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张连印事迹感悟(优质9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
么心得感悟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是小
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大全，供大家借鉴参考，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张连印事迹感悟篇一

2011年6月，张连印被诊断出肺癌。手术后，他化疗5个
月。2012年农历正月十五，张连印急着赶回张家场村，为的
是和以往一样，跟乡亲们一起参加社火。“村里的荒山荒岭
还得接着种树，村民们还要靠在基地工作养家，当初对乡亲
们的承诺还没完全兑现，我不能倒下，我必须和他们在一起。
”

种树的第二年，张连印在山坡上刚种下的几万株新苗，几乎
被上山吃草的羊啃光了。有人让他找羊倌要赔偿，有人建议
他在山上设栅栏、洒农药。张连印说：“辛辛苦苦种了半天，
苗被羊啃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我是个农民的儿子，知道
乡亲们养几只羊不容易。”他不但没要赔偿，还给他们送去
胶鞋、雨衣，逢年过节都去看望他们。

“人家一个将军，宁可遭罪也要种树，还不是为了咱们村越
来越好?”渐渐地，村里人被张连印打动，自觉护绿的人越来
越多。羊倌们放羊时都格外小心，不让羊再啃了树苗。

村里的贫困户魏随社，没有固定收入。张连印主动邀请他一
起种树，每天同吃同劳动。几年下来，魏随社性格开朗了，
日子也慢慢过好了。

脱贫攻坚最吃紧的关键时期，张连印一边种树增绿，一边想



方设法带动乡亲们增收，优先吸纳贫困村民在基地务工，帮
助26人年人均增收6000元。他还免费为种植户提供幼苗、开
展技术培训，鼓励大家自建苗圃，拓宽致富渠道。

山是故乡翠，月是故乡明。这些年，每逢中秋，张连印都要
给村里的高龄老人和困难村民送去慰问金和月饼，一年都没
落下。村民们也把他当亲人，村两委班子开展党建活动邀请
他参加，搞发展规划征求他的意见。谁家有个磕磕碰碰，常
常请他出面调解。

如今的左云，车在林中走，人在画中游。望着漫山遍野绿油
油的林木，张连印笑着说：“我现在带的‘兵’比以前多。
我和他们一起站岗，一起守护家园。”

张连印事迹感悟篇二

“这些年，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对每一棵树都有很深
的感情”

采访中，张连印总是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作了“一点点贡
献”。但村民们都说，没有张连印，就没有这漫山遍野的绿
树。

十几年来，张连印一直干在前面，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同
劳动。

种树是个体力活，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耐心。张连印
回乡后也一直保持着在部队养成的作息。每天早上，他5点钟
从炕上爬起来，抱着树苗上山劳作。植树的时候，肚子里是
凉饭，浑身上下是泥水，头上大汗淋漓;一天下来耳朵里、鼻
孔里都是沙子。

“当初听说他种树需要人手，我就来了。跟着将军植树，一



干就是十几年。”最初和张连印一起种树的村民田四旺，见
证了张连印种树的执着与艰辛：“我们这儿，不是沙地就是
石头山。其他地方种树浇1次水，我们这里得浇3次。”

然而，由于经验不足，第一年栽下的树苗成片枯萎。“我带
兵是内行，干这活儿却是外行。”工作起来，张连印发现，
改善生态环境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容易，需要科学指导、整体
规划。

于是，张连印开启了他的“求学之路”。为了学习植树造林、
防风治沙的方法，他先后20多次到林业部门咨询专家，协调
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指导，还订阅了10多本林业杂志。功夫不
负有心人，第二年，树苗的成活率提高到85%以上。

但还没来得及高兴，又一件事让他犯了难……

2004年冬天，正在成长的近万株树苗短短几天就被牛羊啃得
残缺不齐。看着被啃食的小树苗，张连印心疼了好几天。他
认识到：“不唤起大伙儿的生态保护意识，种再多树也难见
效。”

张连印没有向放牧人索赔，而是把他们聚拢在一起谈
心：“我回来种些树就是想让生态环境变好，回报乡亲们。
大家一定要帮一把，别再让牛羊破坏这些小树。”

栽下去的是树苗，长出来的是大伙儿的环保意识。自那以后，
大家放牧格外小心，生怕牛羊再啃了树苗。村民说：“张将
军种树是为了咱们村、为了大家伙儿，我们不能再添乱!”

“这些年，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对每一棵树都有很深
的感情。”十几年来，他先后建起300多亩的育苗基地，绿化
荒山1.8万余亩，在长城脚下筑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张连印事迹感悟篇三

采访张连印，有一个困难，他的乡音很重。

“当兵40年，姐夫会说普通话，只是回村时间长了，口音
又‘回来’了。”张连印的妹夫王凤翔说。

不只是口音，从村民中分辨出这位将军，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人往上走好走，往下走难走。”不少村民纳闷，“平安
叔”(张连印小名“平安”)离开村子40年，当上了将军，为
啥退休回村，那么快就变回了农民样?顿顿吃土豆和莜面，年
年参加社火跟着一起扭秧歌，常常和村里的老汉蹲在墙根晒
太阳聊天，看到谁在挖土豆就下地去搭把手，怎么看都不像个
“当过官”的人。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将军当年爱沙盘推演、擅带兵备
战，如今“战场”换了，“仗”还是为了人民而打，心里装
的还是父老乡亲。

2011年6月，张连印被诊断出肺癌。手术后，他化疗5个
月。2012年农历正月十五，张连印急着赶回张家场村，为的
是和以往一样，跟乡亲们一起参加社火。“村里的荒山荒岭
还得接着种树，村民们还要靠在基地工作养家，当初对乡亲
们的承诺还没完全兑现，我不能倒下，我必须和他们在一起。
”

种树的第二年，张连印在山坡上刚种下的几万株新苗，几乎
被上山吃草的羊啃光了。有人让他找羊倌要赔偿，有人建议
他在山上设栅栏、洒农药。张连印说：“辛辛苦苦种了半天，
苗被羊啃了，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我是个农民的儿子，知道
乡亲们养几只羊不容易。”他不但没要赔偿，还给他们送去
胶鞋、雨衣，逢年过节都去看望他们。



“人家一个将军，宁可遭罪也要种树，还不是为了咱们村越
来越好?”渐渐地，村里人被张连印打动，自觉护绿的人越来
越多。羊倌们放羊时都格外小心，不让羊再啃了树苗。

村里的贫困户魏随社，没有固定收入。张连印主动邀请他一
起种树，每天同吃同劳动。几年下来，魏随社性格开朗了，
日子也慢慢过好了。

脱贫攻坚最吃紧的关键时期，张连印一边种树增绿，一边想
方设法带动乡亲们增收，优先吸纳贫困村民在基地务工，帮
助26人年人均增收6000元。他还免费为种植户提供幼苗、开
展技术培训，鼓励大家自建苗圃，拓宽致富渠道。

山是故乡翠，月是故乡明。这些年，每逢中秋，张连印都要
给村里的高龄老人和困难村民送去慰问金和月饼，一年都没
落下。村民们也把他当亲人，村两委班子开展党建活动邀请
他参加，搞发展规划征求他的意见。谁家有个磕磕碰碰，常
常请他出面调解。

如今的左云，车在林中走，人在画中游。望着漫山遍野绿油
油的林木，张连印笑着说：“我现在带的‘兵’比以前多。
我和他们一起站岗，一起守护家园。”

他的“兵”，就是树。18年了，这是将军和他的“士兵”无
悔的坚守、深沉的爱。

张连印事迹感悟篇四

一身沾着泥土的迷彩服，没有军衔，没有标识，只有胸前一
枚熠熠发光的党员徽章。一棵宝塔状的樟子松，五六米
高，18层苍翠的枝丫，层层分明;18节特有的“年轮”，节节
向上。山西大同左云县张家场村的北梁上，一位老兵望着他
种下的树，满眼欣慰。



18年，205万株，1.8万余亩。从一片荒坡到一片林海，这是
他的家乡，也是他的“战场”。

绿染山丘，是河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张连印，一位军龄40载、
党龄56年的退休将军，对故土、对乡亲、对家国最深的情意。

装在心里的一抔“连根土”“小苗带着连着根的土栽下去，
成活率才高，长得才好。就像咱们人一样，得有根，走到哪
里都不能忘本。”

今年暑期的一天，左云县东南小学学生来到清风林教育基地
苗圃参观。基地创办人张连印左手举着一棵樟子松幼苗，右
手托着根部的泥土，对这群“红领巾”说。

这是张连印回村植树造林收获的经验，也是他76年执着人生
的写照。

张连印事迹感悟篇五

“党组织把我从一名士兵培养成为干部，我要回家为乡亲们
做点实事”

张连印始终难以忘怀，当年乡亲们给他胸前戴上大红花、扶
他上马参军时的嘱咐：到了部队要争气，听党话、好好
干。40年军旅生涯，张连印清晰地认识到，在每一个岗位上
都要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听到张连印要回乡，当地许多企业高薪聘请他，张连印都不
为所动：“我是一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是乡亲们送我去
参军，党组织把我从一名士兵培养成为干部，我要回家为乡
亲们做点实事。”

要回来植树，身边还有不少人劝阻。老伴王秀兰滚着泪珠子



对他说：“我不反对你回报乡亲们，但这么大岁数，种树身
体吃不消，捐点钱，照样能成事。”

“我知道种树又苦又累，但没人吃这个苦，乡亲们的日子咋
会甜?”张连印想起遍地荒滩，看着眼前的黄沙漫卷，自己不
可能不管。

以前，张连印的儿子张晓斌一直不明白，父亲回乡成为地道
的农民，到底图个啥?

为此，张晓斌和爱人专门去了一趟张连印的林场，看到当年
的荒山土岭、飞沙走石，如今变得遍野青翠、鸟语花香，想
到父亲为种树作出的努力，眼泪直打转。

张连印在树林里给儿子张晓斌上了一课：“人这一辈子要经
受的考验很多，我们是共产党员，一定要把为人民服务、为
党奋斗终身的诺言践行好。”

2015年4月，张晓斌选择以自主择业的方式退出现役，打起背
包回到家乡，陪父亲一起种树，每天早出晚归，白天顶着烈
日风沙，运苗、栽种、浇水，晚上陪伴父母拉家常。望着满
目苍翠的树林，张晓斌越来越理解父亲的选择。

劳动节这天，祖孙三代在山上整整干了一天。把最后一棵树
栽下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指着远处的排排松林，张连印
说：“劳动创造奇迹。”孙子兴奋地说：“爷爷，将来我也
想像您一样，种很多很多树!”

张连印事迹感悟篇六

“和树苗待在一起，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就能感受到生命
的意义”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18年来，张连印和乡亲们共植树
造林1.8万余亩、205万余株，在荒废的河滩上建成了300多亩
的苗木繁育基地，育有樟子松、侧柏、新疆胡杨等20个品种，
使左云县林木覆盖率由2003年的38.6%上升到现在的45.03%。

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是张连印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战胜一
次又一次病魔的艰辛历程。

2004年春天，到了植树季节，张连印风风火火地带着人上了
山，栽种了1万棵树苗。谁知到了当年秋天，没几棵成活。张
连印又紧急补种了6000棵树苗，依然近乎“全军覆没”。面
对如此局面，执行过无数次急难险重任务的张连印哭得像个
孩子。但他没有放弃，当众撂下一句话：“当兵的什么时候
在困难面前打过‘退堂鼓’。”

为了搞清楚失败原因，张连印把枯死的树苗连根挖起，反复
研究，终于找到了症结，原来是沙化地不易保持水分。怎么
办?他跑大同、上北京、赴沈阳，虚心向苗木专家请教，购买
了几十本有关书籍、订阅了10多种林业期刊，如饥似渴地学
习种植知识。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地，他摸到了在沙化土
地上种树的门道，总结出了苗圃预栽、母土种植的“张氏育
苗法”。2005年4月，张连印又带着植树队伍干了起来，他如
同照顾自己孩子一样精心呵护每一株树苗，使树苗成活率
达85%以上。

要改变荒山面貌，不仅要种树、种活树，还要科学治理水土。
2009年，张连印在水利部门帮助下新建了一座储水能力5000
立方米的浆砌石池塘。随着植树面积的扩大，储水池已远远
不够用了。怎么办?打井!那段时间，张连印每天扎在山沟沟
里，和专业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打井点位。一眼、两眼、三
眼……张连印不仅打了8眼机井，还修建了3500米的u型防渗
渠，铺设了3000米的节水灌溉管道。看着水顺着水管流进树
林，张连印由衷地高兴，他又克服了一个大困难。



这些年，张连印的身板压弯了，皮肤晒黑了，但他却觉得快
乐而满足。2011年，植树造林的第8个年头，张连印在参加体
检时，查出疑似肺癌症状。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拿着片子，
独自一人来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被确诊为肺癌中期。“我
不能倒下”，这是张连印当时唯一的信念。同年7月，他接受
手术治疗和化疗。其间，张连印做了两件事，一是想方设法
把这些年因为种树借的钱都还了;第二个就是让子女把种树事
业坚持下去。

2012年，张连印的病情大有好转，就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
回到了张家场那个他魂牵梦绕的“战场”。“咱不知道还能
活多长时间，但只要我活着，就要种树。”

命运总是在考验着这个老人，2014年，张连印又被诊断出肺
癌骨转移，但他仍没有畏惧退缩，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即回
到张家场村，他说：“与其让我住到医院里，不如让我回到
村子里，和树苗待在一起，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就能感受
到生命的意义。”

“病魔总是不断折磨我们的身体，但也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作为军人，战争年代轻伤不下火线，和平年代更应该不怕困
难，挑战自我。”正因为有这样的心胸，奇迹在张连印身上
发生了——离确诊癌症已经过去11年了，他的肺癌已经钙化，
骨转移也没有进一步扩散。现在的张连印，精力旺盛，走路
比年轻人还快。在他的带动下，左云县各界人士纷纷投身生
态建设，共同创造了荒山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如今的左云县
被评为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张连印事迹感悟篇七

“图名图利，不是共产党员”

张连印要回乡种树的消息传开，张家场村炸开了锅。



“瞎弄!咱村的荒山，几十年就没种活过树，你不要逞这个能，
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堂弟张连茂找到张连印。

张连茂十几岁时，和张连印见过村里老支书带着村民在荒山
上种树。“那时候，从老杨树上砍下树枝，截成二尺半的枝
条，斜插在树坑里，填土踩实就行了。可那会儿大家肚子都
吃不饱，哪有心思去浇水伺候树?咱们这儿又常年刮‘黄毛
风’，树咋能活?”

很多村民都不理解。有人问张连茂：“你那个大哥真有意思，
当了那么多年官，年纪大该享清福了，咋想起种树这麻烦事?
不种树咱们几辈辈不也过来了?”

回乡之初，还有人劝张连印，左云产煤，投资办煤矿，挣钱
不费力，或者帮家乡招商引资，给企业当个顾问，发挥发挥
余热。

“回村植树苦是苦点，但比当年条件好多了。花自己的钱，
出自己的力，绿化荒山、回报家乡，我心里踏实。”张连印
说。

盖房、建苗圃、打井、修渠，他和妻子王秀兰带来的30万元
积蓄很快花光了。找亲戚、求朋友，他多方筹措，3个子女也
拿出积蓄凑钱给他。

“投入这么多，肯定是等树长大了赚钱。”面对有些乡亲私
下里的议论，张连印没有过多解释。他与乡村两级签订了造
林绿化合同，作出承诺：“不要林权，不要地权，退耕还林
的补助全部交给村民，生态建设成果无偿交还集体。”

张连印找到山西省林业设计勘察院现地勘查，制订了《张家
场生态园林村建设总体规划》，计划通过人工造林、道路绿
化等使全村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有了“作战计划”，张连印既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

“他哪像个将军?天天和我们干同样的活，一身迷彩服灰扑扑
的，耳朵、嘴里都是沙子，脸晒得黑吹得红。抱树苗上山，
我们抱两棵，他抱三棵。浇完地，他的胶鞋和衣服也是湿的。
”和许多村民一样，胡万金被张连印和他的妻子深深感
动，“嫂子和他一样，干完活满头大汗，嘴上风吹得裂口子，
比农村媳妇还能干。怪不得两个人能成一家子。”

树栽活了，山坡绿了，人心暖了。2005年，乡亲们自发捐款，
在张连印植树的山坡上建起一座凉亭，准备立一块刻有“将
军台”的石碑。张连印得知后坚决推辞：“这些年，乡亲们
都在种树，我回来就是加入这个行列，事干了是大家的成绩。
”在他的坚持下，石碑上的内容改为“张家场乡万亩小流域
综合治理工程纪念碑”。

然而，乡亲们至今仍把这座亭子称作“将军台”。

风沙少了，飞鸟多了，黄羊回来了。“老将军的足迹遍布左
云大地，各个乡镇都有他的植树点。全县林木覆盖率自2003
年以来增长了6.43%，他的个人贡献率就达1.5%。”左云县委
组织部副部长兼老干部局局长池恒广介绍，张连印带领乡亲
植树造林的事迹在华北大地广为流传。许多党政机关干部、
企事业单位人员和中小学师生慕名而来，邀请张连印作报告。
尽管种树忙，但他有求必应。

如今，很多人劝张连印，树也种了，山也绿了，名也有了，
也该歇歇、养养身体了。张连印却始终没有停下植树造林的
脚步。

“你这么干不图名、不图利，到底图个啥?”有人问他。

“人这一辈子很短，经受的考验很多，我只图改变家乡面貌，
为后人留下一片绿荫。图名图利，不是共产党员。”张连印



回答。

张连印事迹感悟篇八

寒风凛冽，残雪点点。山西省左云县张家场村的山山梁梁，
云杉、樟子松、新疆杨等树木傲然挺立，奋力抵御着来犯的
风沙。

穿行在山林间，63岁的张连印仿佛在检阅士兵，又像是在看
望儿女。他掸掸这棵树上的雪，摸摸那棵树的枝丫，轻轻地
说：“好好长吧，北京要举办奥运会啦，你们要在外围筑起
绿色长城哩!”

2003年5月，戎马半生的张连印退休了。

家人高兴地说：聚少离多的日子终于过去了，这下子，一家
人可以享享天伦之乐啦。

老家的领导则辗转捎来口信，希望他这个全县唯一的将军利
用自己的影响，帮着家乡搞搞招商引资，或者干脆给哪个企
业当当顾问。

可两个月后，张连印作出了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决定：回家
乡义务植树。

儿女们不理解，家乡人也纳闷儿。可张连印有他的道理。

左云县是京津风沙源综合治理重点县之一，一年一场风，从
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晚上堵风门。张连印清晰地记得，
小时候大风刮得他站都站不稳，沙尘打在脸上生疼生疼。虽
然这些年来，当地一直在努力植树造林，可由于无霜期短、
干旱少雨，林木成活率很低，除了稀拉拉的"老头儿树"，荒
山秃岭和尚头的现象仍没多大改变。



"再不能让乡亲们过喝风吃沙的日子啦!植树造林，治理风沙，
既能让子孙后代受益，又可为即将举行的北京奥运会添点绿
色屏障，受多少罪也值啊。"张连印意志如山。

说干就干!为筹备资金，他把全部积蓄拿出来，又动员家人"
赞助"。大女儿用新房作抵押，贷款20万元支持他;儿子"贡
献"10万元;小女儿也把3万元转业费和一些积蓄"捐"了出来。

2003年10月，张连印回到家乡，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白天，
他到荒山坡上察看地形、挨家挨户了解情况;晚上，他躺在炕
上学习种树知识、思考绿化办法。他四处奔波，取得县乡领
导的支持，请来有关专家帮助制订生态园林村建设规划，又
多方化缘寻求资金支持。为赶工期建苗圃，他不顾已经上冻，
在野外搭个窝棚就住了进去，组织施工。

张连印拍着胸脯说："谁的地谁所有，种谁的地树归谁，以后
上级下拨的退耕还林补助也归土地承包人所有!"

为给乡亲们吃定心丸，他主动与乡、村签订合同，明确提出，
自己"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林木无偿交还集
体。"

事无巨细，他都得操心，常常早上5时多就从炕上爬起来，和
乡亲们一道上山摸爬滚打，午饭、晚饭都在地里凑合。几天
下来，脸就被吹得黑黑的，由于风大又着急上火，嘴唇干裂，
不住地流血。

农时不等人。树苗拉到山梁上，必须当天栽完、当天浇水。
栽树那天，他们一直忙活到深夜一两点。回到家，楼都差点
上不去，进屋倒头就睡着了。

"五一"长假，女儿张晓梅去看他们。往山上走的时候，迎面
看见一群身着迷彩服的乡亲扛着锹、拎着桶，说说笑笑地走
来，她正想该不该打个招呼，忽然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定睛一看，原来就是爸、妈。他们的头发被风吹得蓬乱，脸
色又黑又红、嘴唇干裂。"爸!妈!"张晓梅哽咽着喊了一声，
眼泪便扑簌簌地掉下来。

按说天道酬勤，可谁知，首批栽下的1万多棵樟子松，到夏天
竟死得没剩下几棵。张连印仿佛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

乡亲们劝他：咱这儿就是难栽活树，你就别折腾了，安安稳
稳在家过几天好日子吧。

张连印走大同、上北京、跑沈阳，虚心向苗木专家请教，并
购买了几十本有关书籍。许多专家被张连印的精神所感动，
有的教给他"营养袋育苗法"，有的住到村里现场指导。渐渐
地，他摸到了种树的门道：从外地买回的树苗要带母土，买
回后先在苗圃缓上一阵儿以适应本地土质和气候，栽树苗时
还要带母土……这样，2005年4月，新栽下的树苗成活率达到
了96%。

虽然山西省、左云县、张家场都给了张连印一定的资金支持，
他还是感到钱紧。为了节省苗木成本，张连印承包了一块河
滩荒地，建成了300多亩的苗木繁育基地，自己繁育树苗，除
满足张家场绿化需要外，还可低价供应给周围的群众，以实
现"以树养树"。

4年多来，张连印先后筹资180多万元，打了8眼机井，修了一
条3500多米的水泥路，挖了一条3400多米的灌溉渠，植树20
多万株，绿化荒山荒坡3000多亩。

以往肆虐的"黄风怪"温顺了，绝迹多年的黄鹂、杜鹃、黄羊
又回来了

张连印原以为，自己能在有生之年为家乡绿化做点力所能及
的事就够了。



可后来发生的一件小事，却改变了他的想法。

2004年冬天，离村子较近的北山梁的数万株树苗，几天之内
就被村里的牛羊啃得残缺不全。摸着被啃食的小树苗，将军
一阵心酸，却又无计可施。

村里穷啊!乡亲们养点牛羊补贴家用，也不容易，能去责怪他
们吗?但不提高大伙儿的生态文明意识，动员每个人都自觉保
护生态环境，种再多的树也难见效。

于是，他没有像别人一样在林地里撒毒药、设栅栏，也没有
埋怨谁一句，而是走东家、串西家，宣传起种树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树，咱村迟早会让沙子给埋了，你没看见有些地方
的沙窝窝很深吗……看到牛倌、羊倌们鞋子破旧，张连印给
他们每人买了双胶鞋，逢年过节，还去看望看望。

"人家一名将军，宁可受罪也要种树，都是为了大家的生活环
境越来越好啊。"渐渐地，村里人都被张连印的诚心打动，自
觉护绿的人越来越多。牛倌、羊倌们放牧时，都格外小心，
生怕牛羊再啃了树苗。村里新栽的几百棵小松树，再也没有
孩子们破坏了。

一有空闲，张连印还走出张家场村，到左云县有关部门和单
位"游说"，宣传植树造林的好处。

人爱护自然，就会获得自然的慷慨馈赠。随着昔日的荒山秃
岭披上绿装，张家场村的乡亲们惊喜地发现：以往肆虐的"黄
风怪"，如今最多只能在村边打个转转，就乖乖地溜走了。村
里绝迹多年的黄鹂、杜鹃、黄羊又回来了。

为感谢张连印，乡亲们瞒着他，自发捐款捐物，打算在他绿
化的山坡上建一座凉亭，题刻"将军台"石碑以记之。

听说这件事后，张连印再三阻拦。可乡亲们执意建碑亭，没



办法，他找乡领导做工作，最终在石碑上题刻了"张家场乡万
亩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几个字。但背后，村民还是称之为"
将军台"。

后来，左云县在张家场村召开了植树造林现场会，并投资300
万元，在全县开展了植树造林、绿化家乡活动。

事事往前冲的张连印自然不甘落后，他思谋着，今后几年，
要争取再绿化荒山2000亩，建设高效农业示范区，让乡亲们
生活得更美好，让大地更富生机!

张连印事迹感悟篇九

山坡上，张连印干完活便席地而坐，讲起话来中气十足。很
难想象，他曾徘徊在生死线上。

2011年，得知自己身患肺癌，张连印只说了句“冷静面对，
科学治疗”。手术前，他默默地把这些年种树欠下亲朋的钱
一一还清，甚至去照相馆拍好了遗照。

只是，树还没有种完。手术后的张连印实在等不及，第二年
正月就拉着妻子回乡了。

一如往常，他们没有找人接送，老两口从石家庄坐火车睡一
晚，早上五点多到大同，又坐客车到张家场村。

“要是我不回来，这摊事就散了。”他压根儿没有想过自己
的身体，满脑子都是种树。

回到植树的基地，张连印立马装上树苗和铁锹，坐着他
的“专车”上山了——这辆不到5万元买来的面包车，6年间
跑了近20万公里，“拉工人、拉工具、拉树苗，出沟入岭，
都是他那车。”左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池恒广说。



左云县的绿荫不断扩大，他体内的癌细胞也在疯狂生
长。2014年，他的肺癌出现骨转移。这次，住院一个月后，
他又一次回乡种树了。

“癌症要科学治疗，种树也要坚持到底。”张连印坚定地说。

如今，植树成活率达到了95%以上，他带领乡亲们为家乡种
下200多万棵树。

如今，张连印依然走路飞快、精神抖擞。

华夏大地上，创造奇迹的又何止张连印!

60万米高空上的卫星，忠实记录下绿色合围中逐渐“消失”
的毛乌素沙地——

一个坑一个坑种树、一锹一锹铺设沙障固沙，人们前赴后继，
用一个甲子的岁月，在昔日的不毛之地播下乔、灌、草科学
配置的绿色屏障，让绝大部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使之成为
全球荒漠化防治的典范。

“千千万万个张连印，创造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
退’的生态奇迹。”审计署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司高级
审计师罗涛感慨地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实践，闪耀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精
神密码”。

“30年是我的‘目标’，种树要种到88岁!”张连印说：“每
天和树打交道，和老百姓在一起，心情好身体就好。”

在他的带动下，山西省左云县林木覆盖率由2003年的38.6%上
升到现在的45.03%，增长了6.43个百分点，张连印被群众称为
“绿化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