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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小崔 刘冰璇）截至1月31日，容

城县全面完成2019年春季造林占地协议任务。其中，

完成土地协议24163亩，完成占地附着物评估2940

处，评估率100%；坟墓涉及2944户，全部签订了坟墓

迁移协议。春节前夕，该县已将农村住房停建户补偿

补助资金全部发放到百姓手中，共发放资金2694.65

万元，涉及农户1190户。

学员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实际操作。

容城推进今春造林工作

雄安供电公司送温暖
本报讯（通讯员程佳佳 李贞）近日，国网雄安新区

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安新县店上村、张村等

困难用户家中，开展“暖心·光明行”春节送温暖活动。

此前，该公司对军烈属、残疾人、贫困户等进行摸排，确

定了重点服务对象并建档建册，今后将提供长期个性

化暖心服务。

即便在春节期间，对于已过

知天命年龄的李志红来讲依然

是忙碌的。她来往于雄安与石

家庄之间，请专家考察论证学校

的新项目，与学校团队商议新年

的计划安排……把时间留给了

她忙不完的工作。

2月10日，记者在雄县兴达

职业培训学校见到李志红校长，

谈到新年有何新想法、新目标

时，她说：“1月16日，习近平总

书记时隔近两年再赴雄安。我

作为二十几家企业代表之一，在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雄安创业会

客厅，与参与新区建设的中国移

动、中国电信、华为、阿里、百度

等企业的代表，一同受到总书记

的亲切接见。至今我仍然沉浸

的无比的兴奋和激动之中。”

李志红表示，新的一年，她

会带领学校团队，坚持“立德树

人，强技乐业”的办学宗旨，计划

实施三个目标：一是学校职业培

训要对标“雄安质量”提质提效，努力打造雄安新

区创业与就业培训的标杆，帮助家乡人民提高就

业能力、个人素质，积极投入到雄安新区建设中

去；二是建立雄安职业鉴定机构，完善有关职业

技能诸方面的工作；三是建设好孵化园区，以产

业带动创业与就业培训工作，按照总书记“把握

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创造新的辉煌业绩”的

谆谆教导，努力做下去，让总书记放心！

回想起2017年4月1日设立雄安新区的那

一天，身为雄县大步村人的李志红曾彻夜未眠。

作为一名在石家庄从事职业教育近30年的工作

者，她毅然决定回乡创业——创办了雄县兴达职

业培训学校。

2018年是学校的开局之年。他们聘请了全

国各大中专院校的专家、学者40多人，组成了专

业授课团队，自1月8日第一期培训班开班到12

月17日第十七期班结业，全年共开设7个专业

40个教学班，共培训学员2276人，学员合格率达

到88.1%，占雄县12所培训学校培训总数的近三

分之一，获得了雄安新区新市民素质教育课评比

第一名。结业后的学员，有的找到了新的就业岗

位，有的创办了自己的实体店，不但受到了当地

政府部门表扬，更是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学

员们满怀感恩的心，把一面面锦旗送到学校。

““未来之城未来之城””从从““千年秀林千年秀林””起步起步
————雄安新区三县推进植树造林项目建设掠影雄安新区三县推进植树造林项目建设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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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建城先种绿，“千年大计”从“千年秀林”开始。“千
年秀林”作为雄安新区先期启动的重大项目之一，一直
在有力有序向前推进。未来的雄安，将镶嵌在蓝绿交织
的生态空间之中

穿行在雄安新区三县之间，

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生长茂盛

的苗木。这就是雄安新区“千年

秀林”工程的一部分。可以想

见，未来的雄安，将镶嵌在蓝绿

交织的生态空间之中。

2019年 1月 16日，习近平

总书记时隔近两年再赴雄安考

察。他来到“千年秀林”，登上

秀林驿站平台远眺，乔灌草高

低错落，经济林、生态林比肩而

立。他望着一株株摇曳的小树

幼苗，欣喜地说：“让它们跟着

雄安新区一起慢慢生长。不要

搞急就章，不要搞一时的形象

工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雄安新区就是要靠这样的

生态环境来体现价值、增加吸

引力。”

未建城先种绿，“千年大计”

从“千年秀林”开始。“千年秀林”

作为雄安新区先期启动的重大

项目之一，一直在有力有序向前

推进。

2017年 11月 13日，“千年

秀林”的第一棵树、第一片林在

雄县雄州镇、容城县平王乡两

个乡镇 8 个村地块扎根，到

2018年5月初完成，雄安新区9

号地块项目共计10万亩苗景兼

用林。这里是新区中心的优越

位置，是未来的城市中央森林

公园。

2018年秋季启动建设的 9

号地块二区位于安新县。它西

起前屯村，东至韩村，北起西闭

大口村，南至西杨庄村，造林面

积约2.1万亩。自造林项目开工

以来，现场各标段苗木栽植工作

有序有力推进，到2018年底已

经完成栽植任务。此项目主要

位于起步区北部片林，环白洋淀

林带，新区沿边林带以及既有主

干交通道路两侧绿廊和规划交

通干道之间夹地。截至2018年

底，“千年秀林”面积达11万亩，

植树1100多万株。

即将启动的2019年“千年

秀林”植树造林项目分春秋两

季，栽植及配套工程于2019年

底前全部完成。项目选址主要

位于起步区北部片林，环白洋淀

林带，新区沿边林带以及既有主

干交通道路两侧绿廊和规划交

通干道之间夹地。

建设项目位于容城西北侧、

容城北侧、大营镇和北沙口乡三

个地块，环新区绿化带林地及京

雄高铁沿线地块，总面积约6.8

万亩。根据植树造林功能性差

异，将项目划分为苗景兼用林、

生态林两个部分。其中选择在

容城西北侧、容城北侧、大营镇

和北沙口乡三个地块开展苗景

兼用林建设；选择在环新区绿化

带内的造林地块开展环新区生

态林建设；选择在京雄高铁沿线

造林地块开展道路生态林建设。

2019年造林完成后，新区

森林面积将达到61万亩（含既

有林30万亩），森林覆盖率将达

到29%，“三带”“九片”“多廊”的

整体效果初步完成，为雄安新区

构建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生态

宜居城市打下绿色基础。

记者：欣闻你的小说集《2017，

家在雄安》不久前出版发行，请你

介绍一下该书的具体情况。

刘卫宁：《2017，家在雄安》

收集了我近几年，包括 2017年

雄安新区设立以后写的文学作

品，内容有短篇小说、小小说和

闪小说和部分乡土散文。这本

小说集还承蒙省作家协会主席

关仁山先生作序并题写了书名。

我生长在农村，对乡土有刻

骨铭心的深情。我的小说大多

选用农村背景、汲取农村素材创

作，怎么读都有一股子土味。我

打小接受爱国英雄主义教育，对

历史、战争和英雄有一份崇敬情

怀，所以在书中，历史、战争题材

占了很大比重。我了解父辈们

的艰辛，懂得他们练就的坚忍不

拔的生存本领和锲而不舍的生

存勇气。我尊重他们，爱他们，

写他们。在他们身上，我读懂了

人性的复杂和真实。我觉得他

们是真正的智者。那种朴素的

智慧和感悟，足以照亮后来者人

生之路。

这本小说集虽也有分档归

类，但并没有明确哪个是历史和

未来，哪个是乡土和情感，哪个

又是人生和人性。说实话，这些

命题我自己也没全弄懂，读不

懂，或许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书写乡土、书写乡亲、书写人性，

用最真实淳朴的方式写意生活，

画一幅或恬静隽永，或淳厚浓郁

的乡野风情水墨画；用手中的笔

记录雄安书写雄安，畅想未来美

好的雄安。这是我写作的初衷，

也是我永恒的初心。

记者：请谈谈你的人生经历

和创作历程。

刘卫宁：我生于上世纪70年

代的农村，从小打过猪菜，拾过

柴禾，会干各种农活。中学时我

喜欢上了文学并为之着迷。初

中毕业后辍学，我怀揣着文学梦

回归乡土。那时候，我把自己有

个比拟：《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

平或者《人生》中的高加林。我

清楚自己或许在重复他们的路，

但不屑于他们人生道路上的际

遇和选择。我想我一定会比他

们强，我或许能够改变一部文学

作品的结局。然而事实证明我

错了，如果每个人都能改变世

界，路遥写出的就不是《平凡的

世界》，就不是《人生》了。

在现实的生活里我败了。

在文学没落和金钱疯狂的纠结

之中，我一败就是20年。我的

失败不关乎理想，因为我的理想

是文学而不是钱。我经过商，卖

过苦力，一道道叫做“钱”的坎

儿，我从没有轻松跨越过。幸好

还有那个文学梦想支撑，我才挺

了过来。在生活的重压下，我用

文学支撑；在世俗的诱惑前，我

用文学抵抗；在心生绝望时，我

用文学救赎自己。

媳妇曾无奈地说：“写就写

吧，总比闲时打麻将耍钱强。只

要不耽误干活挣钱，我就不管你

了。”这话听起来怎么都不像一

个贤淑妻子说的话，可在那时，

这已经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了。

寻寻觅觅，走走停停，喜欢文

学已经30年，近几年，我终于写

出了一些成绩，包括在报刊发表、

征文比赛获奖和最近出版的小说

集。这些都是我前些年不敢想

的，原来，来自生活的历练、沉淀、

思考才是最好的文学课老师。

记者：人的一生中有许多梦

想，有许多可干的事情，你为啥对

文学情有独钟？

刘卫宁：在2013年以前，文

学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是精神支

柱，无比敬畏。敬畏文学时，我

郑重其事地写，写出来没想过投

稿，也不示人，因为在村里找不

到知音。另一方面，文学又是解

压良药，烦恼苦闷时在网上写写

打油诗戏谑别人或者自己，一闹

一笑，心情就轻松了。

2013年安新作协成立，我又

见到了多年未曾谋面的冬子李、

阿民等文友，在他们的引荐下加

入安新作协。我的小说《你就是

我的枪》在征文比赛中得了一等

奖。从那开始，我的文学之路才

算回到正轨。

我终于有了一个支持我的

平台，有更多机会展示自己作品

了。2013年，我认识了安新文广

新局的王迦梁局长，由此得到他

不遗余力的支持。有一次，我无

意中说因为俩孩子放暑假，自己

摸不到电脑没法写东西，王迦梁

竟决定借给我一台电脑，并亲自

送到我家里。那天，我对着电脑

坐到半夜一字没写，心里反反复

复想着一句话：不写出点成绩

来，就太对不起领导的支持了。

2015年，我发在网上的散文《于

庄村的八路坟》引起反响，安新

县政府把我们村荒芜的八路坟

修建成烈士陵园。这一结果让

我意想不到，原来文学还有这个

功用！这件事增强了我的信心

和使命感，之后两年中，我在报

刊上发表了数十篇小说，还获得

了一些奖项。这些成绩，和一直

帮助我的“贵人”们是分不开

的。文学成就颇高的冬子李，在

创作上对我全方位帮助引领。

阿民，初中时我们就在一起办文

学社，刻油印小报，这几年更是

相扶共勉，同学情谊历久弥新。

还有支持我的所有亲人朋友。

和他们在一起，我创作的劲头从

没有减弱过。

记者：你对未来的雄安新区

和自己今后的创作有何期望？

刘卫宁：2017年底，受到一

次作协活动的启发，我创办了

“大王记忆”公众号，开始搜集整

理留存大王镇本地文史资料。

这件事得到新区各级领导的支

持。2018年5月，安新作协成立

《雄安文学》编辑部。在雄安市

民服务中心工地当小工的我脱

下工装，来到编辑部当编辑。我

编辑刊物，料理作协事务，编辑

运营《雄 AN 文学》和《大王记

忆》两个微信公众号，虽然忙碌

但很快乐。

雄安新区在我的家乡落地

后，我兴奋无比。不是每个人都

能赶上这千年机遇的，所以，我

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叫《家

在雄安》。写长篇，对于我这个

文化不高、底子很差的业余作者

来说难度很大，但我有信心，想

写就必须写出来。每个写作者

都有一份浪漫主义情怀，我也一

样。我心目中的雄安，一定是个

历史底蕴深厚的雄安，一定是文

化创新发展的雄安，一定是诗意

的雄安、美丽的的雄安。我会朝

这个方向不断努力，为这个千年

大计、国家大事的“未来之城”一

直写下去。

——对话雄安新区农民作家刘卫宁
□记者 王渊

用真情书写乡土

对于生于雄安、长于雄安的农民作家刘卫
宁来说，2018年具有里程碑式的特殊意义。这
一年，他入选省“十佳正能量网络人物”“中国网

事·感动2018”三季度网络人物。他用最真实淳朴的语
言书写乡土、写意生活的第一部小说集《2017，家在雄
安》出版发行。就此，记者采访了安新县作协副主席、
《雄安文学》编辑部主任刘卫宁 刘

卫
宁

雄县兴达职业培训学校校长

李志红。

工人植树工人植树。。
▲“千年秀林”俯瞰。

▲林木郁郁葱葱。

▲

“千年秀林”雪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