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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崮”事还在传说……
——— 写在大型融媒系列报道“沂蒙红色‘崮’事”“‘崮’事新编·这十年”收官之际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时间的脚步从秋走到了冬。今
天，随着《青山逶迤昭日月 大众报
人谱壮歌》融媒体报道精彩刷屏，宣
告历时两个多月的大型融媒系列报道
“沂蒙红色‘崮’事”“‘崮’事新
编·这十年”圆满收官。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之作。在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如何探访
来时路，讴歌光辉岁月，为推动乡
村振兴汇聚强大正能量？农村大众
报将目光投向了沂蒙老区。
  崮，为沂蒙山区所独有。层峦
叠嶂间，忽见一山，顶部平展开
阔，但四周陡壁峭立，山体坡度由
陡到缓，酷似山上有山。这种地形
被认为是继喀斯特地貌、丹霞地

貌、张家界地貌、嶂石岩地貌之后
的中国第五种造型地貌。
  独特的地貌孕育了独特的精
神。“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
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就在
这里诞生。这里既是鲜血浸润的红
色沃土，又是改革开放的近海潮
头。于是，农村大众报推出的“沂
蒙红色‘崮’事”“‘崮’事新
编·这十年”大型融媒系列报道，
重点落在了“融”字上。
  报道以“文章＋图片＋视频”
的形式，再现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片
红色热土上谱写的英雄壮歌，展示
广大党员干部对革命传统和红色基
因的传承与发扬。报道通过报网端

微百花齐放，文图音视交相辉映，
79 篇融媒体作品跃然“指尖”，形
成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新时代
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记录时代风云、与时代共进
步，农村大众报的这组报道充分展现
了沂蒙山崮所见证的战斗中，革命
先辈们披肝沥胆，用一腔热血和宝
贵的生命，谱写出感天动地的英雄
篇章，也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沂蒙人民踔厉奋发、砥砺前行的精
神风貌，展示了他们在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过程中的做法、经验和成果。

  记者们爬大山、进农家、入山
林，从老区的过去和现在中寻找更
鲜活、更多元的新闻素材，努力写
出能记录时代的新闻作品。从报道
中人们可以看到，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时期，沂蒙人民男女老少齐上
阵，要人出人，要粮出粮，他们用
小推车，一程又一程，不断将革命
推向胜利。也可以看到，十八大以
来，曾经舟车不通的村庄，如今道
路宽敞干净，服务设施一应俱全；
曾经土里刨食的村民，如今进厂入
企，成了产业工人；曾经贫瘠的丘
陵山地，如今成了米粮仓。
  这次采访也保留下了难得的历
史资料。时间远去，亲历和能够说

清楚那些烽火岁月的老人越来越
少。沂水县夏蔚镇云头峪村党支部
书记王付永说：“我们这代人走
了，能记得这段历史的人就更少
了。”这组报道通过挖掘史料、文
物展示、见证者讲述，揭开不为人
知的背后，使一位位革命先烈的英
勇形象、一段段鲜活的故事跃然
眼前。
  所有的故事，都以崮来串联，
以穿越时空的独特视角，营造出了
一个激荡人心的世界，反映了沂蒙
精神的锻造和沂蒙老区的巨变，展
现了老区人民爱党护党跟党走的坚
定决心、对国家繁荣稳定发展的满
满信心。

　　“原来这里的住户、牛棚、荒
地，稀稀拉拉占了百余亩，现在经
过改造，迎来了‘金凤凰’！”10
月 11 日，伴随着林茂新材料有限公
司设备安装完毕，沂南县双堠镇涝
子峪村又多了一家新企业。双堠镇
副镇长刘元莹说，这个占地 102 亩
的产业园，原来几乎没有税收，
“腾笼”之后换来了多家现代化企
业，将助力双堠镇的产业发展。
  作为山区村，涝子峪村由 3 个
自然村组成，村庄房屋依山而建，
零散分布，占用了大量建设用地。
2018 年，涝子峪村加大低效用地再
开发力度，他们将村内闲置地进行
清理整合，全村共整理出建设用地
152 亩。

  “当时说是养牛，但那时一斤
奶卖一块钱，人家一瓶矿泉水就卖
一块五，许多养殖户支撑不下去
了，只能弃养。废弃的牛棚不但无
所产出，还破坏了村里的环境，村
民意见很大。”涝子峪村党支部书
记朱茂海说。
  现在，这里变成了现代企业产
业园，园区内生产、建设一片火
热。记者在超越（山东）生活用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越公司）厂
区内看到，注塑车间、不锈钢车间
已经建成，正在进行试生产。
  一路之隔，山东双晟塑胶科技
公司正如火如荼地建设，一栋栋标
准化厂房在曾经的荒宅、牛棚上拔
地而起。公司负责人王建甫介绍，

目前项目车间主体已完工，拉丝
机、淋膜机等设备陆续安装调试，
进入试生产阶段，办公楼及宿舍楼
正在进行主体建设，预计明年年初
全面投产运营。
  “江苏常熟的被服厂、浙江宁
波的轻工企业也已进入规划实施阶

段，这 5 家企业全部投产后，将提
供 800 个工作岗位，利税将达 1000
万元以上。”朱茂海说。
  企业入驻改变着村民的生产生
活方式。“俺现在在厂里工作，月
收入4000 多元。”40 岁冒头的田保
霞以前在家养牛，后来和村里的姐

妹们一起进了厂。朱洪滨以前帮人
养牛，现在成了超越公司的装卸班
班长，月收入5000 多元。“我以前
没白没黑地帮人喂牛，一个月挣
2000 多元，现在一个月3000 元，还
能休班了。“村民朱茂全现在是林
茂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员工。
  整理出来的另外50 亩地也流转
出去了，大部分被村民承包种植粮
食作物，还有30 亩由外镇人承包，
用来种植白菜种子。
  用地效能改革让有限土地资源
发挥最大效益。“以前有大项目、
好项目，看到没有合适的连片土
地，难以落地建设。”刘元莹说。
针对单个地块体量不大、存量建设
用地利用率不高等问题，双堠镇选
定涝子峪周边 5 个村的建设用地实
施连片开发，计划盘活更多连片建
设用地，此举让园区引进项目的底
气更足了。
  涝子峪村的用地效能改革，只
是双堠镇盘活低效用地的一个缩
影。近几年，闲置宅基地、老厂房
“变身记”在双堠镇频频上演：仲
山村盘活2600 平方米的闲置厂房引
进了钓鱼竿加工企业、上硠村将 3
处闲置宅基地进行整合建设1900 平
方米的编织袋加工车间……“好项
目接踵而至，但土地资源紧缺等问
题突出，我们要让更多‘低效用
地’变 成 寸 土 生 寸 金 的‘高 效
田’。”刘元莹说。

涝子峪：盘活低效地，寸土生寸金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周桐　 通讯员　张萍　代德鑫

  上万亩茫茫林海，处处留下了
他深情的脚印； 73 个山头和 99 条
山峪，洒下了他辛勤的汗水。
　　39 岁的李海伟是新泰市国有太
平山林场护林员，今年已是他在太
平山上的第14 个年头。 2009 年，在
雪域高原服役 5 年的李海伟带着两
次“三等功”和“优秀士兵”的荣
誉，毅然放弃优越的安置机会，一
头扎进了太平山林场当起护林人。
扎根在大山，吃住在林场，李海伟
钟情这片绿色，热爱这片土地。他
用5000 个日夜的默默坚守，兑现了
当初誓要守山护林的诺言。今年 9
月，李海伟被评为“山东好人”。
　　空旷寂寥、松涛潇潇，刚踏进
太平山林场时，眼前的一切曾让李
海伟火热的心凉了半截。不过军人
的责任和担当迅速抹去了心头的矛
盾情绪，他暗下决心：要用自己的
青春和力量守护这片绿色屏障。
　　森林防火、树苗培育、病虫害

防治、防止盗伐……李海伟的担子
可不轻，他主动请缨，选择到路程
最远、海拔最高、与平邑交界的瞭
望台值守。不足20 平方米的瞭望台

上，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
子、一个炉子、一个手电筒、一个
水壶、一本护林防火记录本，这就
是他的全部家当。
 　林场瞭望台建在山顶，李海伟
每次上山总挑着煎饼咸菜和几十斤
煤，一待 7 天不下山。夏天还好，
冬天最难熬，屋里透风撒气，刺骨
的寒风直往肉里钻。晚上，被子不
管用，煤炭舍不得烧，只能铺上黄
草当垫褥。暖瓶塞子冻住拿不开，
手脚冻得起冻疮，只能咬牙挺着。
李海伟第一年冬天回家，老母亲见
了心疼地直掉泪。
　　10 年前的太平山林场没有一条
像样的路，到处坑洼不平，巡山护
林靠步行，生活用水靠溪流，遇到
恶劣天气就断炊。“天旱时要到 5
公里外的村庄挑水喝，线路破损停
电时对讲机没法充电，只能跑到场
部去充电，照明只能用蜡烛，当时
听收音机是唯一的娱乐项目。”李

海伟说，无论严寒酷暑，他都要早
出晚归，每天步行几十公里，14 年
来从未间断，脚上的鞋一年要穿烂
十几双。
　　李海伟看护的槲树峪林区与 5
个村接壤，战线长、范围广、看点
散，人员流动复杂，周围村民有烧
荒、放羊、上山砍柴、上坟烧纸等
习惯，管护难度大。“我刚干护林
员时，有村民建房缺木料，就会上
山盗伐树木，尤其是在大年三十，
村民以为护林员都回家过年了，盗
伐林木的人更多。”李海伟说，每
年大年夜，他都在巡山中度过。
　　大年三十，站在太平山上，看
着万家灯火，听着隆隆鞭炮声，李
海伟也曾黯然神伤。 14 年里，他没
有陪父母吃过一顿年夜饭； 14 年
里，妻儿一次又一次的等待和期盼
落了空。 2020 年爷爷临终前，还盼
着孙子回来一趟，可当时正值春节
护林防火的紧要关头，家人怕影响

李海伟的工作，没告诉他爷爷病重
的消息。当他换班回家得知爷爷去
世的消息时，蹲在地上放声痛哭。
妻子曾对李海伟抱怨：“你哪有
家，林场就是你的家，你就像一个
出了家的和尚，唯一的不同就是没
有理发。”
　　森林防火责任重于泰山，李海
伟就像钉子一样楔进大山，守护林
场。“林区可燃物燃烧产生的烟
雾，是垂直或有一定倾斜角度上升
的柱形烟体；树林失火，烟是稀散
的，火苗烧上去有高有低，烟就会
散。烟雾往往有烟柱，而云雾则没
有。”多年的瞭望工作，李海伟练
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即使在云
雾弥漫的天气也能迅速分清是烟还
是雾。由于对林区情况了然于胸，
李海伟成了林场的“活地图”。一
旦发现情况，他能够马上说出事发
地的位置、山形、地貌，并告知最
短的登山路线。
　　14 年来，李海伟累计巡山行程
近 7 万公里，栽植杜仲、黑松、侧
柏等苗木 1 6 多万株，森林抚育
10 0 0 0 亩，清理林下可燃物 60 0 0
亩，清理防火隔离带30 余公里，发
现并处置的火灾隐患达10 余起。
  平凡的事业，平凡的岗位，平
凡的人，不平凡的是李海伟那颗甘
于奉献的心。

林海青春十四载，青山钟情护绿人  
——— 记新泰市国有太平山林场护林员李海伟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通讯员 赵洁 朱笋山

原来种地的村民，都成了附近企业的工人。

李海伟雪天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