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文进、张曦）5 月 24

日，“我要上省运”2025 年唐山市第十八

届国际象棋锦标赛暨河北省青少年国际

象棋锦标赛选拔赛在南湖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 330 名参

赛选手汇聚于此。

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在棋盘前凝神

静思、沉着应战，一招一式尽显专业风

范。赛事分为男女幼儿、8 岁、10 岁、12

岁、14 岁、18 岁组六个组别，采用七轮瑞

士制赛制。其中，幼儿组和 8 岁组每局

共用时 20 分钟，聚焦低龄选手的思维敏

捷性；其余组别采用长时限赛制，着重锤

炼选手的战略深度与全局把控能力。

我市国际象棋运动协会副主席齐芳介

绍，作为河北省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重

要选拔平台，本次赛事致力于构建人才发

掘的“黄金通道”，为省队输送兼具天赋与

潜力的新生力量，夯实河北省国际象棋人

才梯队根基。同时，赛事更是展现唐山国

际象棋发展成就的舞台，致力于推动唐山

国际象棋事业朝着专业化、普及化、高端化

方向大步迈进，构建“学、练、赛”一体化成

长体系。此次比赛也是为了备战河北省第

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国际象棋比赛。

近年来，我市青少年国际象棋事业

蓬勃发展，参与人数实现稳健增长，部分

学校更将国际象棋纳入校本课程，形成

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教学模式。

图为比赛现场。本报记者 杨文进 摄

330 名国际象棋选手
南 湖 比 拼 棋 艺

山 河 重 塑 的 信 仰 之 光
—“当代愚公”精神的传承与新生

彭景晖

本报讯（记者杨文进）近日，河北

省中医药学会体医融合专委会成立大

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我市召开。省中医

药学会、市体育局、市卫健委、市科协、

市中医医院相关人员与省内专家教授、

医疗专业技术人员 200 余人参加了本

次会议。

在学术研讨会中，国家级名老中

医、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刘玉洁教

授作《中医康复医学的优势与发展》的

学术报告；河北省中医药学会体医融合

专委会主任委员、唐山市中医医院浦江

主任作《体医融合运动康复的临床应

用》的学术报告。市体育局与省中医药

学会共同为市中医医院颁发了“河北省

中医药学会体医融合专委会主委单位”

牌匾，标志着我市在整合中医药资源与

运动医学优势、探索疾病防治的体医融

合新模式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中医历来强调“治未病”“形神共

养 ”的 理 念 ，主 张 通 过 运 动 、导 引 、针

灸、推拿等方式调和气血、平衡阴阳，

这与现代医学倡导的“运动处方”“主

动健康”理念高度契合。全市体医融

合 项 目 在 市 体 育 局 的 支 持 下 发 展 迅

速，市中医医院在国家体医融合的政

策指引下，率先把中医与体育相结合，

并实现“治未病”理念与体医的深度融

合。通过体医融合项目的发展，群众

对健康的需求已逐步转向“以健康为

中心”，而体医融合正是实现这一转变

的重要抓手。

省中医药学会体医融合专委会在唐成立

中医与体育相结合“治未病”

本报讯（王彤、石爽）近日，河北省

白求恩精神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唐山

市工人医院举行。

近年来，唐山市工人医院对照“全国

白求恩精神教育基地”标准，秉承以“患者

为中心”的理念，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与

援疆援藏援张北任务，开展进社区、下基

层健康扶贫、健康义诊活动，用行动阐释

着白求恩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对人民

极端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的伟大精神。

下一步，工人医院将以此次授牌为

契机，把白求恩精神教育基地作为医院

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全方位、深层次

地推动白求恩精神在医院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并在白求恩精神的引领下，不

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开创医院全面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健康唐山、健康河

北作出更大贡献。

河 北 省 白 求 恩 精 神
教育基地落户工人医院

本报讯（记者金鹏 通讯员刘红艳、侯

佳宁）“以前运菇心里总嘀咕，生怕道路颠簸

损耗大，现在道路平坦了，冷链车跑得又稳

又快！”5月 20日清晨，遵化市平安城镇西李

庄子村菇农李国强将最后一箱香菇搬上车，

望着平坦的柏油路面，脸上难掩笑意。

“去年雨季，我开三轮车送货，车轮陷

进半米深的泥坑，200 斤香菇全泡了汤，损

失了近千元。”菇农李德鹏说起旧路仍心有

余悸。此前，该镇西李庄子和蒋辛庄两村

主干道破损不堪，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拦

路虎”。作为“遵化香菇”核心产区，平安城

镇年产鲜菇 21 万吨，产值达 14.7 亿元，但

道路颠簸导致鲜菇运输损耗率一度高达

10%，严重影响农户收益和产业升级。

为破解困局，平安城镇将道路改造列为

“头号民生实事工程”，打出政策与资金组合

拳。在政策层面，依托河北省农村公路养护

建设政策，将西李庄子、蒋辛庄等六村纳入

省公路安全提升项目库；资金筹措上，通过

“上级补助+镇村自筹+社会捐赠”多元投入

机制，积极争取资金、疏通“堵点”。通过多

方跑办，该镇共计完成包括国各庄等三村新

建和蒋辛庄等六村修复提升的道路工程审

批，总长10千米，面积3.5万平方米。

经过紧张施工，今年年初，西李庄子、蒋

辛庄等六条主干道率先通车，并带来显著效

益：鲜菇运输时间缩短 40%，损耗率降至

5%，收购价每公斤上涨1元。该镇镇长杨晶

晶算了一笔账：“两村菇农户均年增收 2万

元，3家深加工企业落户后，香菇饼干、菌菇

酱等产品已进驻京津冀200多家商超。”

如今，国各庄村口至湿地公园的道路

已开工，持续不断的机器轰鸣，不仅是道

路修建的进行曲，更承载着村民对美好生

活的期待。

遵化平安城镇：畅通乡村振兴“致富路”

渤海潮涌，燕山巍峨。唐山，这座曾

被大地震撕裂又重生的城市，以倔强的姿

态书写着敢教山河换新颜的史诗。从沙

石峪凿石造田的冲天呐喊，到曹妃甸盐碱

滩的稻浪翻涌，从塌陷矿区的涅槃重生，

到万顷花海的壮美绽放，这片土地始终跃

动着不屈的基因。

20 世纪 50 年代，沙石峪人在青石板

上决定与命运抗争。他们用铁镐与扁担，

在“土如珍珠水如油”的绝境中，凿出“万

里千担一亩田”的生存奇迹。周恩来总理

曾亲临这片热土，赞誉其为“中国北方农

业的一面旗帜”。半个多世纪后，沙石峪

的葡萄藤蔓铺绿了昔日的石砾地，曹妃甸

的智能灌溉系统护佑着盐碱滩的稻穗，唐

山花海的芬芳弥合了矿区的伤痕——这

不是历史的简单回响，而是一场跨越时空

的精神接力。

今天，无人机的蜂鸣正掠过葡萄园，

游 客 的 笑 声 与 生 态 湿 地 的 花 香 交 织 成

歌。我们看见：“当代愚公”精神从未沉

睡，它正以科技为翼，以生态为笔，在新时

代的卷轴上泼墨挥毫。

青石板上种春风—
沙石峪的“愚公”基因

沙石峪，燕山山脉褶皱里的一粒星

火。1957 年村支书张贵顺立于荒坡，誓言

“向石板要粮田”之前，这里是“满山遍野

大石头”的贫瘠之地。“遍山青石板，十户

九家荒”，村民蜷缩在石缝间求生，一捧

土、一滴水皆是奢望。

也是在那个 1957 年的寒冬，沙石峪

北山上的风裹着碎石，抽打着 50 户村民

的茅草屋顶。张贵顺攥着《愚公移山》，手

指在“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字句上反复

摩挲。煤油灯下，他望着墙上泛黄的地图

上那个标着沙石峪的小黑点——它正被

层层叠叠的等高线困在群山之中。沙石

峪，要突围！

不愿向命运低头的沙石峪人，向荒

山石板宣战了！从此，震撼人心的“当代

愚 公 ”精 神 ，这 段 用 血 汗 铸 就 的 不 朽 传

奇，这曲在艰苦岁月中奏响的壮丽赞歌，

这面不褪色的精神旗帜，书写、唱响、飘

扬在沙石峪。

没有先进工具，没有充足资金，只有

村民们那一双双粗糙却有力的手。他们

用大锤砸、用尖镐凿、用双手挖，硬是在青

石板上揭去一层，造出良田。那么，这样

造一亩田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呢？据统

计，沙石峪人要担土 2300 多担，行程 1 万

多里，最终才能造出一亩田地。由此创造

出“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

人间奇迹。

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啊！那是愚公

移山神话的具象展现——在那坚硬的石

板上，每一寸土都浸透汗水，每一粒沙都

凝聚着希望。人们用手，用汗水，用勇气，

用毅力，一点点改变着这片土地的命运，

向大自然宣告：只要人有决心，就没有克

服不了的困难！

1962 年，《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记者

东生的长篇通讯《看愚公怎样移山》，沙石

峪的奋斗故事传遍全国。

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到沙石峪视察，

称赞沙石峪人为“当代的活愚公”。

从此，沙石峪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

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精神圣地。

沙石峪的“当代愚公”精神，包含着

发奋图强、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干群一心、团

结协作的高尚风格。艰苦岁月里，沙石

峪人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没有退缩，而

是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与

荒 山 石 板 、自 然 灾 害 抗 争 ，写 下 壮 美 诗

篇。这种气质是沙石峪“当代愚公”精神

的基础，没有这种气质，就不可能改变沙

石峪人民困苦的生活现状，也不可能改

变山村的落后面貌。

修建大口井、开凿愚公洞、石头山上

栽果树……沙石峪的点滴掘进，离不开

党员干部的带头实践，也离不开广大村

民的无私奉献。党员干部牢记宗旨、勇

于担当，村民们服从大局、全力支持，形

成了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良

好局面。正是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让

沙石峪人能够齐心协力，共同缔造了不

朽传奇。

新时代的愚公故事，自有新人续写。

岁月流转中，新一代的沙石峪人，继承了

前辈们的“当代愚公”精神，用新的方式续

写着这片土地的传奇。

从产粮食到种葡萄，沙石峪人探索着

产业转型。在党支部的带领下，沙石峪人

打破传统生产模式，推广效益更高的经济

作物。他们向不占耕地的狼洼山进军，一

锹一锨石碴、一锤一钎火花栽下了果树。

经过艰难探索，沙石峪成功架起葡萄秧，

如今拥有 1200 余亩“玫瑰香”的沙石峪成

了远近闻名的葡萄村。村党支部带领村

民组建起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了

“沙石峪”牌葡萄商标，让村民们的收入大

幅提升。

从贫困山村到旅游胜地，沙石峪人实

践着生态与经济共进。他们发掘“青石板

上的红色记忆，沙石峪里的绿色享受”的

旅游资源，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如今的沙

石峪，山清水秀，绿树成荫，一座座新居错

落有致，一条条宽阔的道路四通八达。这

里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村、国家森林乡

村、中国特色村，沙石峪陈列馆入选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从老铁具到新扁担，沙石峪人实现了

精神接力。在沙石峪陈列馆，那些缺豁打

卷的老铁具，是沙石峪人曾经奋斗的见

证。而陈列馆里那把崭新的扁担展品，则

象征着沙石峪人对未来的承诺。挑土的

扁担虽然多数已被使折、用坏，但它们所

承载的精神却从未断过。新一代的沙石

峪人，正用这“新扁担”挑起乡村振兴的重

担，让饱经历史风霜的村庄永葆青春。

在新时代，沙石峪的青年成为传承

“当代愚公”精神的主力军。他们不再像

前辈那样用扁担挑土，而是用知识和技术

为家乡赋能。大学生回乡创业，利用互联

网推广沙石峪的葡萄和旅游产品；年轻的

农业科技人员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提升

葡萄的品质和产量；还有不少年轻人投身

乡村文旅产业，设计出具有沙石峪特色的

旅游线路和文化活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游客前来。

也正是这些青年人，用实际行动赋予

了“当代愚公”精神新的内涵——沙石峪

人不再仅仅依靠体力和汗水，而是借助科

技的力量，让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村里引进了现代化的灌溉系统，解决

了过去靠天吃饭的困境；智能温室大棚让

葡萄种植不再受季节限制，提高了产量和

质量；电商平台的兴起，让沙石峪的葡萄

产品远销全国各地，甚至走向国际市场。

然而，科技并没有取代“当代愚公”精

神，反而让它更加坚实。沙石峪人深知，

无论科技如何发达，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他们依然保持着

勤劳朴实的本色，用双手和智慧创造着美

好的生活。

盐碱滩涂变粮仓—
曹妃甸的“绿色革命”

盐碱滩的叹息。渤海之滨，唐山曹妃

甸那片苍茫的盐碱地，千年万年躺在渤海

湾的怀抱中，却似乎没有得到大海护佑。

肆虐的盐碱，如同一位无情的画家，用那

冰冷的笔触，在大地上涂抹出一片片惨淡

的灰白，让生命的色彩无处安放。

“海水侵蚀地下水，盐分随着水分的

蒸腾不断上升，土壤变得坚硬而干燥。”几

年前，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滨海农业研究

所的试验田旁，科研人员抓起一块土深深

扼腕，“方砖一样！”植物在这里难以扎根，

庄稼在这里无法生长，只有盐碱草在风中

摇曳，似乎在为这片土地无奈叹息。

然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未放弃

过对希望的追求。他们在这片盐碱地上，

用拼搏和智慧，试图打破命运的枷锁，让

这片土地重新焕发生机。漫长的盐碱地

改造之路，正由他们开启。

科 研 团 队 是“ 愚 公 ”。 河 北 省 农 林

科 学 院 滨 海 农 业 研 究 所 的 专 家 们 扎 根

于曹妃甸。他们带着对土地的深情、对

科学的执着，开始了探索之旅。杜琪这

位 年 轻 的 科 研 人 员 ，站 在 盐 碱 地 上 ，望

着 那 满 地 白 斑 的 土 地 下 定 决 心 ：“ 一 定

能变成良田！”

他有信心，在他到来前，研究所的专

家们已经打下坚实基础。杜琪和他的团

队开始试验，从耐盐品种选育与土壤改良

入手，深翻土地，施用有机肥，秸秆还田

等，试图打破盐碱地的束缚。他们引入先

进的灌溉技术，用淡水冲洗土壤中的盐

分，努力让这片土地“成为一片绿洲”。

在唐山市滦南县柏各庄镇的轻度盐

碱示范田里，科研团队深入田间地头指

导农民种植。他们想让盐碱地的“冬闲

田”变成“增收田”。通过田间试验筛选

出乐土 808 等耐盐碱的冬小麦品种，以及

天 隆 优 619、滨 稻 9 号 等 早 熟 优 质 稻 品

种，制定了详细的滨海盐碱地稻麦周年

轮作高产栽培技术规程，通过品种选择，

增施有机肥、土壤调理剂，改良土壤等措

施 研 发 了 适 宜 当 地 的 稻 麦 周 年 种 植 模

式。经过几年的努力，这片曾经的盐碱

地实现了冬小麦+优质水稻亩产 1000 公

斤 以 上 ，较 单 一 种 植 模 式 亩 增 加 效 益

200—300 元。

“这是我们的胜利，也是这片土地的

胜利。”杜琪站在金黄的稻田边，一如初来

时一样，对这片土地充满信心。

农民是“愚公”。在这片盐碱地上，有

许多像王秀德这样的农民。他们祖祖辈

辈生活于此。王秀德去年种了 100 多亩

冬小麦，他尝试使用了一种新型生物酶制

剂。这种生物酶制剂是河北省农林科学

院研发的，以蚯蚓源生物酶为核心，融合

了硅镁土土壤调理剂及生物菌。

“真的管用！”王秀德在给小麦喷洒基

肥时，将生物酶制剂添加到化肥中。他看

着那些嫩绿的麦苗，乐得咧开了嘴。小麦

不仅长得更好，产量也大幅提高，每亩地

比其他农户多收了 90多公斤麦子。

“这可是咱的‘秘密武器’！”王秀德笑

着对邻居们说。他的成功，让村里其他农

户纷纷效仿。他们开始使用这种新型生

物酶制剂，盐碱地的产量逐渐提高。王秀

德还承包了 500 亩高粱地，继续使用生物

酶制剂。他坚信，有了科技的支持，这片

盐碱地一定能够变成“米粮川”。

“这片土地，是我们祖祖辈辈的根。”

王秀德站在高粱地边，望着那些挺拔的高

粱，眼中充满了坚定。他知道，只要不放

弃，这片土地就一定会有希望。

企业家是“愚公”。在曹妃甸，一群企

业家看到了盐碱地改造的潜力和机遇。

他们投资建设了高标准农田，引进了先进

的农业技术和设备，推动了盐碱地农业的

现代化发展。

一家生产玻璃珠的企业，技术团队在

研发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种可以用于土

壤改良的玻璃珠材料。这种材料具有良

好的透气性和保水性，能够有效改善盐碱

地的土壤结构。公司副总经理带领团队，

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和改进，研发出了高折

射率的玻璃珠，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填

补了国内空白。

“我们不仅要赚钱，更要为这片土地

做点什么。”这种玻璃珠如今不仅在国内

市场独占鳌头，还远销海外，成为许多道

路施工企业的首选材料。

盐碱地的新生。在人们的共同努力

下，曹妃甸曾经荒芜的土地上，如今稻麦

飘香，瓜果满枝。盐碱地的改造不仅提高

了农民的收入，也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

境。土壤质量得到了提升，盐碱化程度逐

年降低，许多曾经因盐碱化而消失的动植

物种类也重新回到了这片土地。

盐碱地的改造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

发展。随着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曹妃甸

的农产品加工、物流运输等相关产业也迅

速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片曾

经被遗忘的土地，投资和创业的机会也越

来越多。

盐碱地改造不仅是一项农业技术工

程，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努力。其成功离不开“当代愚公”精神

的支撑。科研人员们为了找到适合盐碱

地的种植模式，不惜牺牲个人休息时间，

日夜奋战在试验田里。他们不怕失败，不

断尝试新的方法和技术，最终取得了突破

性的成果。农民们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盐碱地改造的可行性。他们不怕

苦，不怕累，用自己的双手在这片土地上

种下了希望的种子。企业家们则以敏锐

的市场洞察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盐

碱地改造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他们

不只追求经济效益，更注重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的统一。

这种精神，是坚韧不拔的毅力，是勇

于创新的勇气，是无私奉献的情怀。在曹

妃甸，每一个参与盐碱地改造的人，都是

“当代愚公”精神的传承者。

矿坑之上绽繁花—
唐山花海的生态涅槃

在唐山的东郊，曾经有一处伤痕累累

的废墟。这里曾是百年老矿开滦马家沟

矿的煤炭开采区，35 家煤矿、92 眼井口、

72 家“散乱污”企业，还有 327 家无名场

院。它横亘在唐山市路北区与开平区之

间，是城市的“裂痕”，是大地的“疮疤”，是

人们不愿提及的荒芜之地。

然而，这片土地并没有被遗忘。它在

呐喊，它在呼唤，它在等待着一场变革。

2018 年，唐山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决策：

彻底整治这片区域，将它打造为城市的

“后花园”。

植绿于疮痍，种花于焦土，是一场前

所未有的艰巨战斗。荒芜的土地、破碎的

生态、复杂的环境固然充满困难，但长期

虬结盘踞的利益纠葛才是更大难题。仅

用 15 天的时间，高标准出清“散乱污”企

业 72 家，拆除违法建筑 327 家，拆除围墙

4.3 万 延 长 米 ，清 运 各 类 物 料 及 垃 圾 约

21.9 万立方米——从战斗效率便可一睹

改造者信念之坚定。

在“拆、清”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

上，开平区迅速以“治、用”全面推进唐山

花海的生态修复和转型发展。肩负起艰

巨而光荣任务的干部群众，高举生态文明

旗帜，秉持工匠精神，用 700 余个日夜，忍

受着严寒酷暑，与时间赛跑。

2019 年 4 月，堆山塑形完成，仿佛是

大地的脊梁重新挺立。

2019 年 7 月，花海北区人工湖注水完

成，超级绿道全线贯通，湖水在阳光下波

光粼粼，绿道如丝带般蜿蜒伸展。

2020 年 7 月，花海南区制高点——惠

远塔外部装修完成，它高耸入云，俯瞰着

这片土地的新生……

开平区的干部群众一如“愚公”，一点

一滴改变着这片土地的命运——种植的

439 万平方米的植被，将采煤塌陷地变成

了园林美景；建设的湿地生态系统，通过

自然净化的方式改善水质；创新的思维、

科学的方法、坚韧的毅力，诉说着“当代愚

公”精神，再一次在唐山复现了。

这“当代愚公”精神能量不凡，它能运

土堆山，将一片片废弃土地堆砌成起伏山

峦；它能挖湖修路，让清澈的湖水在花海

中流淌，让宽敞的道路连接起每一处风

景；它能植树造林，培育花卉，让绿色的希

望同五彩斑斓的花朵一起，在这片土地上

盛开。

生态与人文的交响，让诗与远方能在

城市里安放。唐山花海的建设，带来了生

态效益，也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如

今，这里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

处，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赏。河北省第

五届园林博览会在开平花海盛大启幕，更

让这片土地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

徜徉在唐山花海的绿道，两侧盛开的

花、空气中弥漫着的香，热烈又温柔地撞

击着人的视觉、嗅觉，抚润着人的心灵。

年轻人在这里晨跑骑行，孩子们在花丛中

嬉戏，老人在这里跳舞下棋，洗涤着城市

的喧嚣、生活的压力，享受着大自然馈赠

的宁静与美好。

唐山花海的建设提升了城市的形象

和品质，增强了人们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带动

了周边旅游业、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大

量就业机会。随着唐山花海的建设，很多

周边居民在花海里找到了工作，有的成为

园丁，精心照料着每一朵花；有的成为导

游，为游客们讲述花海的故事。他们说：

“花海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我们

为它感到骄傲。”

以景兴产聚人，为发展城市经济提供

了新的思路。唐山海洋馆、玖熙堂国际文

化艺术中心、星球体育全民健身中心、菏

泽牡丹种植基地等项目相继入驻；医疗康

养、休闲游乐、时尚运动、教育培训等产业

争相落地，产景融合、创新多元的高质量

发展示范区建设方兴未艾。于是人们发

现，唐山花海的建设，也是一次城市转型

更新的实践。

今天唐山花海的美丽，似乎可以用数

字量化——7.53 公里的超级绿道供人漫

步，20公顷的湖泊水系波光粼粼……

未 来 的 唐 山 花 海 ，会 是 什 么 样 子 ？

或许，它会是一个更加绚丽多彩的生态

乐 园 ，一 个 充 满 活 力 的 产 业 高 地 ，一 个

传 承 文 化 的 精 神 家 园 。 它 会 是 一 个 让

人心生向往的地方，一个让人流连忘返

的地方。

这片土地有了新的名字，新的生命，

新的希望。它在春风中绽放，在阳光下生

长，在岁月里沉淀。它在等待，等待着每

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追求梦想的

人，每一个渴望诗意的人。

“当代愚公”用双手和汗水浇灌的土

地，正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

只要心中有梦，只要脚下有力，荒芜之地

也能变成繁花似锦的乐园。它告诉人们，

“当代愚公”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

会消逝。

（作者为光明日报政治经济部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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