参与引进，欣欣向荣的“飞地

经济”让彰武经济开发区一地难求。
刘江义表示，我们有坚强有力的

党的领导，有 70 年防沙治沙用沙经
验，有樟子松般坚韧的意志，人人都
是彰武治沙精神的传承者和书写
者。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只有干出来
的精彩。彰武过去取得的成绩，靠的
是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未来需要广
大干部进一步弘扬治沙精神，在各个
领域继续奋斗、再攀新高峰。

去年 11月，学校被省委列入“全
省第一批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名录。

去年 12 月，学校精品课程走进
省委党校。

昨日，省直机关党性教育基地、
省农科院实训基地揭牌……

以学校作为阵地，彰武治沙精神
迅速走向全国，成为引导广大干部扛
起新时代奋进大旗，积极投身辽宁全
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强大精神力
量，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恰逢其
时，风帆正劲。

党员干部扛起新时代奋进大旗

这里曾是全省最大的沙窝子，几代彰武人战
天斗地七十载，建起林草叠加的绿色屏障，科尔沁
沙地南侵从此止步。

这里曾是清朝皇家牧场，经过两年时间，乾隆
皇帝吟诵过的草原胜景在消失百年后重现。

这里曾饱受风沙之害，近年来化危为机、变害为宝，把小
沙子做成大产业，工业占比从7%迅速升至20%以上。

去年9月，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正式开班。学校全面
整合红色资源，浓缩70年治沙史、沧海桑田的变迁史、点沙
成金的奋斗史，近5000名党员干部在此实地感受初心变恒
心、大漠变绿洲的奇迹。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治沙精神
——彰武县成立干部学校讲好历代治沙人的故事

本报记者 侯悦林

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位于
G2511 新鲁高速公路章古台收费站
对面，总占地面积6.7公顷，建筑面积
7000 平方米，集教学区、住宿区、餐
饮区、活动区等于一体，可同时容纳
150人学习培训。

学校所在的章古台镇，是我国科
学治沙开始的地方。

“一碗米，半碗沙；走一步，退半步，
五步不认爹和妈。”近代以来，科尔沁沙
地如脱缰野马，大肆南侵。位于沙地
南缘的彰武县，沙化面积占全省沙化
面积的1/4，是辽宁的风口和沙窝子。
每逢春季，漫天黄沙一个多小时就能
到达以沈阳为中心的中部城市群。

打造生态屏障、建设美好家园是
彰武人的使命。彰武人脊梁上有大
义，肩膀上有担当，毅然站在我省防
风治沙第一线，创造无数个第一：新
中国第一个固沙造林科研院所、填补
中国灌木治沙史空白、开创用樟子松
人工治沙的先例、全国最大的人工樟
子松林、全国最大的樟子松育苗基
地、“三北”防护林主力树种彰武松的
诞生地……

学校院内有座“大漠丰碑”巨型
雕塑。在黄沙与林海之间，挺立着一
群眼神坚毅、担水扛锹的治沙人。严
苛的自然环境与坚韧顽强的地域性
格塑造出一个个治沙英雄。这所学
校正是向英雄致敬、以治沙精神作为

立校之魂的所在。
开班以来，银行职员、大学生、机

关干部、农民党员纷纷来到这里。学
校成为弘扬治沙精神的平台、展示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的窗口、提振党员干部精
气神的课堂、锤炼党性修养的基地。

“我就不信，治风沙比打败日本
鬼子还难。”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
研究所首任所长刘斌与风沙斗了一
辈子，亲身见证沙漠变林海，死后长眠
在林海深处。林涛阵阵，鸟鸣虫叫，说
不完的守望担当，道不尽的大漠情怀。

上世纪90年代，阿尔乡镇北甸子
村三面被科尔沁沙地包围。风沙过后，
道路消失不见，家家户户被流沙堵住了
门。村党支部原书记董福财40年间带
领村民栽树近300万棵，在大漠腹地建
起长15公里、宽3公里的绿色长城，不
仅守住了家园，还将我省防风固沙的第
一道防线向北推进了13公里。

“有生之年我不下山！”从 2001
年成功种下第一棵树起，四合城乡刘
家村共产党员侯贵倾其所有，坚守清
贫生活，独居山林19年，凭一副瘦弱
的肩膀和满是老茧的双手，以一己之
力在白花花的沙坨子上栽树26万余
棵，为160公顷沙丘披上绿装。

一个人、一匹马、三间茅草屋，守
护林地567公顷，护林员李东魁与松
林为伴三十余载，忍受着常人难以想
象的孤寂和艰辛，如扎根荒漠、不畏
严寒酷暑的樟子松。

“绿了章古台，白了少年头”。从空
中俯瞰，一大片绿色镶嵌在科尔沁沙地
南缘。沙地自此“臣服”，停下了千百年
来南移的脚步。全县森林覆盖率从
2.9%提高到34.5%，粮食产量从不到 1
亿公斤提高到10亿公斤……一组组
数字成为彰武治沙成效的最好诠释。

治沙英雄书写大漠丰碑

与绝大多数学校不同，彰武治沙
精神干部学校不仅有厚重历史，更有
当下正在进行的精彩实践。

治沙英雄栉风沐雨七十载，建成
7 万公顷防护林带，锁住了流动沙
丘。但是，由于缺少草的覆盖，北部
乡镇生态环境“总体改善、局部恶
化”：半流动沙丘、风蚀点数以千计，
草场日益退化，水库和湿地面积逐年
缩小。

在大德镇福巨昌村，沙借风势
蹿上山顶。远远看去，青山如同秃
了头。腐殖质被风刮走后土地越发

贫瘠，早年栽下的树开始死亡。农
民在沙地上广种薄收，日子过得紧
巴巴的。

2018年8月，彰武县生态史翻开
崭新一页：深入实施彰武草原生态恢
复示范区建设，打造辽宁西北部林草
叠加的绿色屏障。

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战略
性工程，是事关生态环境、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的系统工程。然而，在大漠
种树尚且十种九不活，种草岂不难上
加难？不种庄稼改种草，农民的脑筋
能转过来吗？绿一片青山，富一方百
姓，生态账和经济账能否兼顾？

再一次重任在肩，彰武县把示
范区建设列为“一号工程”，开启生
态建设第二次创业。“三千突来牝，
五色耀卿云。骤如波铺地，看似锦
叠文。”在新时代治沙英雄的努力
下，乾隆皇帝吟诵的草原胜景得以
再现：仲夏时节，座座沙丘披上绿
装，头道河、二道河两岸风光旖旎秀
美，敖户起湖、西旧府湖波光粼粼，
星罗棋布的湿地点缀其间，山水林
田湖草沙在这里组成一幅“七色草
原”的绝美画卷。

养殖业、庭院经济、后备厢工程、
高铁经济、美丽经济……种草只是草
原建设的起点，后续产业依次展开，
示范区百姓告别祖祖辈辈沙里刨食
的日子，走上三产融合的康庄大道。

彰武县地处辽西，十年九旱，彰
武县在治沙初战告捷后，又擘画了

“留住水、改良田、保护生态”的柳河
综合治理工程方略，奏响植树、种草、
治河的生态建设三部曲。

奏响生态建设三部曲

与学校开班同步，文创产品登台
亮相。

学校有一间沙画教室，学员们一
边学习沙画技艺，一边亲手感知每粒
沙子的质感。墙上挂着制作精美的
沙金画，人物花鸟、自然风光一一入
画。窗台上摆放着流沙画，五颜六色
的沙子在气泡与水的作用下，变幻出
万千造型。

6月18日，彰武县级领导在直播
带货时，向网友送出两件价值千元的
沙金画。“太精致了，真看不出是沙子
做的！”网友纷纷表示被画的高颜值

“圈粉”。
彰武县委书记刘江义表示，彰武

县以硅砂产业为切入点，以“沙（砂）
产业”为主导，结合70年防沙、治沙、
用沙经验，举全县之力、融全民之计，
拉动县域经济快速增长。

学校组织学员来到彰武经济开
发区，现场探寻变害为宝、点沙成金
的不平凡历程。

在铸造专家眼里，彰武风积沙
品质优良，是沙中“细粮”，铸造、
航天、石油等行业都离不开它。早
在 1957 年，彰武人就开始利用硅
砂 ，但 始 终 没 有 形 成 规 模 。 2013
年，全行业产值不足全县经济总量
的 1%。

彰武工业基础薄弱，近年来敏锐
地挖掘沙子的巨大价值，与科研院所
密切合作，深入发掘硅砂宝藏。截至
目前，彰武铸砂产量占全国铸砂产量
的 10%，产品远销 20多个省市，是华
晨宝马、奇瑞汽车等知名企业的指定
用砂。2016 年获评“中国铸造用硅
砂产业基地”。

连续 3 年举办全国性硅砂产业
高峰论坛，彰武县逐渐站在全国硅砂
产业舞台中央。

砂工业、沙农业、沙旅游、沙健康
齐头并进。年初以来，彰武县签约项
目49个、签约额达86.2亿元，招商引
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工业占比从
2016年的7%迅速跃升到20%以上。

小小一粒沙，成为撬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导力量。

从一粒沙到三产融合

▼步入新时代，彰武人
打造治沙升级版，草原经济、
美丽经济、绿色经济次第铺
开，一条生态链条，串起万千
百姓的美好新生活

▼ 英 雄 辈 出 绝 非 偶
然，根源在于全面加强党
的建设，弘扬治沙精神，传
承红色基因

▼从谈之色变的沙
害，到富民强县的宝贵
资源；从一粒沙到三产
融合，彰武人实现了变
害为宝的“逆袭”

▼几代彰武人矢志
不渝、永不退缩、默默无
闻、甘于奉献，凝结成熠
熠闪光的彰武治沙精神

▼波澜壮阔的防沙、
治沙、用沙历程，是彰武
治沙精神干部学校最生
动的教材、最宝贵的财富

建校以来，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
校深入挖掘“彰武治沙精神”形成与
发展的历史背景，系统阐释其当代价
值及理论意义。精心整理彰武治沙
人的先进事迹，用他们的鲜活事例，
让党性教育动起来、活起来、强起来。

通过有效整合，学校精心打造了
三大特色现场教学板块，即以“阜新
地区第一个党小组”纪念馆、“三合一
网”纪念馆、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
研究所展馆、董福财精神党性教育基
地展馆为代表的红色记忆板块，以万
亩松林、表率林希望林边界林、德力
格尔草原、侯贵荒山造林点为代表的
绿色梦想板块，以彰武经济开发区展

馆、互换并地成果展示馆为代表的金
色变奏板块。

站在高高的守望塔上，听松涛阵
阵，观“大漠林海”奇观；徜徉在德力
格尔草原，欣赏水草丰茂、荇菜参差
的胜景；漫步开发区，探寻硅砂产业
快速崛起的奥秘；远眺边界林，找到
科尔沁沙地最后止步的地方……厚
重的历史、丰硕的成果、感人的事迹，
每一处现场教学基地都让人有所思、
有所得、有所为。

现场教学、专题教学、视频教学、
拓展教学、体验教学、访谈式教学、事
迹报告、激情教学八大教学模式，让
党员干部在学习中体验、在学习中思
考、在学习中提升。

天道酬勤，力耕不欺。
曾经有一名学员看着眼前林茂

草密的美景，不相信这里曾是白花
花的沙坨子，一口气用锹挖了一个
大坑。看到挖出来的沙子，他不禁
感叹：“彰武治沙太难了，彰武人了
不起。”

让党性教育活起来

在新时代治沙英雄的努力下，彰武生态美景再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提供

彰武草原成为人们游览的好地方。

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成为省、市多家单位和部门的党性教育基地。 姜 波 摄

彰武治沙精神干部学校院内的“大漠丰碑”雕塑，向几代治沙英雄致敬。

在彰武人民的努力下，一条绿色长城横亘在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边界，让科尔沁沙地停下了南侵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