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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老区寻梦（代序）
袁善腊

《绿是青山，红是生活》一书出版，源自《中国老区建设》杂

志社社长漆志恒先生一篇文章《红的历史，绿的青山》的启发。当

然漆志恒先生的文章视角是弘扬老区革命传统，关注老区人民生活。

《绿是青山，红是生活》则是通过散文形式讲述新一代企业家在老

区寻梦、创业的感人故事，希望展示老区人民新生活，展示老区优

美的生态环境。

我将想法说给《芳草》杂志主编刘醒龙先生以及刘益善、李鲁平、

哨兵等几位，得到大家的支持。刘醒龙先生还表示，该书出版事宜

将由《芳草》杂志负责承担，使我非常感动。

记得 1990 年初春，我作为市委工作组成员，在黄陂老区石门官

田村驻队三个多月，大别山人民朴实感情、艰辛生活、负重耕耘的

形象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100 多天驻队，我往返于官田和武汉城区，

为石门经济发展、官田小学、官田改水工程做些协调服务工作。当

然也留下了些许遗憾，就是当时的扶贫工作更多还是 “输血”，不

能从根本上解决老区贫穷落后面貌。《幸福的草原之歌》一文的主

人公吴建顺感叹：“过去每年回家过年都会带一两万现金，专门给

那些日子过不下去的家庭，但是这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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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部分乡亲，可是不能彻底改变家乡贫瘠的面貌。

没想到 22 年后我开始走上了扶贫工作新岗位。2012 年大年初一，

我到医院看望市委老书记李梅芳同志。梅芳老书记将武汉老区建设

促进会会长的担子托付给我。我既为老书记情系老区、奉献老区的

精神所感动，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两年多时间，我走访了全市 22

个老区乡镇，切身感受到武汉老区得益于大城市经济的辐射，开始

呈现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

武汉老区巨变的转折点是一批有眼光、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参与老区建设，实现了由过去的“输血”到增强“造血”功能的转变，

这也是武汉老区持续健康发展的源泉。据统计，武汉老区从 2005 年

市委、市政府启动“百企联百村”活动以来，已有 300 多家企业参

与老区开发建设。《花竹园里的太阳》、《十里桂花编织的梦想》、《追

梦甜美，圆梦甜美》、《小蜜蜂改变的世界》、《创业凤凰寨》、《夏

云的蘑菇传奇》、《梦想开花的声音》、《机声隆隆隆幸福来》、《雪

孕江南》等文章客观记录了这批企业家艰苦创业、建设老区的事迹，

从一个侧面也展现了武汉老区近 10 年所经历的巨大变革。正如《绿

满高峰》一文所记载的：“当年光秃秃的黄山岗，已经花团锦簇，

数十种花卉苗木生机勃勃。高峰村迎来了巨大的变化，家家户户有

苗木，满垄满畈尽春色，昔日的穷山村变成如今的‘绿色银行’。”

值得赞赏的是，武汉老区开发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发挥优势、

尊重规律、实现多赢”的原则。最为典型的是，黄陂区一批回乡企

业家充分发挥黄陂北部山区红色旅游、绿色旅游资源优势，先后开

发了武汉抗战第一村、木兰天池、木兰草原、云雾山、清凉寨、锦

里沟、映像桃源、知青岁月等知名旅游景点。黄陂区委书记胡洪春

高兴地告诉我，今年“五一”期间，到黄陂来旅游的人数已超过 1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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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带动了老区经济繁荣，也带动了老区人民致富。曾经贫穷落后

的黄陂北部山区，现已成为武汉新兴的旅游景区，武汉重要的“后

花园”。

随着老区的开发建设，老区人民生活逐步改善，人们更加关注

生态环境保护。这不仅是老区实现持续发展的根基，也是为子孙后

代营造良好生存空间的客观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有过惨

痛教训。《一方山水的前世与今生》就有深刻反思：“小时候，听

老人们讲，梁子湖四周的山水中，到处都有参天古木，从湖泗到保福、

舒安这一带原是林木浩瀚、树冠连天的地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由于梁子湖周边围湖造田，烧窑采矿，加上大办钢铁，硬是将那些

山水秀美的山村，渐渐变成只生野草不长大树的山壳子。”痛定思痛，

今天老区开发，不能再走过去牺牲环境的老路，这已成为老区人民

和企业界的共识。《沉湖“三来”秀》一文充分表达了大家共同的

心愿：“我在夕阳的余晖中告别沉湖。看着蔡甸革命老区的人们把

自己的家乡建设得如此完美，一支关于生态和谐之歌从心底油然而

生：‘鸟儿从天上飞来了，鱼儿从水里游来了，芦苇从地里长出来

了。’这首美丽的和谐之歌，正在沉湖上演，天天上演，月月上演，

年年上演，永远上演。”

在老区建设促进会这面高高飘扬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支永不歇

步的“银发团队”，他们为老区人民尽快脱贫致富奔走呼号、奉献

余热、辛勤耕耘、守望老区。《梦里凤凰》一文采访的徐宗元老政

委就是这个团队的代表。作者海存一句发自肺腑的话深深感动了我：

“老实说，采访徐宗元，是一个尚在军旅的作者对一个老兵的敬礼，

是一个同样来自农村的青年对一个老人的崇敬！”

需要说明的是，刘醒龙先生的《大崎也是山》是写他的家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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