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倔强守望，胸怀一个
绿色梦想

“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要
想治理好这片沙海，比登天还难……”
多年前，王中强第一次听到一位治沙专
家的断言，心中泛起一阵苦楚。

今年 61 岁的王中强，是内蒙古军
区鄂尔多斯军分区杭锦旗人武部一名
老兵。杭锦旗不仅是他戍守的地方，也
是他的家乡。
“ 沙 区 无 路 、无 电 、无 水 、无 信

号……几乎与世隔绝，牧民去趟镇上得
走好几天。”聊起多年前杭锦旗地区脆
弱的生态环境，王中强至今记忆犹新。

有时一夜的工夫，黄沙就堆上了房
顶，顺着沙丘可以走上自家屋顶；地里
头天种上庄稼，刮了一夜大风，第二天
庄稼全被黄沙掩埋了。

镇上的老人回忆说，最令人揪心的
是 1958 年的春天，库布其沙漠边缘的
乌素苏木镇，接连刮了好几场沙尘暴，
沙漠中吹来的黄沙笼罩了多个村子，一
连数周黄沙遮天蔽日，白天也见不到阳
光，村民们称其为“大黑风”。
“‘大黑风’刮来，窗户纸被风沙撕

扯得稀烂，许多人家只好将睡觉时盖的
毛毡铺在窗户上，遮挡风沙。”王中强
说，风沙来了人出不了门。一天晌午，
他从屋里出去喂马，顶着风沙转了一
圈，愣是找不见马圈。

库布其人饱尝荒漠化之苦。人武
部老兵王保虎，对当年的一场黑沙暴记
忆深刻。

一次，他赶着马车去镇上，回家路
上突然狂风大作，眼看着黄沙从空中
倾泻而下，大白天竟然伸手不见五
指。所幸“老马识途”，沿着老路，马带
着他摸黑回到村里。

马头琴呜咽，再动听悠扬的牧歌也
多了几分苍凉。沙进人退，面对大自然
毁灭性的力量，许多农牧民只能眼含热
泪，无奈地远走他乡。

杭锦旗锡尼镇以东 18公里处的锡
尼卜拉，原先居住着 20多户牧民。上
世纪 80年代，风沙吞噬了大片牧场，王
保虎家就曾是迁徙大军的一员。

当时，流动的沙丘离王保虎家只
有十几米。房子随时可能被掩埋，
草场沙化，牛羊养不活。父母亲不
得不卷起铺盖，带着年幼的王保虎
离开了家。
“这辈子宁肯治沙累死，也不能让

风沙给欺负死。”倔强的王中强没有
走。那时候，他经常会做同一个梦，梦
见家乡的某一个地方突然出现一片绿
洲，绿树成荫，碧水荡漾，丰腴的草场上
牛羊成群……

这个绿色梦想，几十年来一直陪
伴、激励着王中强和战友们。

如今，这个梦想正在变成现实。夕
阳下，老兵王中强抚弄着沙柳的嫩叶，
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内心有一种由
内而外的满足。

顽强治沙，从“五棵
树”到“万亩林”

“一定要把南移的沙漠拦腰斩断。”
20 多年前，刚刚就任杭锦旗人武

部部长的王中强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定
下决心——“把这事干成，就算没白活
这一遭。”

生在沙漠、长在沙漠的王中强知
道，沙漠里难有植物，但并不是没有植
物，有些沙生植物在沙漠中照样可以存
活。沙漠是流动的，它能来就能走，只
要能把沙生植物连成片，就能把流动的
沙漠“固定”，慢慢逼退沙漠。

立下这个誓言的当年春天，王中强
带领杭锦旗人武部全体官兵和职工，背
着帐篷，毅然走进沙漠，开始了他们的
造林行动。

24个人，整整 48天，他们吃住在沙
漠里。

汽车进不去，树苗只能靠人肩扛，
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

黄沙灌满了头发，他们就把头发剃
光；嘴唇干裂了，他们涂点唇膏；沙漠紫
外线辐射强，人人脸上脱了几层皮……

栽一棵树，只有深挖 1米以上，才
能见到湿土层。他们肩扛沙柳苗、身背
水箱，一边种树一边浇水，用艰辛和汗
水栽下一棵棵希望之树。

然而，现实太残酷了。一场风沙过
后，辛苦一年的心血荡然无存，不少职

工难过得掉下了眼泪。
一年失利，来年再战！倔强的王中

强像一匹吃苦耐劳的马一样，耕耘着这
片先人放牧的草场，死死守护库布其。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空酒瓶“插
绿赏花”中得到启示，找来空矿泉水瓶，
灌满水后插上 5 棵胡杨树苗埋进沙
里。几个星期过后，奇迹终于出现了，
树苗长出了根须，这 5棵树在“死亡之
海”扎下了根。

翌年春天，王中强带领官兵用这种
方法栽种了 4000 棵胡杨苗，经过一年
的精心呵护，竟然成活了 85%，王中强
和战友们高兴极了。

他们爬上高处，极目望着这片绿
色，不禁感慨：“就跟做梦似的！”

打那以后，王中强更加坚定了他的造
林治沙之路，而“五棵树”也成为人武部官
兵进军沙漠的精神象征——

每年进驻大漠植树造林，军分区都要
在这里召开动员大会；专武干部任职第一
课设在这里，民兵整组和开训动员设在这
里；执行重大任务，官兵们都要从这里宣
誓出发……

20 多年间，王中强带领官兵们探
索出“固身削顶”“撵沙腾地”“乔灌草齐
拉法”等 10余种治沙绿化方法，发明了
“容器植树法”“秋埋春露法”“模拟飞播
法”等栽种方法，精选了沙柳、沙棘等
10 多个适合沙漠栽种的树种，在全旗
推广，苗木成活率很高。

树种活了！远离故土的人们回家
了！在王中强的建议下，人武部又将一
份无偿支援树种的“承诺书”贴到乡政

府门口——“齐心协力来治沙，我出树
苗你来栽。”

上世纪 90 年代，王中强开始带着
乡亲们治沙种树，一排排小树苗“嗖嗖”
往高蹿，老兵的腰却慢慢佝偻了。有一
天，王中强一头跌倒在工地上，大口大
口往外喷血。

乡亲们心疼地说：“老王，这是撅着
了。”
“撅着了”的王中强却一天也不愿

歇着，养好了病，他又开始栽树。谁要
是想动他一棵树，他跟人拼老命的心思
都有。在他的精神感染下，整个杭锦旗
掀起一股股“绿色浪潮”，“政府林”“企
业林”“学生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
茫茫沙海。

如今，人武部在沙漠南沿建起了占
地 7.6万亩的“万亩林”生态基地。这条
“绿色飘带”始终以每年 200亩的速度，
涂染着荒漠，逼退黄沙。

潜心护绿，让无人区
变成聚宝盆

汽车沿着库布其沙漠里的 109 国
道，一路向西。

小吃店、超市、农家乐的招牌不时
闪过。在不少农家院落里，还能看见颜
色鲜艳的越野车等待租赁。

治沙与治穷并举，正让越来越多背
井离乡的外迁村民回归故里。
“被风沙赶走的父母亲，念念不

忘的始终是这片乡土。”回到幼时的
故乡，老兵王保虎眼里涌动着幸福的
泪花。

2012年从部队退伍回来，王保虎就
向人武部申请，自愿在自家牧场植树。

短短几年间，他家原本已经完全沙化
的牧场，又重现生机：满眼的绿色，成群的
牛羊，绿油油的庄稼。父母向往的生活不
仅回来了，而且比过去更好。沙地种上
树，父母担任护林员，日子越过越红火。
“过去让人望而生畏的无人区，正

变成勤劳致富的聚宝盆。”治沙取得阶
段性成果后，人武部官兵没有停歇，继
续带领乡亲们向沙漠要效益、奔小康。

近 20年间，王中强领着官兵在“万

亩林”生态基地里种树、种庄稼、种蔬
菜、种药材，并用形成的“植物链”来饲
养牛羊鸡鸭，养殖动物 30余种 1500 多
只。周边的农牧民，瞅着这一“种养殖
混合模式”又环保又经济，络绎不绝前
来取经，纷纷加入“治沙致富”的大军。

沙漠种沙柳，沙柳养绿地，绿地变良
田，良田种饲草，饲草搞养殖，养殖变资
金，资金再投入……良性循环的治沙模
式，让昔日沉寂之地渐渐热闹起来。

民兵乌日更达赖，得到人武部的帮
助后，在自家的草场开始种植沙柳，经过
10余年的发展，现已拥有林地3万余亩，
养殖牛羊数百头。如今，靠绿色理念致
富的他，不仅住上了新房子，开上了小汽
车，还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沙漠里种下一棵树，就是种下了

希望。”如今，已经退休的王中强，仍然
每天都要去“万亩林”走一圈。他对牧
民说，自己是库布其沙漠走出来的苦孩
子，顶着库布其沙漠的风沙长大，咱们
只要肯吃苦、爱动脑筋，就一定能走向
富庶。

在杭锦旗，靠植树致富的牧民越来
越多，当地牧民每户每年都能从植树中
获得数万元收益，家家户户安上了风力
发电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小康”生活
真的来了。

黄沙，如今在这里已失去了兴风作
浪的气势。今天的库布其，俨然已是各
类野生动物、鸟类的新家园，森林覆盖
率 15.7%、植被覆盖率 53%，成为全球防
治荒漠化的“样本”。

挺立在风沙中的绿林，不择环境、
深扎土地，像极了那一个个耕守在沙漠
深处坚毅的背影。

从惧怕沙漠到亲近沙漠，从征服自
然到尊重自然，库布其治沙的故事还在
继续，那一个个身影仍在坚守。

10年间，有 170余批次的团队来到
“万亩林”生态基地参观，数万中小学生
参与到造林治沙的行列中来。一个个
治沙故事、一片片绿意生机，在这片沙海
顽强扎根，播种下人类向沙漠进军的新
希望。

图①：当年的王中强；图②：王中强
眼中的库布其“绿海”；图③：植树治沙
的艰难岁月。 照片由本人提供

守望库布其沙漠的绿色梦想
■本报记者 钱晓虎 武元晋 通讯员 杨建荣

一排蓑羽鹤振翅翱翔，划过天际。
每年春天，它们离开南亚次大陆，飞越喜马拉雅山，飞越九曲黄河，飞

越鄂尔多斯高原，来到北方的繁衍地。
蓑羽鹤羽翼下，库布其这片昔日不毛土地如今呈现一派盎然生机——

气势磅礴的“万亩林”，和一簇簇顽强伸展的绿色藤蔓一起，滋润着库布其
沙海。爬上一道山梁，老兵王中强眺望远方，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眼
前的美景，不正是他心中的那个梦吗？

700多年前，这里也曾森林茂密，水草丰美。传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
兵远征西夏时途经这里，在惊叹迷人美景时，竟失手把马鞭跌落。

岁月漫漫，黄沙漫卷。不知从何时起，风沙吞噬了良田牧场，黄土掩埋
了庭院村落。曾经绿意盎然的库布其，一度被称为“死亡之海”。

保卫田园，保卫村庄，保卫母亲河！自上世纪 80年代末开始，一场旷
日持久的治沙战斗在库布其打响。内蒙古军区杭锦旗人武部老兵王中强
和战友们，成为这场战斗中最执著的守望者，书写了一部人进沙退的时代
传奇。

荒漠中，那一个个倔强的身影，给了库布其精气神，也给了百年荒漠
崭新容颜。他们精心耕守着这美丽的家园，一往无前地辛勤建设着这幸
福的家园。这一切，都为了他们心中的绿色梦想。

刚刚过去的国庆小长假，蓝天白云

让北京城处处美景呈现，微信朋友圈里

“北京蓝”又一次被刷屏。

如果说多年前的“APEC蓝”曾引发

人们思考——“如何留住APEC蓝”，那

么今天，人们在享受越来越多蓝天白云

的同时，更多关注的则是“生态美景从

何而来”。

在距离北京800多公里的鄂尔多斯高

原北部，横卧着一条长约400公里的“黄

龙”。它像一把弯弓，将滔滔黄河拉出一个

“几”字。这里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也

是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沙漠。

也许有人还记得2000年那个令人陡

生寒意的春天：北京连续遭受沙尘暴袭

击，多日黄沙弥漫。荒漠化一度成为人们

心头的痛。

时隔18年，今天人们走进鄂尔多斯

大地，随处可见如绿毯一般的青草，“穿

沙公路”旁已是绿树成荫、灌木簇拥，蜿

蜒伸向库布其沙漠腹地。

是无边的绿海，让“沙起库布其，数

小时后扬落京畿”成为历史。在这一道

道绿色屏障的耕守者中，有着众多的

“绿色身影”。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的事业。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

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习主席在

视察部队时强调，要支持和参加地方生

态文明建设。多年来，广大官兵秉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自觉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生态文明建

设相统筹，积极投身美丽中国建设，书

写了精彩的“绿色答卷”。

距今2000多年前，汉武帝派张骞出

使西域。清脆的驼铃、寂静的戈壁，拖

拽着张骞一路西行的身影，留下串串艰

辛的足迹。13年时间，张骞率领驼队，

在戈壁上走出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伟

大通道，使东方和西方从遥遥相望到心

手相牵。这，大概是中华民族最早具有

文化意义的“征服沙漠”之举。

历史发展到今天，这种“征服”延伸

为“治理”。与恶劣生态环境作斗争，广

大军民以愚公移山精神、以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韧劲干劲，投身绿化沙漠事业，

用实际行动绘就绿水青山的美丽画卷。

防沙治沙，征途漫漫。每种一棵

树，都是改造荒漠的承诺；每治一片沙，

都是在靠近美丽中国梦想。

对于一般人来说，绿色是浑然不觉

的。对驻守库布其沙漠的官兵来说，绿

色并非大自然的馈赠，而是艰苦奋斗、

埋头苦干、不屈不挠的果实。你很难想

象，那么多“愚公”奉献青春和汗水，把

治沙当做一种事业。他们埋头奉献，不

离不弃，治沙也成了他们生命中最透亮

的声响、最深沉的底色。

沙区的绿色，总有故事，总有奇

迹。怀揣美丽中国梦想的驻库布其沙

漠军人，他们骨子里的坚韧与坚持，是

能够在偏远沙海坚守一生的生动诠

释。因为这份坚韧与坚持，那一片片

“不可治愈”的沙地，终于在他们手中长

成了希望。

当保卫祖国使命与建设祖国行动

融为一体，美丽中国画卷中除了天蓝、

地绿、水净，更有和平的阳光和阳光下

孩子的灿烂笑脸。

让守卫的地方变得越来越美，这是

新时代军人的永恒梦想。

每治一片沙，都在靠近美丽中国梦想
■陈小菁

“20秒种下一棵树。”如果不是亲眼

所见，你一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久前，走进库布其沙漠腹地的“万

亩林”生态基地，正在这里开展役前训练的

双合格应征青年金新昊，让我大开眼界。

金新昊手握一个长管状设备，设备顶

部安装着“水流控制阀”，通过软管连接水

源。他将设备底部对准沙地，利用水流冲

击力，很快“挖”出一个坑。这时，身旁的

战友迅速将树苗插在坑中。

从“挖坑”、栽苗，到培土、浇水，前后

不过20秒，树苗便栽种成功。

为我们演示的金新昊说，与传统方法

相比，“新型水枪栽种法”更适宜于沙地种

植环境，栽种过程便捷、树苗成活率高。

“传统的种植方法是先在地上挖个

坑，再把树苗移进去。这种方法容易破

坏土壤生态和结构，且挖坑过程费时费

力，种植效率很低。”杭锦旗人武部部长

胡建军说，“在沙漠上种活一棵树，不比

养活一个孩子容易。”

在沙漠上种树难在哪？

沙土缺水，甚至要深入地下数十米

处才能找到水。想要在沙土中种活树，

绝非易事。在栽种过程中，如果只用水

枪“挖”出一米深的坑，却不能保证水源

的持续供给，再耐旱的树苗也难成活。

为解决这一难题，库布其军民在专

家指导下，研究创新了“螺旋钻植树法”。

“简单地说，就是用一个带螺旋钻的

‘打孔杆’在沙地里挖坑。”胡建军说，这

个“打孔杆”的一头与储水车连接，可在

挖坑的同时为树苗浇水，一旁的人顺势

在孔中插入树苗，再夯实沙土，一棵树苗

就种植完毕。

依靠科技力量，植绿治沙的效率成

倍提升。

在一座流动沙丘前，杭锦旗人武部

民兵训练基地主任高立军说，未来，他们

将在这里栽种一片红柳林。

为提升治沙效率，人武部与驻地高

新技术企业签订协议，利用“大数据”对

若干年来的“沙漠风向条件”进行分析，

并借助风向特点，探索出在“流动沙丘迎

风坡”进行植树造林的方法。

“其最高栽种位置，一般为迎风坡高

度的四分之三处，这样栽种成活的树苗，

既可起到挡风效果，同时风力还将逐渐

削平未造林的沙丘上部，从而使流动沙

丘高度逐渐下降……”高立军说。

沙丘披绿衣，沙土变良田。

30年间，库布其沙漠的年平均沙尘

天气由50次减少到现在的1次，年降雨

量由不足100毫米增长到400多毫米，

沙漠治理率达25%，“沙进人退”的趋势

得到有效控制。

“这里曾经是一片无边的沙漠，风

沙让心灵受尽了折磨。这里如今用汗

水染绿了沙漠，感动的腾格里送来了春

雨……”一首《绿色鄂尔多斯》歌曲，唱

出了库布其生态的沧桑巨变。

“当年流沙快把村子吞了。”胡建军

说，“现在树啊草啊，还有庄稼，又把沙子

踩在脚下了。随着外迁人员陆续回归，

杭锦旗乡每个村的人口都有大幅增加。”

“希望自己种的树苗，明天能长成一

道绿色长廊。”金新昊说。

上图：库布其荒漠的变迁。图①：茫
茫沙海；图②：官兵不屈不挠精耕，科学
治理；图③：绿色屏障。 王建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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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种树“难”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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