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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沙海车行沙海，，绿茵遍野绿茵遍野。。

远处成片的樟子松远处成片的樟子松、、油松油松；；沙打旺沙打旺、、锦锦

鸡儿鸡儿、、苜蓿草……林林相连苜蓿草……林林相连，，草草相接草草相接，，罩罩

在起伏的山峦在起伏的山峦、、沙包上沙包上。。

碧蓝的天空上碧蓝的天空上，，一只雄鹰在空中盘旋一只雄鹰在空中盘旋

着着，，锁定目标锁定目标，，向下俯冲……向下俯冲……

““动物多了也成灾动物多了也成灾，，想着怎么整治的法想着怎么整治的法

儿呢儿呢，，现在野兔现在野兔、、山鸡山鸡、、狐狸狐狸、、刺猬刺猬、、老鹰……老鹰……

多了……多了……””我们感叹道我们感叹道！！

在沙海里在沙海里，，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植物植物””最为旺盛最为旺盛————

就是治沙者就是治沙者！！

““李儒李儒、、郑宪名郑宪名、、吕振生……载入敖汉吕振生……载入敖汉

史册的治沙勇士史册的治沙勇士””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一部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一部

绿色厚重之书绿色厚重之书。。在这些治沙者的带领下在这些治沙者的带领下，，

一代造林人殊死奋战一代造林人殊死奋战、、在努尔虎山脚下谱在努尔虎山脚下谱

写了一部叱咤风云写了一部叱咤风云、、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行走敖汉行走敖汉，，目之所及的绿色背后目之所及的绿色背后，，都是都是

一个个治沙故事一个个治沙故事，，这样苍凉的壮士悲歌这样苍凉的壮士悲歌，，一一

次又一次激起我们心中的波澜次又一次激起我们心中的波澜。。

采访时采访时，，许多人说许多人说，，写写敖汉的女人写写敖汉的女人

们们，，她们最不容易她们最不容易。。是啊是啊，，男人外出打工男人外出打工，，

治沙会战任务交给她们治沙会战任务交给她们，，白天会战白天会战，，晚上回晚上回

家做饭家做饭，，喂猪喂鸡喂猪喂鸡。。一位老乡说一位老乡说，，有一位妇有一位妇

女坐在灶前女坐在灶前，，就疲惫得睁不开眼了就疲惫得睁不开眼了，，火着出火着出

了灶门了灶门，，燎着了头发眉毛……早晨燎着了头发眉毛……早晨，，她们用她们用

毛驴车把孩子拉到毛驴车把孩子拉到““沙窝子沙窝子””。。孩子小孩子小，，撒撒

不开手不开手，，放在树坑里放在树坑里。。小小的孩儿们无论小小的孩儿们无论

怎么挣扎都离不开妈妈的视线怎么挣扎都离不开妈妈的视线。。一根草棍一根草棍

或一块石子儿或一块石子儿，，他们会玩儿上半天他们会玩儿上半天，，困了困了，，

驴车旁驴车旁、、树坑里树坑里、、沙窝子上沙窝子上，，就是他们的床就是他们的床，，

尘土落在脸上尘土落在脸上、、身上……身上……

孩子们孩子们，，也许你们根本弄不懂妈妈以也许你们根本弄不懂妈妈以

及父辈们在干什么及父辈们在干什么，，但绿山青山会告诉你但绿山青山会告诉你，，

他们在做一件流芳百世他们在做一件流芳百世，，造福后代的事造福后代的事，，他他

们在为了你们筑幸福之厦们在为了你们筑幸福之厦，，修葺花草的乐修葺花草的乐

园园。。朦胧中或许你们可以记住一些吧朦胧中或许你们可以记住一些吧，，成成

为你们人生中的第一个记忆为你们人生中的第一个记忆，，长大后你们长大后你们

也会把父辈们的故事讲给你们的子孙听也会把父辈们的故事讲给你们的子孙听！！

采访车向三十二连山主峰挺进采访车向三十二连山主峰挺进，，梯田梯田

一圈一圈从山脚盘旋向上一圈一圈从山脚盘旋向上，，层叠错落层叠错落，，天梯天梯

般深入云霄深处般深入云霄深处，，每至夏秋一道道梯田或每至夏秋一道道梯田或

金黄金黄、、或雪白或雪白、、或青葱或青葱，，充满了欣欣向荣的充满了欣欣向荣的

激情激情。。点缀在梯田旁的村庄点缀在梯田旁的村庄，，似挥洒泼墨似挥洒泼墨

的山水画卷的山水画卷。。

远处远处，，几个农民正在梯田里侍弄着秧几个农民正在梯田里侍弄着秧

苗苗，，弯腰弯腰、、挥锹挥锹、、推进推进。。

此情此景此情此景，，宛如昨日宛如昨日。。由今天追溯到由今天追溯到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回到敖汉造林我们回到敖汉造林

的起点的起点，，一幅幅感人的画面再次浮现一幅幅感人的画面再次浮现：：

““干干””牧民邓玉海因车祸双腿致残牧民邓玉海因车祸双腿致残，，他拄他拄

着双拐来到治沙现场着双拐来到治沙现场，，双腿跪地挖坑埋柳条双腿跪地挖坑埋柳条。。

““走走””7676 岁的老人李玉林岁的老人李玉林，，和老伴带着和老伴带着

年仅年仅 77岁的孙子走进了沙窝子岁的孙子走进了沙窝子。。

““听听””兴隆洼镇大卧铺村村民徐显海兴隆洼镇大卧铺村村民徐显海，，

在大儿子坟前喊出了在大儿子坟前喊出了““治不了黑风岭治不了黑风岭，，老死老死

不下山不下山””的铮铮誓言……的铮铮誓言……

站在大黑山站在大黑山，，极目远眺极目远眺。。我们感慨万我们感慨万

千千，，不禁遐想不禁遐想，，3030 年间年间，，是什么让敖汉人民是什么让敖汉人民

为曾经蛮荒的土地重披绿装为曾经蛮荒的土地重披绿装，，使得饱经风使得饱经风

霜的人民重获笑颜霜的人民重获笑颜。。

““不干不行不干不行、、干就干好干就干好””。。

———我想—我想，，这这，，就是敖汉人战胜自然的就是敖汉人战胜自然的

精神所在吧精神所在吧！！

斗转星移斗转星移，，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过去了，，昔日的少男昔日的少男

少女已经鬓如凝霜少女已经鬓如凝霜，，一些人随风而逝一些人随风而逝，，与沙与沙

长眠长眠。。沧海桑田沧海桑田，，曾经贫瘠和绝望渐渐远曾经贫瘠和绝望渐渐远

去去，，与亲人战友长眠的土地早已是佳木繁与亲人战友长眠的土地早已是佳木繁

荫荫、、野芳幽香野芳幽香。。

———绵延千里的敖汉大地—绵延千里的敖汉大地，，经历着由经历着由

黄到绿的神奇转换黄到绿的神奇转换。。敖汉造林人敖汉造林人，，如同山如同山

一样巍峨一样巍峨，，树一样挺拔树一样挺拔，，继续在讲述着无数继续在讲述着无数

与绿色有关的故事与绿色有关的故事。。

——敖汉旗防沙治沙纪实
记者 李震宇 王丽超

绿水青山告诉你

造林现场造林现场。。

敖汉旗治沙成就敖汉旗治沙成就。。
本版图片由敖汉旗委宣传部提供本版图片由敖汉旗委宣传部提供

上下同心 筑起防沙屏障

敖汉旗大黑山林场，海拔1033米的林海深处藏着一座瞭望台，这是护林员林树春的“家”。
一头毛驴、一口井、一个望远镜，万亩林海，每天不到6点醒来，每15分钟瞭望、报告一次，直到21点起，换为每1小时瞭望、报告一

次，林树春一干就是28年……
绿了大黑山，白了少年头。如今，林树春已是满头华发，脸上皱纹似刀刻斧凿。如林树春一般，在敖汉，每一抹绿色背后都有一个奋

斗故事。70多年来，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敖汉人创造了沙地变林海的绿色奇迹。

78岁的黄羊洼镇哈沙吐村的贾国新不

会忘记，60 年前，黄沙四起时，风翻越山岭

就如同机枪扫射，“发了疯”不宁不息。睡

觉醒来，嘴里沙土蹭牙，被褥提起来一抖，

沙尘簌簌落地。庄稼更遭罪了，正是果树

初花、庄稼幼苗贪长的春天，风沙却疯狂肆

虐，一场风沙，花朵、幼苗被打死、埋葬，有

的苗都长了两三拃长，一场风沙打死了，庄

稼哪有活路？七灾八难的，绝收的年景是

经常的。更可恶的是风四季不绝吹拂，很

多村民含泪举家搬迁……

“向北，科尔沁沙地黄沙漫漫。往南，

山区沟壑纵横。”旗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梁

国强说，“面对风沙沟壑，敖汉退无可退。”

1959年、1960年，敖汉旗相继作出两个

历史性的决策——《改造沙漠规划方案》、

《三年绿化北部的决定》。敖汉打响风沙阻

击战第一枪。

位于敖汉旗北部的榆树林子村，曾是

全旗出名的贫困村，50多年前，这里黄沙漫

漫触目惊心。每年随着狂风向东南移动，

侵 蚀 着 良 田 ，威 胁 着 村 庄 。 从 1947 年 到

1957 年，就被它“吞”了 2800 亩良田，撵走

一个村庄，埋掉 140 多间民房。人们对这

条巨大的“沙龙”畏惧、无奈……照这样下

去，100年后，榆树林子将无地可耕。

“难道让沙子压咱们一辈子，治不了

沙，我就死在这里！”1958 年冬，杨占荣就暗

暗地下了这个决心。

1959 年的一个雨后，时任村党总支书

记的杨占荣像一位将军，排兵布阵，给全村

上万亩沙地划上网格，集中力量，带领 130
多人，用密密麻麻的树枝在一个一个的沙

丘上栽上十几层防风障，里面种上沙蒿籽，

雪里洼，青、白柳。

到了秋天，沙蒿和雪里洼长到一尺多

高，青、黄柳长到二尺多高。固沙实验成功

的 消 息 ，像 春 风 一 样 传 遍 了 全 大 队 全 公

社。这年秋天，全大队 800 多人参加了固

沙的战斗。从此，榆树林子的治沙工作，一

呼百应，指到哪干到哪。

时势造英雄，在杨占荣的带领下，男女

老少披星戴月，4 年植树不辍，到 1962 年，

仅四年时间，治沙面积已达 17800 多亩，其

中纯治面积 9500亩、封护面积 8300亩。

不甘命运、坚韧不拔。从新中国成立到

1980年的30年间，敖汉人工造林近200万亩，

水土保持180万亩，种草保存面积40万亩。

一个村，折射一个旗。敖汉旗地处科

尔沁沙地南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旗 8300
万平方公里土地，荒漠化面积高达 6300 平

方公里，占比 76%，自然植被不足 10%，粮食

总产量不足 1亿斤。

为了生存，为了子孙，一代造林人殊死

奋战，在敖汉这块千沟万壑的版图上谱写

了一部叱咤风云、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

追逐梦想 让荒漠变绿洲

驱车来到敖汉旗北部，举目四望，树木

葱茏。这里是长胜镇乌兰巴苏村，村庄沙

海环绕，形似一支遒劲的树杈，直插科尔沁

沙地。

早先，可不是这副模样。“一碗米、半碗

沙，走一步、退半步。”78岁的原党支部书记

于顺，对当年风沙肆虐的情形记忆犹新，

“夜里风势一大，早上得翻窗出去，清理掉

齐膝深的流沙才能打开屋门。”

“ 沙 进 一 步 ，人 退 一 步 ，啥 时 候 是 个

头？”于顺急了，挨家挨户做工作——种树，

治沙。

“沙窝窝里栽树，怕不是瞎子点灯白费

蜡”一开始，应者寥寥。当时，所有人都认

为于顺脑袋被驴踢了。这里黄沙一片，哪

见长过一棵树？

然而，于顺认准的事就是板上钉钉。

树真的种活了！在乡亲们惊异的目光

中，于顺大手一挥，带领 10 几名党员开进

“狼窝沙”。

结果是铩羽而归。

风沙肆虐的沙地，治沙并不像他的名

字一样顺利。

治沙期间，于顺带着群众顶着大风刨

沙、挖坑、栽树，狂风来袭，人都站不住，匍

匐在地，就像战场上潜伏的士兵，刚刚栽的

小 树 苗 不 是 被 连 根 拔 起 ，就 是 被 黄 沙 掩

埋。待风减缓，他们从地上爬起，将一棵棵

树苗捡回来，重新栽上。沙区温差大，气候

异常，中午烈日炎炎，离家远无法回家，热

了就把铁锹插在沙地里，上面搭个衣服，就

算遮阳了，渴了就到牧民那里要口水喝，饿

了、困了就跟牛羊倌儿吃住在一起。

一年失利，来年再战。战斗 30 年，终

于大获全胜。

山村绿了，看着家像个家，村庄像个村

庄，村民也看到了种树的好处，潜藏在乌兰

巴苏村人心中种树的欲望被唤醒，种树的

人多了，一种就是 30 年，全村 2.8 万亩沙地

百分之百达到了绿化标准。

采访中我们连问了于顺三个问题——

假如风沙再起，你怎么办？假如再回

到 50 年前，你想干什么？假如给你比党支

部书记更高的职位，你怎么选择？三个“假

如”同一个回答——继续治沙！

1979 年，借助“三北”防护林项目，敖汉

旗顺势而为，全面部署治沙。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当年，敖汉旗委、政府就作出了一个事关全

旗生态建设的重要决策——《关于大力开

展植树种草和防沙治沙的决定》。决定带

领全旗人民开展集团作战，北部沙区防风

固沙，南部山区小流域治理，敖汉不绿，誓

不收兵。

33 年前，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24 岁

的鲍永新和于艳文刚刚完婚，就赶着一辆

牛车走进沙地。牛车是借的，全部家当只

有两只木箱和一只铁锅。他们身无分文，

但心里却升腾着青春的热望。他们用塑料

布和木杆支起窝棚，在棚外挖个土坎支起

铁锅，就成了他们的家。从此，亘古寂寥的

沙地因两个年轻人的到来而有了生气。

“用水难，套上马车去拉水，再一桶桶

拎上沙丘；挖坑难，一边挖坑一边浇水，防

止流沙回填；存活难，风沙卷走一棵补种一

棵，摸索出一整套沙上种树好法子……”鲍

永新和妻子于艳文一干就是 30年。

最 终 ，在 1.2 万 亩 沙 窝 子 上 ，种 下 了

17.8 万棵杨树，3000 亩黄柳，4000 多亩杏

树，还有山竹子、沙打旺、沙蒿等牧草，一望

无际的沙漠在他们的手中变成了绿洲。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棵树到一片

林，治沙造林七十余载，敖汉人交出了一份

优异答卷——据 2022 年国土空间规划造

林绿化空间统计，敖汉旗沙区经过多年治

理，沙化土地面积已由上世纪 259 万亩减

少到 10.8 万亩，区域小气候有了明显改善，

与六七十年代相比，全旗年均降水量增加

30.5 毫米，无霜期延长 2 天，平均风速降低

1.65米每秒……

众志成城 书写绿色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