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王琳琳 电话: (010)67112251 传真: (010)67113772 星期五 2016/07/15

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People
E-mail:linyukongjian@sina.com人物04

本报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16号 邮编：100062 电话：67194786（总编室） 67127771（广告部） 发行部：67113791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第8048号 年价：390元 月价：32.50元 零售：每份1.50元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

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有一位普通
的渔家女。过去 20 多年，她带领全村 100 多
名姐妹，在家乡一片名为棋子湾的万亩沙丘
上，造林近两万亩，写就了一部“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造林传奇。

推翻德国专家不能治理定论

如今的棋子湾，已是迷人的旅游胜地。
天空蔚蓝，海水清澈，伴着月牙状的金色沙
滩。不远处，一片绿色的海防林蜿蜒连绵，给
人一种“碧海苍穹阔，清风翠绿浓”的感觉。

谁能想到，若干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幅
景象，到处是白茫茫的流动沙丘，干旱无雨，
风沙漫天，环境恶劣，时有强风打翻渔船、沙
尘淹没农田。因为沙尘，居住在附近的村里
人不少患上眼疾。这里也因而成为海南省风
沙化治理的重点地区。

但是，由于资金不足、技术缺乏等原因，
在棋子湾造林，成活率很低，出现了“年年造
林不见林”的情况。

村里的渔民都说，在这风沙打脸都发红
的地方，树怎能种得活？1995 年，德国专家对
棋子湾流动沙丘进行考察，下了“无法治理”
的结论。

陶凤交是偶然进入种树这个领域的。上
世纪 80 年代末，有一年，台风袭击昌化渔港，
海上一艘渔船翻倒，30 多人葬身大海，其中就
有陶凤交的丈夫。面对英年早逝的丈夫以及
还未成年的孩子，年轻的陶凤交悲痛欲绝，还
有 20 多位妇女和她一样成了寡妇，30 多个孩
子和她儿子一样没有了父亲，这让陶凤交认
识到没有防风林保护，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无法得到保障。

“要是有海防林就好了，种树吧，我要种
树。”陶凤交有了这个念头，并且一发不可收。

一开始，她和村民们一起种树，由于收入
太少，很多人退了出去，陶凤交也没了信心。
在表哥的劝导下，1992 年，陶凤交再次动员 50
多名姐妹同她一起种木麻黄树。那时，她并
不知道昌江棋子湾流动沙丘曾被德国专家下
了无法治理的定论。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一些成活的木
麻黄旁长有很多野菠萝。抱着试一试的想
法，陶凤交采取先种野菠萝固定流沙，再种木
麻黄树的办法，使成活率一下子提高许多。
就这样，陶凤交在县林业局科技人员的指导
下，成功种植了几百万株木麻黄。

经过不懈努力，多年的流沙被治住了，海
防林绿遍了整个棋子湾，推翻了德国专家“棋
子湾不能治理”的定论。

坚持每天种树600多株

为了建设海防林，每年，陶凤交只有大年
初一到初三才在家里，其他时间都住在海边
的简易房，住的是沙丘棚子，喝的是挖坑挖来
的水。

当时，棋子湾不通公路，树苗无法从 5 公
里外的水源地育苗后运到沙丘，只能靠人肩
扛，距离近的时候几百米，远的则达一两公
里。由于苗木全是袋装大苗，一担几十株的
木麻黄幼苗往往上百斤重，一两趟下来，肩膀
很快就被磨破了。而这样的活，她们每人每
天要挑 9～10 担，最多的时候一天行走 50 多
公里。

“我们每天 4 点起床，5 点多开始劳动，一
直到晚上 8 点多才回家。”与陶凤交一起种树
的钟松月说。

在海边的沙滩上种树，穿鞋走路不方便，
陶凤交便和一起种树的姐妹们打赤脚。这么
多年脚行、肩挑、手种下来，陶凤交和她的姐
妹们手掌、脚板、肩膀都长了厚厚的老茧，脸
膛晒得黝黑。由于老茧开裂结痂后容易进沙
子，导致脚掌发炎，所以她们在结痂之前，要
把厚皮削掉。

凭着顽强的毅力，陶凤交她们来回穿梭
在茫茫的沙丘上。绵延的海岸线上，留下了
她们奔波劳顿的身影和坚实的脚印。据昌江
林业部门统计，20 多年来，陶凤交和她带领的
娘子军，平均每天种树 600 多株，合计造林 1.8
万多亩，从未向政府提过任何要求。

现已退休的昌江县林业局营林股原股长
王禄齐表示：“我们测量过，沙地上的最高温
度可达 60℃，走在上面脚烫得不行，但是种树
女人们的脚板都磨炼出来了。陶凤交带出了
一支认真、执着、能吃苦的造林娘子军。”

在更多村民眼里，陶凤交是一个勇敢的
妇女拓荒者形象，“戴着海南独特的尖顶遮阳
斗笠，肩挑着上百斤重的苗木，双手稳稳抓着
扁担绳索，颤巍巍地行走在炽热的沙丘上”。
画面有些悲壮，却又如此的美丽和动人。

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

建设海防林，执着的精神必不可少。王

禄齐说，他开始也不理解陶凤交为什么这么
坚定地种树，后来才渐渐明白，喜欢较真的陶
凤交，做事执着。她把种树不仅当成工作，更
当成一种事业，这是她与林业的缘分。

二儿子郑伟杰从 14 岁起就跟着妈妈种
树。他说：“妈妈太不容易了，了不起。”在妈
妈的精神感染下，现在他和哥哥也在林业局
工程队里种树。

大儿子郑伟平则说，从妈妈身上他们学
会了正直做人、认真做事的好品质。“妈妈老
是觉得对不住我们，说让我们跟她受苦。但
我们不这么想，我们现在很好，而且干着很有
意义的事。”郑伟平说。

跟随陶凤交种树多年的文英娥说：“如果
单纯为了生活和多赚钱，她没有必要选择来
种树。”

种 树 之 前 ，陶 凤 交 做 渔 货 生 意 ，收 入
多 ，也 不 用 出 很 大 的 力 。 可 陶 凤 交 和 姐 妹
们 最 初 为 林 业 局 种 树 时 ，报 酬 是 每 成 活 一
株 得 8 分 钱 ，一 天 辛 苦 下 来 只 得 七 八 元 ，每
个月收入只有几百元。由于既辛苦又收入
低，很多新来的妇女只挑了一担树苗，就放
下 扁 担“ 逃 ”回 家 了 ，说 再 也 不 回 来 吃 这 个
苦了。

但陶凤交，一个普通的渔家女，带领少数
人坚持下来了。在长期的苦苦摸索下，她不
仅成功地提高了木麻黄树的成活率，还攻克
了连德国专家都公认的难题。

“看着这些木麻黄树，我的心里很满足，
也很自豪，它们是我和姐妹们用 23 年的汗水
浇灌出来的。”站在棋子湾，陶凤交放眼望去，
绵延的海岸线上环绕着一条绿色缎带，树木
长得郁郁葱葱。

“我爱这些树，就像爱自己的孩子。”陶凤
交说这话时，远处的海风吹来，从海防林深处
传过来“飕飕”的声音，稀疏而悠长，就像千军
万马出征前的一阵躁动。陶凤交的头发正好
被风吹起，她那一甩头的动作，俨然就是一位
统领这千军万马的女将。

河南省新乡市环保局监测
站检测二室主任李海波，因突
发脑溢血，离开了他热爱的环
境监测工作，年仅 40岁。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李海
波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以
高超的技术水平和执着的工作
态度，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
完美的答卷，用生命谱写了一
曲当代环保人的精神颂歌。

在基层中扎根，在担当中
奉献

—— 有 一 种 绝 唱 叫“ 让
我来”

“叫海波来。”
……
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新乡

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站长郑燕平
还是习惯性地下达这一指令，
在一片沉默之后才恍然，又忍
不住泪满眼眶。

因为那个在工作面前从不
言苦，急难险重冲锋在前的海
波已经永远地离开了。

1995 年，李海波来到市环
保局监测站工作。那一年，他
19岁。

21 年，7000 多个日夜。同
事们已经记不清李海波多少次
闻警而动，冒危险、采样品、查
隐患，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在泥
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寻找着排
污口，完成采样任务。

同事们也记不清有多少次
为监测锅炉烟尘，李海波爬上
几十米高的烟囱，一待就是三
四个小时。

还 有 那 河 流 断 面 水 质 取
样、企业排污取样、项目竣工验
收取样……

但是，同事们记得，李海波
的几个口头禅：

——“好”
——“可以”
——“让我来”
简短、朴实、有力、有情，饱

浸 着 一 个 环 保 人 对 工 作 的 热
爱，浓缩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无
私奉献精神。

目前，环境问题饱受社会

各 界 关 注 。 新 乡 市 的 环 保 之
弦，像拧了不能再拧的发条，绷
得紧紧的。仅要监测的数据，
一年就达到 10 多万个，而且呈
递增之势。

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李
海波和同事们一起，整天奔波
在外，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从来不叫一声累，从来不说
一句怨。

2015 年 11 月的一天，李海
波参加市环保局组织的突击夜
查涉水企业，直到凌晨时分才
结束回家。但凌晨 2 点多，他
再次接到市环保局领导电话，
要求对夜间 107 国道、市区环
路大货车运输带来的道路扬尘
进行监测，为下一步治理环路
扬尘提供真实数据参考。

李海波没有任何推诿，立
即从刚刚躺下的床上起来，穿
上衣服出发，一干就是一个整
夜。事后，大家才知道，当晚他
的妻子林小燕在外地出差，凌
晨他刚刚把女儿从奶奶家接回
睡下，又把熟睡的女儿叫醒送
回了奶奶家。

“其实海波哪怕稍微有一
点犹豫，或者说明情况，就不会
安排他了。可是面对工作他从
来都毫不犹豫，从来都不会以
任何理由拒绝，想起来真让人
心疼。”忆起海波，市环保局副
局长陆业传感慨万千。

忠诚为事业而战 生命为
信仰燃烧

——有一种坚定叫“咱是
党员，就得有党员的样子”

李海波敦厚踏实，不善言
辞，除了辛勤工作，没有任何豪
言壮语。

2013 年 6 月 15 日 17 时，新
乡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某公司一
生产车间突发火灾。现场情况
怎么样？有毒有害气体是否危
及周边安全？扩散半径多大？
一切都是未知。

但 险 情 就 是 命 令 ，正 在
值 班 的 李 海 波 立 即 和 同 事 一
起赶赴现场，穿上防护服，抢
先 进 入 火 灾 现 场 取 样 监 测 。
当 时 正 值 盛 夏 ，现 场 明 火 还
没 有 扑 灭 ，当 李 海 波 半 个 小
时 后 回 到 安 全 地 带 时 ，由 于
严 重 脱 水 ，几 乎 晕 厥 。 尽 管
如此，当天晚上，李海波还是
连续 3 次进入现场采样，别的
同 事 要 替 换 他 ，他 说 自 己 进
去过一次，了解里面的情况，
坚持继续监测。

同在现场的监测站书记贾
双庆说，李海波总是这样，有事
从来都是往前冲。

李海波父亲李山岭对此也
深有感触。2015 年 11 月底，老
人叫海波回家吃饺子。“他爱吃
饺子，因为工作忙，已经叫了好
多次，都没时间来吃。”那天海
波回来后，却见他额头左侧有
擦伤，左脚也扭伤了。在老人
一再追问下，海波才说是前一
天 深 夜 去 排 污 企 业 突 击 取 水
样，不小心扭伤了。母亲心疼
他，让他不要那么拼命，他说，
自己是党员，就应该有党员的
样子。

自从海波和妹妹先后结婚
后，全家人节假日聚在一起聊
天吃饭，是最温馨的时刻。可
是 这 样 的 时 刻 ，总 是 缺 少 海
波。如今，灾难突然降临，全家
人一起吃团圆饭这个愿望再也
无法实现了。

用知识提升自我，用真情
服务群众

——有一种收获叫“我们
相信你”

2016 年 6 月 1 日 ，新 乡 化
纤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研究所副
所长卜晨阳来到监测站，本想

接海波去为新项目做监测，却
听到了海波突然去世的消息。
他心头一震，当场泪奔：“合作
这么多年，海波踏实苦干的作
风和精湛的业务素养，给大家
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作为上市公司，新乡化纤
规模大、项目多，监测数据繁
琐。为了尽快完成监测工作，
不耽误企业正常运营，李海波
带队监测时，总是尽量往前赶
时间，两天的工作量常常加班
到一天完成。

在海波的工作中，这样的
例子比比皆是。企业工作人员
无不被他的工作激情所感染，
无不为他的英年早逝而痛惜。

刚刚参加工作时，为提高
业务水平，李海波自费报考了
河南师范大学环境工程专业，
短短几年时间就掌握了工作岗
位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从“门外
汉”变成了行家里手。

高超的业务技能，让他在
服务企业、服务群众工作中更
加如鱼得水、游刃有余。2012
年 一 天 ，有 群 众 举 报 新 乡 市
一 垃 圾 处 理 场 气 味 扰 民 ，监
测 站 派 李 海 波 进 行 气 体 监
测 。 他 携 带 仪 器 到 达 现 场
后 ，周 边 群 众 一 下 子 围 了 上
来，情绪非常激动，扬言如果
问 题 得 不 到 解 决 ，就 扣 留 监
测 人 员 并 冲 击 垃 圾 场 。 李 海
波 一 遍 遍 耐 心 地 向 群 众 解 疑
答 惑 ，并 根 据 气 体 污 染 的 特
性 制 定 了 科 学 的 监 测 方 案 。
经 过 3 个 昼 夜 和 5 个 污 染 时
段的连续跟踪监测，取得了大
量第一手数据。

看到李海波如此严谨和辛
苦，群众的心态平静了下来，感
动地说，“我们相信环保局，相
信你”。他用朴实的为民态度、
扎实的专业知识、熟练的业务
技能、精准的监测数据，打消了
群众的顾虑，为信访问题的处
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又一次消
除了因环保问题可能引发的群
体性事件。

生命绽为绝唱，悲痛化作
力量

——有一种传承叫“学习
他，才能让他永生”

2016 年 5 月 30 日上午，李
海波感觉有点不舒服，但他坚
持像往常一样工作。按照当天
工作计划，他应该去获嘉县参
加一个项目监测。但因为临时
有变，同事就劝他回家休息。
没想到，他这一躺就再也没有
醒来。

当天下午，站长郑燕平无
数次给他打电话，却怎么也打
不通。当时劝他回家休息的同
事也追悔莫及：“如果当时不让
他回家，情况也许可以逆转。”

苏青和李海波不仅是工作
搭档，也是好哥们。一起吃饭
时，他不止一次听海波说“压力
大”、“很累”。但因为近一年多
来大家都是这样，所以海波的
话 并 没 有 引 起 苏 青 的 特 别 关
注。如今想到这些，苏青特别
伤感。

面对李海波的突然离世，
他的同事们虽然很伤心，但并
没有放松，工作反而更加积极
主动。同事张金星说，我们就
是想让海波的在天之灵多一点
慰藉。

6 月 20 日，新乡市环保局
号召全市环保战线向李海波同
志学习——学习他，才是对他
最 好 的 纪 念 ，才 能 让 他 真 正
永生。

潮尽海波平，赏尽绿烟凉
月。李海波，你以年轻而短暂
的生命，写就了一个普通共产
党员的忠诚与奉献，8000 多平
方公里的牧野大地上，你是那
片蔚蓝，你是那泓碧水。

敢把荒丘变绿洲
渔家女陶凤交带领娘子军谱写造林传奇

◆本报记者孙秀英 通讯员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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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刘俊超
通讯员杨济公

我与朱延忠同志初识于 2008 年初秋的一
个夜晚，个子不高的他很健壮，宽额挺眉，打
扮休闲，背着普通的深色帆布挎包。他很健
谈，在送我去宾馆的路上一直跟我聊着各种
话题，大大地缓解了我的拘束感。当时感觉
他应该是一个很好相处、热心助人的人，而随
后短短几天的相处也初步验证了我的猜测。

2010 年我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攻读博
士学位，才得以与他一起长期共事，渐渐开始
深入地了解他，称呼也换成了如今一直挂在
嘴边的“小朱哥”。

相识 8 年，共事 6 年，我所了解的小朱哥
是一个始终以高于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的人，他既有鲜明的党性和觉悟，又有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和追求。在工作
上，他从不停止对专业高峰的攀登，孜孜不倦
地学习最新的环境知识；在生活上，他处处关
心爱护同事，群众威信很高。

他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专业是海洋浮
游生物生态学。业务能力突出的他仍然不放
弃对专业的追求，又考取了北师大的环境科
学专业博士生。为了拿下博士学位，小朱哥
废寝忘食，在保证自己承担的项目进度的情
况下，奔波于北京各大图书馆查阅文献，收集
数据，并积极向国内外专家请教学习，与课题
组成员探讨一些疑难问题，短短时间内在国
内外发表了数篇学术论文，受到了导师和同
门的一致好评。这就是我们的小朱哥，坚守
着崇高的科研信仰，对待科研工作像极了一
颗钉子，有着用不完的干劲和钻劲，勇于攀登

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
我们。

因 科 研 工 作 的 需 要 ，我 们 经 常 出 海 调
查。海上作业是非常辛苦的，不仅要克服晕
船的烦恼，还要忍受脏乱差的工作环境，此时
小朱哥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后勤保障这种
琐碎的活永远是小朱哥的，只要他在，我们只
管上船干活就可以了。

小朱哥还总是抢着干最脏、最累、最容易
晕船的冲泥工作，而船上的任何一项作业出
了问题，大家都是叫一声“小朱哥，快来”。小
朱哥总是第一时间赶过去，迅速解决问题。
一天的船上作业结束，所有人都可以躺在甲
板上或休息或聊天，小朱哥则要联系样品运
输车、与船长确定明天的出海时间和作业样
点、跟家人报平安。下了船，所有人都可以回
房间洗澡休息，小朱哥却忙着去采购第二天
上船的口粮、确定好晚饭地点和开饭时间、整
理一天的采样纪录甚至干点项目的任务性工
作，经常忙碌到深夜。时常与小朱哥一起出
海的同事说，小朱哥有次出海 5 天没洗上澡，
他真的是太忙太累了。但是我却从来没听小
朱哥抱怨过一句，总说这是他应该做的。

今年 4 月去渤海湾采样，小朱哥因为忙于
其他课题，没办法与我们同行，他非常真诚地
向我们说抱歉，还在百忙之中抽时间为我们
提 供 充 足 的 财 务 、后 勤 和 船 上 作 业 技 术 保
障。这就是我们的小朱哥，信守着“一滴水只
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
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
能最有力量”的雷锋精神。亦如雷锋一样，时
刻温暖着同志们的心。

有人说，对亲近的人不发火是最能体现
一个人教养的。常跟嫂子聊天的我们常常感
受到，在家里的小朱哥实在是温和至极。不
管多大的家庭危机，小朱哥云淡风轻的几句
玩笑话总能立刻化解。

两年前，小朱哥的女儿出生，他把父母从
山东老家接来同住。婆媳关系是中国家庭的
千古难题，可是小朱哥家从来没有这样的问
题，一直都充满着欢声笑语，宝贝女儿在这样
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自然乖巧可爱。

小朱哥不仅对家庭全心全意付出，对同
事们也是百般体贴。不管谁有了困难，他总
是毫不保留地帮忙。我和课题组另外一个女
生生孩子留下了一堆的项目尾巴，都是小朱
哥一一收尾。有时候，小到去科技处拿个合
同或者去门口拿个快递的事，我们也是“厚着
脸皮”找小朱哥帮忙。而小朱哥只要有空，就
帮我们解决这些琐事。小朱哥还是我们情感
宣泄的“垃圾桶”，生活或者工作中有什么想
不开的事，我们就会找小朱哥倾诉，而这些疙
瘩往往在小朱哥的玩笑话中一一解开，哈哈
大笑后该干啥干啥。这就是我们的小朱哥，
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同志的愉
快看成自己的幸福，是大家心中无可替代的
开心果。

小朱哥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有着坚定
理想信念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具有强烈的
事业心和责任感的科研标兵，一个尊老爱幼
和乐于助人的邻家大哥，永远是我们眼中的
最可爱的人。

（本文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理想信念
与科学精神”主题征文活动一等奖作品）

小朱哥
◆蔡文倩

生态文明人物榜

李海波生前在采集河流断面水样。

陶凤交深情地望着手中的幼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