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看张连印事迹心得体会(模板5篇)
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断适应工作环境
的变化。军训使我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也让我明白了只
有通过不断努力，才能不断提升自己。在军训中，我结识了
许多优秀的战友，他们的榜样行为和勇敢精神深深地感染了
我。通过艰苦的训练，我提高了自己的体能和意志力，也增
强了自己的耐力和适应能力。军训是磨砺人性的火炉，我相
信我将从这次军训中收获更多，成为一个更加坚强和自信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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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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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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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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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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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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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能力再大也是有限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张连印
当初回乡造林，就是为了带动大家共同来绿化荒山。

除了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奋战在荒山造林第一线，
他还干了三件有口皆碑的事：

第一件事，张连印先后筹措资金数十万元，在家乡的荒山、
荒岭上打了8眼机井，修了3500多米的水泥路，挖了3400多米
长的灌溉渠，为村里绿化荒山打下了基础。

第二件事，在荒废的河滩上建成了300多亩的苗木繁育基地，
将自己摸索出的适合家乡自然环境的20多个树种，育成树苗
近200万株，提供给全村、全县绿化荒山。

第三件事，将自己绿化荒山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使张家场
村形成的“封山育林、人工造林、种苗繁育基地、农业科技
苑、村庄改造”的经验在全县进行了推广。2007年7月，这个
村被确定为山西省生态园林示范村。



2011年，张连印被检查出患有肺癌，却仍在第二年开春坚持
从治疗地回到荒山造林的一线。“我得让大家都看到我，这
样才能发动集体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张连印持之以恒的开荒造林精神感染
了全县干部群众，使荒山绿化队伍形成了百万之众，县、乡、
村、集体、个人绿化工程，在塞外高原星罗棋布，方兴未艾。

张家场村的乡亲们还自发捐款，在张连印植树的一个山包最
高处，建起了凉亭，取名“将军台”，以感激他对家乡人民
的贡献。

也似乎是命运的眷顾，癌症确诊已经过去10年了，张连印的
肺癌已经钙化，身体逐渐健康起来。

有人戏称，卸了甲的“愚公司令”是光杆司令了。张连印却
幽默地说：“我的麾下有着百万兵呢，你们看那满山的樟子
松、云杉，油松、胡杨、侧柏、沙棘，一行行，一列列，漫
山遍野，不都是我的兵吗！”

如今，数不尽的樟子松、油松、沙棘，已经把荒山、荒坡变
成了林地。张连印说，“我在这里多种一棵树，就多培养一
名环境‘卫士’。”他也被网友亲切地称呼为麾下205万个环
境卫士的“树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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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多年领导工作经历的张连印，非常明白凡事“予则立”
的道理，一开始他就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开展工作。他首先在
省林业勘测设计院专家的帮助下，制定了《张家场生态园林
村建设总体规划》，将对村子周围1.1万亩荒山的绿化绘制成
蓝图。他与乡村两级签订了合同，明确提出一不要地权，二
不要林权，30年后植树造林成果无偿交给乡村。同时，张连
印多方筹集资金，雇佣工人，为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绿化荒



山打好了基础。

真要在荒山荒坡上植树造林，比想象中要难得多。第一年栽
下的树苗，成活率还不到50%。

堂弟张连茂劝他说：“大哥，风沙地里难栽树，村里种了几
十年的树都没活几棵，咱就别费心思了。”可张连印不信邪，
他坐在成片枯死的树苗前苦思冥想：“很显然，脚下的高原
风沙源地吸水速度快，水分保养能力差，树木成活率低，没
有科学的栽植办法不成。”随后，他走大同，上北京，四处
求教，终于掌握了在沙化地严重地区植树造林的要领。

左云县的气候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无霜期短，每年适宜栽
树的时间非常有限，必须抢在_的几天内完成。每到这时，张
连印早晨5点就起床带领工人上山植树，午饭就在山上与工人
一起吃干粮，每天都干到夜幕降临才收工。由于技术得当、
功夫下到，树苗的成活率不断提高，张连印暗自高兴。不料，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2004年下半年，由于没人看护，正在疯长的几万株树苗两天
之内就被牛羊啃得残缺不全。看着被啃食的树苗，张连印眼
含泪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放牧的人啊，你可知道这几
万株幼苗的成活比养羊赚钱更加艰难！”事后，张连印没有
听从别人在林地撒毒药、设栅栏的建议，也没有向乡亲们索
赔，他找到村里的干部，把本村的牛倌、羊倌集合起来开了
一次会。张连印在会上说：“我是农民出身，知道乡亲们生
活不容易，我回来种些小树就是要改善家乡的环境，希望大
家能帮一把。”会后，张连印又从有限的资金中为他们每人
买了一双胶鞋。

张连印以德报怨的做法感动了饲养牛羊的乡亲们，从那以后，
每次放牧他们都非常小心，生怕牛羊再啃了树苗，幼林逐渐
茁壮成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