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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印，男，汉族，山西左云
人，1945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河
北 省 军 区 原 副 司 令 员 。 他 入 伍 40
年，在党的培养下，从吃百家饭、穿
百家衣的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
部，把全部青春献给了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事业。退休后，他毅然回到家乡，
18 年里带领团队共植树 1.8 万余亩、
200 多万株，为家乡生态环境改善和
京津风沙源治理作出了突出贡献。他
不图名不图利，为了造林倾尽积蓄，将

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给了集体。
他身体力行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宣讲
党的光辉历史，面向干部群众和青少
年开展党史教育，受到当地群众高度
赞誉，被誉为“新时代的甘祖昌”“穿军
装的杨善洲”。先后被表彰为“全国离
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军先进退休干
部”。

张连印同志是初心使命的真挚坚
守者、“两山论”的生动践行者、革命传
统的模范传承者。他信仰如炬、初心

如磐，卸甲不移志、退休不褪色，为党
的事业拼搏不息、奋斗不止；他少小离
家、落叶归根，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
与百姓心手相牵，坚持奋斗在绿化荒
山、防风固沙的“新战场”；他退休后脱
下军装换农装，住农家屋、吃农家饭，
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作风，模范传承党
的优良传统，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作
出了光辉榜样。为宣传褒扬他的先进
事迹和崇高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决
定，授予张连印同志“时代楷模”称号，

号召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和部队官兵，
向党的英雄模范人物学习，从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汲取奋进力量，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两
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始终同人民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
共苦，在新的奋斗征程上为党和人民
争取更大光荣。

（新华社北京10月 18日电）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授予张连印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
（2021 年 10月 18日）

新华社北京 10月 18日电 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理念，持
续推进强军兴军事业汇聚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的奋斗力量，中央宣传部以云
发布的方式，向全社会宣传发布张连
印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
模”称号。

张连印，男，汉族，山西左云人，
1945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河北省军
区原副司令员。他 1964 年入伍，在党
的培养下，经过部队的淬炼，从吃百家
饭、穿百家衣的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
级干部。在 40 年的军旅生涯中，他铁
心跟党走，一心谋打赢，把全部青春献
给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事业。2003

年退休后，他毅然回到家乡，绿化荒
山、防风治沙，改善生态、造福村民，即
使身患癌症，依然奋斗不止，18 年来，
带领团队共植树 1.8 万余亩、200 多万
株，为左云县环境改善和京津风沙源
治理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不图名不图
利，为了造林倾尽积蓄，将生态建设成
果全部无偿交给集体；他建设党性教
育基地，面向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开展
党史教育，身体力行弘扬党的优良作
风，宣讲党的光辉历史，受到当地群众
高度赞誉，被誉为“新时代的甘祖昌”

“穿军装的杨善洲”。先后被表彰为
“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军先
进退休干部”。

张连印同志的先进事迹广泛宣传

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普遍认
为，张连印同志是初心使命的真挚坚
守者、“两山论”的生动实践者、革命传
统的模范传承者，是心系人民、造福家
乡的“绿化将军”；很多老同志认为，张
连印同志老骥伏枥、老有所为，发光发
热、绿化祖国，是积极老龄观、健康老
龄化理念的生动践行者，是广大老年
人学习践行的榜样。大家纷纷表示，
要以“时代楷模”为榜样，学习英雄模
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品格，从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汲取奋进力
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心怀“国之大者”，为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在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
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光辉业绩。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张连印同
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
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
责同志为张连印同志颁发了“时代楷
模”奖章和证书。自然资源部、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
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和河北省委、山西
省委有关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干部群
众、部队官兵和青年学生代表参加了
发布仪式。

中宣部授予张连印“时代楷模”称号
张 连 印 从 军 报 国 40 载 ，解 甲 不 懈

志。退休后，他深念组织培养之恩，心怀
乡亲养育之情，抱定治理风沙、植树造林、
为民造福的如磐信念，舍弃舒适的城市生
活，毅然扎根在风沙漫天的毛乌素沙漠边
缘植树造林 18 年，将昔日连绵的荒山秃
岭变为绿水青山，是新时代领导干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一个生动缩影。

张 连 印 是 新 时 代 共 产 党 员 的 榜
样。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作为一
个 56 年党龄的老党员，张连印对党有着
深厚的感情。他从小吃百家饭、穿百家
衣，长大后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是党把
他培养成一名军队高级领导干部。退
休后回到故乡，他把对党忠诚的坚定信
念转化成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一干就
是 18 年，诠释了共产党人爱党为党、服
务人民的政治品格。

张 连 印 是 新 时 代 革 命 军 人 的 标
杆 。 军 人 的 血 性 是 敢 于 斗 争 、敢 于 胜
利 ，军 人 的 本 职 是 履 行 使 命 、担 当 尽
责。张连印以军人特有的勇气和毅力
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把“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作为人生信条，始终坚守在防
风治沙最前线。即便身患癌症直至癌
细胞转移扩散，他依然斗志不减，手术
不到一个月就重返荒山继续植树。他
用生命书写了革命军人不负韶华、不辱
使命的拼搏底色。

张 连 印 是 新 时 代 领 导 干 部 的 楷
模 。 莫 道 桑 榆 晚 ，为 霞 尚 满 天 。 退 休
后，他本可以在大城市里安享晚年，却
选 择 在 家 乡 改 善 生 态 环 境 ，以 时 不 我
待 、只 争 朝 夕 的 精 神 带 领 乡 亲 植 树 造
林。为了种树，他动员家人解囊拼凑启
动资金，坚持不要林权、不要地权，承诺
30 年后无偿交还集体。他的无私奉献
生动诠释了领导干部坚守初心本色、不
懈奋斗奉献的境界情怀。

学习张连印同志的先进事迹，广大
党员要永葆赤子之心，汲取前行力量，
把使命放在心中，把责任扛在肩上，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中奋楫扬
帆。 （新华社太原10月 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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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山、铁锹，风沙、日晒……
塞北左云，雁门关下。年复一年，

“老兵”用生命的年轮，把荒滩变为绿
野——樟子松、云杉、杨树、沙棘，一排
排、一行行，漫山遍野……

退休 18 年来，“老兵”带领乡亲们已
为家乡种下 200多万棵树。

“老兵”名叫张连印，今年 76 岁，河
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少将军衔。

他戎马一生，本可以选择安度晚年，
却饮风咽沙、倾尽所有，身患癌症仍植树
不已，在家乡建起了一道造福百姓的“绿
色长城”。

共产党员的人生底色：
“为党和人民做事不觉得辛
苦，反而很快乐”

“为何选择了这条千辛万苦的植树
路？”有太多的人不解。

“植树造林、防风治沙，利国利民，造
福子孙。”张连印说。

2003 年，山西省左云县，张连印退
休后返回家乡。

出人意料，卸下钢枪的张连印竟扛
起了铁锹。这位从张家场村走出的军队
高级干部，退休后要回乡种树？！

“植树可以防风固沙，改善家乡自然
环境。我没有万贯家财，植树造林是最
现实的选择，有多少钱种多少树。”反复
琢磨，张连印选定了这条路。

当时，冲着他的名望，企业纷纷抛来
橄榄枝，“想要赚钱很容易”。

可张连印心里，通透如镜：“我只想
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在有限的范
围内为家乡人民做点事。”

乡亲，在张连印心中的分量很重。
他 4 岁时父亲去世，6 岁时母亲改嫁，抚
养他长大的奶奶爷爷也在他 13 岁和 16
岁时相继去世。

“吃百家饭、穿百家衣，我才能长大，
乡亲们对我的恩情一辈子也忘不了。”他
记得，小时候有时穷得连鞋子都没有。

57 年前的那个早晨，张连印终生难
忘——

村里锣鼓喧天，这个 19 岁的青年要
去当兵了！

戴红花、骑大马，乡亲们把炒好的瓜
子、煮熟的鸡蛋塞满他的口袋……

“你们为我戴红花，我把决心来表
达，到了部队听党话，党叫干啥就干啥！”
欢送会上，作为新兵代表的张连印即兴
创作了快板。

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
参军第二年，由于表现优异，他光荣

入党，此后，一路从普通一兵成长为高级
领导干部。

戎马倥偬 40 载，每个岗位张连印都
成绩斐然——

当战士，他年年是“五好战士”；当连
长，他被评为北京军区“四好连队”优秀
代表；他从团长、副师长，干到师长、副军
长、省军区副司令员，被授予少将军衔。

2003 年 3 月，张连印退休了。他认
真地对老伴说：“我是退休了，没职务了，
可我的党员身份还在，这是我一辈子的

职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我一
辈子的义务。”

张连印的家乡左云县张家场村，位
于毛乌素沙地边缘地带，属于京津风沙
源治理区。全村土地超过一半都是荒山
荒坡，风起沙扬。

几十年过去，乡亲们虽然从原先的
土坯房搬进了砖瓦房，但光秃秃的荒山
野坡却没有改变。

“绿化家乡、造福乡亲，就是我‘人生
最后一个战场’。”当年 10 月，张连印带
着妻子王秀兰回到家乡，打响了植树事
业的“第一战”。

但，创业的艰难始料未及。
左云土地贫瘠，树木成活率低。第

一年，张连印从右玉买了 1 万棵樟子松
苗 ，结 果 第 二 年 全 死 了 ；再 栽 ，6000 棵
树，又死了……

“祖宗三代都栽不活，你回来就栽活
了？”“发小”胡万金，看着他气不打一处
来。

树全死了，老汉伤心了，但更不甘
心。他购书自学，上门请教专家，还跑
去外地的林场学习，每遇到一个会种树
的人，就拉着人家打破砂锅问到底。

栽了死、死了再栽……和他一起回
乡种树的妻子记得，种树的头几年，脸和
耳朵常常被风吹得掉皮，嘴上起水泡肿
得老高，有时水泡裂开，鲜血就顺着嘴唇
流下来。

一次大女儿回乡看望，竟没认出迎
面走来的父母，看着被风沙吹打得“面
目全非”的两位老人，心疼得直流泪。

而张连印有自己的“苦乐观”：“我种
树，为党和人民做事不觉得辛苦，反而很
快乐。”

如今，昔日的荒山，已松涛阵阵。

冲锋陷阵的军人本色：没
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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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何必这么较劲？可军人出
身的张连印就是这样，一如他的微信签
名：坚强、坚韧、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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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系群众的“公仆”角
色：永不忘这一方水土一方
乡亲

秋 日 的 午 后 ，松 涛 阵 阵 。 站 在
张 家 场 村 山 头 的 小 亭 子 里 ，张 连 印
远 远 近 近 地 望 着 ，放 声 唱 起 了 他 最
爱的歌——

“不管你多富有，不论你官多大，
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

18 年间，就在这片脚下的土地，
他 带 领 乡 亲 们 植 树 1.8 万 亩 ，其 中
6000 亩是义务植树，1.2 万亩是京津风
沙源治理工程。

200 余万棵树，他分文不取，签下
协议：“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
年后无偿交还集体。”

创业初期，张连印拿出了全部 30
万元积蓄，大女儿张晓梅用房子抵押
贷款 20 万元，儿子张晓斌拿出积蓄 10
万元，小女儿张晓花将 3 万元转业费
和订婚时公婆给的 2 万元垫入。后来
张连印又两次向银行贷款。

然而，村子里张连印自家的老屋，
却坍塌得不像样子。

本族的老人劝他：连印啊，你就不
想想自家？你家的老屋还是花些钱翻
盖一下吧。

张连印却说：“我还是把有限的资
金用在绿化荒山上吧！”

生态改善后，乡亲们感念张连印
的事迹，自发筹钱建了一座凉亭，想取
名叫“将军台”，却被张连印制止，后来
立起来的是“张家场乡万亩小流域综
合治理工程纪念碑”。

2015 年，儿子张晓斌离开部队选
择自主择业，回村跟着父亲种树。

有人不解：“难道您就没想过利用
自己的资源让儿子在部队获得更好的
发展吗？”

张连印回答：“百姓的认可、良好
的家风，就是我留给子女最好的‘财
富’。晓斌和乡亲待在一起，做这样一
件有意义的事情，很好。”

他和群众打成一片，吃农家饭、干
农家活、说农家话，谁家有个家长里
短，都请他出面主持。在他资金短缺
时，3 位村民贷款 30 万元借给他，连借
条都不用打。

多年来，张连印吃的是土豆白菜
豆腐，最喜欢穿的就是一身旧款迷彩
服；逢年过节，他都要买东西去看看村
里的困难户……

村民们都说他，“从来不摆谱，看
不出是个将军。”

而妻子王秀兰最明白他，“如果乡
亲们觉得他和他们一样，他就高兴。”

在张连印的日记本上，记录着一
些点滴小事——

“拿完药，在医院门口点了一碗
面，自己来了个光盘行动！”

“从左云去大同，坐了公交车，又
一次低碳出行。”

……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如今，张连印的植树基地成了右

玉干部学院的教学点，最初被命名为
“将军林”绿化基地，他把“将军”二字
换成了“清风”。

党和国家大大小小的提倡和要
求，他悉数践行，理由只有一个，朴素
而炽热：

“是党把我从一个孤苦的放牛娃
培养成一名将军，是乡亲们让我过上
现在的日子。永不忘这一方水土一方
乡亲，党组织是我的家，家乡父老是我
的母亲。”

（新华社太原10月 17日电）

“绿化将军”张连印：青山写忠诚
新华社记者 黄 明 吴 晶 贾启龙 王菲菲

张连印在大同左云县张家场乡北梁山坡种树时搬运树苗（7 月 16 日摄）
新华社发（丁美宁 摄）

张连印在大同左云县摩天岭土长城眺望苗圃、山林（6月 13日摄） 新华社发（丁美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