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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南华山
到再上贺兰山，两
座大山看到你把
荒山变美景。从
身穿橄榄绿到染
翠不毛地，三次创
业见证你变不可
能为可能。昔日
神枪手，今朝生态
兵！”这是 2022 年
宁夏首届“最美退
役 军 人 ”评 委 会
赋予张廷谢的颁
奖词。

张 廷 谢 的 故
事，是一部关于坚
持、奉献和担当的
故事。从橄榄绿
到生态绿，变的是
岗位，不变的是为
民服务的初心。

从 退 役 军 人
到生态卫士，张廷
谢用 30 多年的奋
斗，书写了属于自
己 的 绿 色 传 奇 。
他不仅守护了贺
兰山的绿，更在人
们心中播下了绿
色 的 种 子 。他的
故事，让我们看到
了一个平凡人的不
凡——只要心中有
梦，脚下有力，就
能创造奇迹。

当下，有很多
像张廷谢这样的
人，他们默默无闻
地坚守在自己的
岗位上，为了我们
的美好家园，奉献
着 自 己 的 一 切 。
张廷谢的绿色使
命，将激励更多人
加入守护家园的
行列中，共同书写
属于我们的绿色
篇章。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张廷谢：

“父亲山”再披“橄榄绿”
本报记者 苏 峰 何娟亮 文/图

7月29日，全国退役军人工作
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397名全
国模范退役军人和100个全国退役
军人工作模范单位、80名模范个人
受到表彰，石嘴山市退役军人、石嘴
山市生态保护林场党支部书记、场
长张廷谢榜上有名，荣获“全国模范
退役军人”称号。

“昔日军营卫国，今朝生态建
功。”短短12个字，折射出张廷谢引
以为傲的两件事。退役后，他积极
践行“两山”理念，将退役不褪色的
军人情怀寄情于生态保护、植绿荒
山。多年来，他带领林场干部职工
驻扎在贺兰山上，日行3万多步，顶
风沙、战严寒、冒酷暑，泥盆栽植、
施用土壤保水剂、改良剂、种植耐旱
耐寒苗木……千方百计植绿贺兰
山，将脱下的“橄榄绿”重新穿到了
“父亲山”上。

在石嘴山市生态保护林场的荣誉室里陈列着一把
铁锹。锹头左脚踏处已断裂，已被磨得锃亮。这把看
似普通的铁锹，是石嘴山市生态保护林场场长张廷谢
的“老伙计”，陪伴着他走过了 17年的时光，承载着一
段石嘴山生态文明建设岁月的故事。

“从事生态建设这个行业，纯属偶然，但偶然中又
带着必然。”谈及成为贺兰山上生态守卫人的缘起，张
廷谢的思绪被拉回至30多年前。

1985年，17岁的张廷谢应征入伍。服役期间，张
廷谢多次受到所在部队连团级嘉奖。1987年 12月，他
被武警甘肃总队三支队授予三等功 1次。1989年，退
役后的张廷谢被安置到原海原县水利水保局工作。当
时，走出大山是当地许多年轻人的强烈愿望。重新回
到家乡的张廷谢却下定决心，选择了留下。

20世纪 90年代，西海固自然环境恶劣，干旱少雨，
水土流失严重。“那时我主要负责水土保持工作，修渠、
打坝、开田，啥都干。”张廷谢说，军人出身的他迎难而

上，没有退缩，执着地走上与水土打交道的新征程。
四年的军旅生涯带给张廷谢许多宝贵的人生财

富，锻炼了他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军人品格。退役
后，张廷谢依然秉承军人雷厉风行的干事风格和永不
服输的工作态度。

从拦一道坝，到修一条渠；从打一口井，到开一片
田；从种一棵树，到种一坡草……张廷谢发扬“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军人精神，很快成为一名技术能手。
然而，由于家乡先天不足的恶劣条件，小流域治理不能
及时发挥作用。

如何改变现状？张廷谢思量着。1995年，恰逢海
原县决定撤销园河流域指挥部，分流安置相关人员。
是“保饭碗”还是外出闯荡？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张
廷谢决定“闯”出一片新天地。

1996年，张廷谢成立工程劳务公司。从海原到吴
忠市，从银川到石嘴山，哪里有活，他就带着乡亲们奔
向哪里。从打围墙到盖楼房，从挖水管到干工程，从种

树木到搞生态……10年间，张廷谢注册成立的工程劳
务公司先后承揽了一大批水利、土建、园林绿化等工程
项目。

“在承包工程项目的过程中，对绿化项目爱不释
手，为后面进入生态建设行业开了个好头。”张廷谢笑
言。2006年，石嘴山市决定整治 20多年来由工业排污
堆积而成的粉煤灰山，张廷谢一举中标。

拉土、换土、挖坑、栽树、摆石、种草、建亭……张廷
谢带领工人们上山奋战。几年下来，这座在很多人眼
里根本不可能栽活树木的地方，披上了漫山遍野的绿
色，彻底变了模样。

多年来，张廷谢先后承揽了大武口沟、石炭井三矿
周边大磴沟、王泉沟等重大生态环境整治项目。“经过
这些年的努力，贺兰山周围在慢慢变绿，一年四季有了
不同的景致。植物和动物正重新成为这里的主人，成
为阻断风沙的屏障。”站在 2万多亩公益林管护现场和
贺兰山包片增绿现场，56岁的张廷谢欣慰地说。

初秋时节，漫步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华夏奇石
山文化旅游区，绿草如茵、奇石争怪，与远处碧波荡漾
的星海湖国家湿地公园交相辉映。

18年前，这里还是一座巨大的粉煤灰堆场，堆积
着 20多年来排放的粉煤灰，相当于 140个标准化足球
场，最高处达18米，被称为石嘴山市“第一煤渣山”。当时，
煤山上一吹风眼睛都睁不开，要进行绿化谈何容易。

对于主动请缨的张廷谢，公司“劝”声四起。“奇石
山改造这种公益性项目，资金少，利润薄。”“弄不好会
落个费力不讨好的结局。”面对大家的质疑，张廷谢态
度坚决：“若干年后，当我们老了，我们对儿女们说，城
市里有我种的一片绿，那是多么自豪的一件事啊！”

意料之外的是，招标工作异常顺利，好几家公司负
责人都是穿西装打领带去的，最后中标的却是穿着一
身迷彩服的张廷谢。“有思路、能吃苦，把工程交给一个
老兵，我们放心。”市领导的肯定，让张廷谢更加坚定了
自己的想法。

面对占地超过 1平方公里、高达十几米的粉煤灰、
煤矸石堆积场，张廷谢一次次走进整治现场查看分析，
并邀请专家“把脉”出策。经过反复比对，张廷谢提出
了就地改造、以石定位、因石造势的整治思路。该方案
通过后，他便马不停蹄投入到华夏奇石山的建设中。

由于资金一时不能到位，张廷谢拿出多年打拼的
积蓄 2000多万元先行垫资，拉土垫方、修建道路、铺设
管道、栽植树木、围造湖面……“当时每天都和工人们
一起吃住在工地上。”张廷谢说，当时他心中只有一个

信念：一定要干好这件事。
随后，他又用 4万多块贺兰山石、200多块国内奇

石名石组合成“世界园”“民族园”“石嘴山精神园”，将
这片粉煤灰堆场打造成了名副其实的奇石山，为石嘴
山市民打造出一处寓教于乐的休闲好去处。

2007年，张廷谢被任命为石嘴山市绿森林公司总
经理兼奇石山分公司经理一职，承担起石嘴山市 3万
多亩公益林的管护任务。张廷谢实行精细化管理，抓管
理、强抚育，经他管护的绿地，层次错落有致，树木枝繁叶
茂，为全市公益林管护工作树立了典范。

18年前的一个月夜，张廷谢曾经在这座山上俯瞰规
划，不远处，放着他的铁锹。“当时山上没有路，尽是乱石
杂草。”张廷谢坦言，18年过去了，当时的愿景竟成了真。

2010 年，石嘴山市浴山潭广场、大道绿化工程的
重担又压在了张廷谢身上。这两项工程被石嘴山市列
为当年 115个重点项目工程之一，也是建市 50周年献
礼工程之一。时间紧，工期短，任务重。

春寒料峭，张廷谢和工友们抢工期、抢进度、抢效
率，在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短短 5个月的时间，他们
运用换土覆膜、客土栽培、挖沟排水、提高地形、化学降
盐碱等措施，克服了在被称为“癌症”土壤的白僵土上植
树的困难，布置园林小品、驳岸、水景、置石、堆造山体草
坪一应俱全，绿化面积达3000多亩。丰富的景观效果，
使其成为石嘴山市又一绿化景观亮点工程。

2017 年，自治区打响贺兰山生态保卫战，张廷谢
再次请缨上山助力生态保卫战，重点承揽了大武口沟、

石炭井三矿周边大磴沟、王泉沟等重大环境整治项目。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顶风沙、战严寒、冒酷暑，张

廷谢带队攻克了山势陡峭、土层浅薄、土壤贫瘠、风力
较大、降水较少、动物危害等造林“拦路虎”，尝试了施
用土壤保水剂、改良剂等诸多方法，终于在贺兰山上种
活了扁桃、紫穗槐、侧柏、榆树、沙枣、山杏等耐旱耐寒
苗木，让贺兰山重披绿装。

华夏奇石山、星海湖、浴山潭、贺兰山生态综合整
治……一个个老百姓耳熟能详的重点绿化项目和城市
绿化提升工程，在张廷谢带领的“绿化铁军”的攻坚下，
一个个变污染为生态、化腐朽为神奇、不毛之地披绿
装、荒山变青山的“绿色奇迹”被书写在石嘴山大地上。

张廷谢的妻子罗远红说，每年总共有长达 5个多
月的时间，几乎看不到张廷谢的踪迹——不在家里，也
不在办公室里，而是在一个个生态建设项目的工地
上。18 年间，张廷谢几乎走遍了石嘴山市的戈壁荒
滩，始终奋战在石嘴山市生态建设和园林绿化第一线，
从“橄榄绿”到“生态绿”，从军营到林场，张廷谢的身份
在变、角色在变，但那份永葆军人本色的钢铁意志和

“舍小家、为大家”的军人情怀却从未改变。
在“张廷谢们”的共同努力下，石嘴山城市环境质

量不断改善，昔日飞沙走石的旧沙湖摇身变为碧波
荡漾的星海湖，城市空气质量排位也由 2006 年全国
113个重点环境监控城市的倒数第4名上升到前30名。
天蓝了、水清了、地绿了，昔日“灰蒙蒙”的老工业基地
石嘴山凤凰涅槃，如今正以生态“领跑”绿色发展。

2014 年年底，张廷谢临危受命，接任石嘴山市生
态保护林场场长。说是新职务，实际是一个谁也不愿
意收拾的“烂摊子”。

面对接手的账目，张廷谢愁眉不展：林场历年累计
负债 1400多万元，100多名债主天天到单位要账；职工
4个月的工资和 89万元养老金被拖欠；林场、温棚基础
设施亟待改善，可账面上仅有 2000余元。今后的发展
一无资金，二缺设施……

“再苦，再累，也要顶着压力干。”上任伊始，张廷谢
先从管理抓起，打破原有经营模式，创新经营理念，打
破“大锅饭”，实行绩效工资制，按劳取酬，完善考勤、安
全、绩效、生产、财务、车辆等各项规章制度。

为了让生态保护林场正常运营，张廷谢把跑市场、
争项目作为主要工作，去市财政局寻求林场发展的资
金支持、到市园林局承揽园林绿化工程项目、上自治区
林业厅协调自治区和国家生态绿化项目的政策与资金
支持、去科研单位寻求新品种的引进驯化、至绿化工程

项目单位招标揽业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争取到了中央财政良种补贴

资金、自治区财政厅全区国有贫困农林牧场基础实施
改造资金等项目，同时开拓经营市场，积极参加绿化工
程和苗木招投标。

渐渐地，林场的2000多亩林地都补种了新苗，42座
闲置温棚四季不闲，林地的灌渠得到了修缮，林区的道
路也进行了修整。油杉、国槐、丁香等80万株乔木、灌木
栽满了整个山坡林地，红梅杏、茄子、辣椒、西红柿等水
果、蔬菜种满了整个温棚，6000米的水渠被铺设了预制
板，6000平方米的林区土路浇筑了混凝土……

工程来了，项目来了，资金也来了。截至 2020年，
林场先后完成了原市园林局及县区园林部门、市自然
资源局、矿业集团的绿化苗木供应、承建绿化工程累计
金额 1.3亿元，不仅还清了历史欠账，还扭亏为盈；2015
年至 2020年累计实现利润 3000万余元，先后收回历年
欠款 510万余元，化解历史债务 1400万元；职工收入也

由连年拖欠到人均月工资普涨 1500元；每年补贴公益
林管护资金300万余元，确保了森林资源的保值增值。

不仅如此，张廷谢还以“造林固本、经营培元”为理
念积极开拓经营市场，通过苗圃经营、林地育苗、林下
养殖、种植等多种经营模式，摸索出了一套科学抚育管
护模式，实现一条由“美”变“富”的良性循环发展链条。

“能够为贺兰山的生态保护尽一点微薄之力，是我
一生的骄傲。”对于林场未来的发展，他也早已做好了
规划。张廷谢告诉记者，将加快林木良种化进程，打造
苗木良种繁育基地，充分利用林下有机肥资源丰富的
优势，探索林下套种中药材、红薯等经济作物，提高林
地资源利用率，增加职工收入的同时，为林场经营转型
探索出一条新路，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带来金山银山。

现在，坐不住的张廷谢每天不是在施工现场，就是
在苗圃基地。已经退役 35年，但他留给好多人的第一
印象都是“当过兵的”。“虽然早已脱下了军装，但我仍
会继续发扬部队精神，为人民服务。”张廷谢说。

从军营到林海，橄榄绿变生态绿

灰色矿山上创造“绿色奇迹”

情注园林不言悔，甘做织绿园林人

石嘴山市生态石嘴山市生态
保护林场让绿水青保护林场让绿水青
山源源不断带来金山源源不断带来金
山银山山银山。。

张廷谢查看生态林长势张廷谢查看生态林长势。。

张廷谢和员工张廷谢和员工
在植树造林在植树造林。。

张廷谢荣获张廷谢荣获““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称号。。

如今的华夏奇石山文化旅游区绿草如茵如今的华夏奇石山文化旅游区绿草如茵。。

粉煤灰堆场变绿化景观亮点工程粉煤灰堆场变绿化景观亮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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