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数据

信念的力量 / 思治权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
社，2010

ISBN 978 － 7 － 224 － 09575 － 3

Ⅰ. ①信… Ⅱ. ①思… Ⅲ.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
当代 Ⅳ. ①I253.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 2010) 第 258846 号


信念的力量

作 者 思治权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1092mm 16 开 27 印张 8 插页
字 数 46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9575 － 3
定 价 68. 00 元



序 言

金秋十月，治权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想把入伍以来发表的一些新闻

作品汇编出版，并请我写序。这是一件好事，应该大力支持。特别是他情真

意切的恳求，我不好推辞，欣然同意。

治权同志是人武部的一名政治主官，也是我的部属。他长期从事军队政

治工作，先后在省军区、军分区机关和人武部工作，既有各级机关工作经历，

又有基层工作经验。他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紧跟党的理论创新

步伐，坚持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创造性地抓好民兵预备役工作。担任人武部

政委八年多时间里，与两任军事主官精诚团结，密切配合，注重抓好党委班

子和人武部全面建设，多项工作受到上级表彰，四次被陕西省军区表彰为
“先进团级党委”、两次被省军区评为 “一对好主官”、连续八年被榆林军分

区评为先进人武部。

治权同志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十多年，认真学习、勤于思考，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思想敏锐、见解独特，写出了一批反映省军区部队和民兵预备役

建设的好稿件，特别是榆林市榆阳区补浪河治沙英雄女民兵连治沙造林、西

安市回族工人石志光矢志拥军、陕西省军区 “一部一村”扶贫、106 条小流

域治理等重大典型的集中宣传报道，在军地影响大，效果好，对推动省军区

部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由此，他本人曾四次立功、多次受

到解放军报社、兰州军区政治部、陕西省军区政治部的表彰。

这本集子的出版对部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同志会有一定的启示和帮助

作用，我也希望治权同志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加强学习，关注新闻报

道工作，继续书写自己更加美好的人生篇章。

2010 年 10 月于西安
( 作者为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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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杨家沟过生日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 100 周年到来的时候，陕北米脂县的乡亲们，满怀激
情地回忆了毛主席当年在杨家沟过生日的情景。

那是 1947 年冬天，毛主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召集
的会议。会议的第二天———12 月 26 日，正是主席的 54 岁生日。各地前来开
会的中央委员和地方、军队高级干部对主席说: “我们赶上吃你的寿面了。”

主席风趣地说: “寿面并不能使人长寿啊! 吃不吃无所谓啦!”
大伙说: “沙家店战役胜利结束了，全国进入反攻阶段。应该庆祝这一胜

利，顺便为你祝寿。”
“那可不行哟，就是全国解放了，党内也不可搞祝寿活动。”
为什么呢? 大伙眼光投向毛主席。主席扳着指头，对大伙讲了他的理由:

“第一，眼下，群众和部队还缺粮吃。我们不能忘掉群众疾苦，破费东西搞祝
寿嘛! 第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的干部，都要带头搞移风易俗。大家把祝寿
的心思和精力用到革命事业上多好哇!”说完，主席严肃地宣布了两条规定:
一，不准中央机关为他的生日请客吃饭; 二，不许以任何形式为他歌功颂德。

周恩来同志接着说: “主席说得对啊……”
12 月 26 日，主席比平时更加忙碌，他听取了大家对《目前形势和我们的

任务》讲稿的讨论意见后，又找各地负责同志谈话，询问地方社情和群众情
绪，一谈就是半天，直到卫士催得不行了，才去吃饭。那天的饭，仍是 “钱
钱饭” ( 用压扁的黑豆与小米混煮的稀饭) 和酸白菜。

天黑，贺老总 ( 贺龙) 带的晋绥评剧团在杨家沟演戏。为让周围各村农
民看好戏，主席指示将戏台搭在村中心的坪地上，而且不准在台前为他和其
他中央负责同志摆椅子。开戏前，主席来到坪地，看到戏台下黑压压坐满观
众，十分高兴。让卫士给他搬来个小凳，悄悄地坐在人群后边，看起戏来。

晋绥评剧团的《恶虎村》和《六月雪》演得格外精彩，场里不断发出喝
彩声。演出结束后，主席和周恩来同志接见了演职人员，并就戏曲推陈出新
问题与大家交换了意见。

当主席走出剧团住的小院时，满村金鸡已经唱起报晓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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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志毫无倦容，对主席说: “你的生日就这么过了。”
“这么过不是很有意义嘛!”说毕，主席望着东方泛起的鱼肚色爽朗地笑

了起来。

( 原载于《人民日报》1994 年 1 月 16 日)

榆林民兵 5 年治沙
面积相当于前 40 年总和

陕西省榆林地区 30 万民兵积极投身治沙绿化工程，5 年根治沙漠的总面
积，接近前 40 年治理面积的总和。1988 年，榆林地委、行署、军分区提出以
民兵为主体带领群众治理沙漠。榆林市和靖边县人武部每年春秋两季都组织
民兵成建制地开进沙漠腹地。

在一期工程的 5 年治理中，全区原有 860 万亩荒漠，有 600 多万亩得到固
定、半固定，其余 200 多万亩也都种上林草，沙区造林成活率及保存率达到
77%，林木覆盖率由建国初期的 1. 8%提高到 38. 2%，昔日茫茫沙海变成塞上
绿洲。

到 1993 年底，榆林沙区人均拥有水田 1. 7 亩，年粮食总产比上年增加 1
亿公斤，人均纯收入 500 元以上，沙区农村社会总产值达 10 多亿元，占全区
的一半。

( 原载于《人民日报》1994 年 6 月 9 日)

资源开发百业兴
———今日榆林掠影

每当提起我的故乡榆林，内心说不出的高兴，它不仅具有光荣的革命传

·3·

3



统，而且最重要的是 10 年来，随着神府煤田、靖边油、气田的发现和开发，
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最后，在榆林南部的米脂、绥德附近又探明了 “品位高、
杂质少、质量好”的特大盐矿资源的储量为 1. 8 万亿吨，占全国盐矿资源储
量的 17%。榆林已真正成为煤、气、油、盐、土五大资源集聚的能源区。

在神府煤田腹地的大柳塔镇，我见到了神木县县长王玉虎。他告诉我，
神府煤田现在是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现已探明煤炭储量为 14000 亿吨，并具
有“储量大、煤质好、易开采”的优势。其中大柳塔煤矿已达到日产原煤 5
万吨。我们一边走一边看，当看到座座拔地而起的 10 层高的住宅楼和被朱镕
基副总理称为“西北一流”的职工文体活动中心时，我简直不敢相信，10 年
前，这个只有 5 户居民的自然村，现在已成为经济、文化、交通、通信发达，
拥有常住人口 5 万的 “西北第一镇”的现代化城市。过去，这里的群众进城
办事只能骑着毛驴，如今公路四通八达，每隔 30 分钟发往内蒙古、山西等地
的小轿车排成了长队。大柳塔还成为陕北唯一开通火车和程控电话的镇 ( 包
头———大柳塔专列)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大柳塔饮食服务街，只见 200 多个摊
点的主人热情地招呼着过往的客人。我仔细看了看，传统的陕北风味小吃不
多了，大多是“川、鲁、粤”菜馆。陪同我们参观的镇党委李书记告诉我们，
伴随着大面积煤田的开发，这里的第三产业、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到 1993 年
个体企业发展到 400 多家，乡镇新增 30 多家，还有合资和外资企业。

榆林现已形成“北煤、南盐、西气”三足鼎立的格局。在靖边气田，我
拜访了百忙中的县委书记李三原。李书记告诉我，以靖边为中心的陕甘宁盆
地大气田，天然气储量 1100 亿立方米，跻身于世界级大气田的行列。石油储
量 1 亿吨左右。在靖边县小河村，我见到了当年毛主席转战陕北时的老房东
张大伯。这位当年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的壮小伙，如今已白发斑斑，他激动地
说: “没想到咱这个贫穷的黄土地上会有这么多的宝贵资源!”并告诉我，小
河村 40 多户居民家家用上了煤气灶，结束了祖祖辈辈靠上山拾柴煮饭的历
史。

( 原载于《人民日报》1994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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