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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人天生与绿色有缘。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军绿色的制服、军绿色的涂

装，构成了人们对这支军队的鲜明印象。

中国军人天生与绿色有缘。无论是

高原海岛还是大漠戈壁，无论是缺水缺

土还是炎热寒冷，只要是有中国军人驻

守的地方，就有树扎根，有花开放，有绿

色的生机盎然。

在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山河的画卷

上，这种独特的“军绿色”格外醒目。它

们往往是在最贫瘠的地方生长，在最恶

劣的环境里扩张。

西藏那曲曾经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

活树的城市。这里平均海拔超过 4500

米，年平均气温低于零下2摄氏度，地表

以下是永久性冻土层。无论对于乔木还

是灌木来说，这里都是生存禁区。为了在

这里种活树，西藏军区那曲军分区的官兵

没少想办法，挖深坑、筛羊粪、铺地膜、裹

被子……半个多世纪以来，官兵们栽下了

不计其数的树苗，虽然没有一棵存活下

来，但播种绿色的愿望依旧强烈。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曾有一句顺口

溜：“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这里是

京津风沙源之一，为了改善生态环境，驻

守塞北的第81集团军某旅连续10年参

加部队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的植树项目

建设。这一项目累计完成植树造林近

10万亩，在祖国北疆建起了一道巍巍绿

色“长城”。

这些播撒绿色的身影不仅战斗在大

地上，也飞行在天空中。西部战区空军

航空兵某团是全军最早、目前唯一执行

飞播造林任务的部队。过去的30多年

里，这些“播绿之鹰”飞过了祖国西部7

个省（自治区）的300多个播区，飞播造

林总面积超过了2600万亩。

一份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军各

部队在抓好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投身

生态环保建设，先后出动兵力200余万

人次，种植各类树木2600多万株，绿化

面积30多万亩。

这些播撒在祖国大地上的一抹抹

“军绿色”，是人民军队响应党中央号召

持续植树造林的见证，也凝聚着子弟兵

特殊的情感——

在航天城酒泉，60多年的时间里，

当地军民在瀚海戈壁栽种胡杨118万多

亩。在这里，每一棵树，都寄托着官兵建

设第二故乡的美丽愿景。

在“云中哨所”詹娘舍，大风把卫星电

视接收器拧成了麻花，浓雾和积雪笼罩的

山体寸草不生，罐头盒子里长出几株绿

苗，就成了哨所官兵最心爱的宝贝。在这

里，每一点破土而出的绿色，都饱含着官

兵与恶劣自然环境搏斗的勇气。

在“南海戈壁”中建岛，“种活一棵树

比生孩子都难”。但每个官兵上岛后，即

使从远隔山海的大陆老家背土，省下饮

用水灌苗，也想在这有火岛、风岛之称的

海岛上种下一棵“扎根树”。如今，1.5平

方公里的小岛上已成活6000多棵马尾

松。在这里，每一棵树向下生长的根须，

都诠释着战士扎根边疆的决心……

对于中国军人来说，植树绝不仅仅

是一项支援地方建设的任务。它是寄

托官兵家国情怀的一个生长点，也是解

读官兵精神世界的一页宣言书。当春

风又一次吹绿祖国大地的时候，请记

住，这满目苍翠之中，有一种特殊的绿，

叫做“军绿”！

植树造林，有一种绿叫“军绿”
■王天益

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春天总是来
得有点晚。 3 月上旬，许多城市气温
转暖，位于沙漠深处的西部战区空军
雷达某旅雷达站，气温还在零摄氏度
以下。

每年春天，雷达站都会组织官兵在
戈壁滩上种树。这些天，站长顾继军带
着连队骨干围着营区转了一圈，细细地
数了数营区里成活的树和枯死的苗，思
量着今年的植树计划。

站在门口那片密集的小树林，顾继
军打量着一棵光秃秃的小树，摇了摇树
干，面露喜色：“结实着就好，你们可是滩
上的宝贝疙瘩啊！”

雷达站的驻地，蒙古语的意思是“有
大树的地方”。一年中，这里刮 5级以上
大风的日子超过 200天，全年干旱少雨，
沙尘暴频频光顾，冬季最低气温达零下
30 多摄氏度。雷达站组建之初，这个
“有大树的地方”其实没有一棵树。

如今，雷达站营区里已经长成 300

多棵树。槐树、榆树、红柳、沙树、梭梭、
胡杨树……一到夏天，在戈壁滩上远远
就能看到这抹绿。

一棵大树在戈壁滩是非常罕见的，
也是令人敬畏的。人们敬畏其扎根砂砾
之中，受尽风吹日晒，茕茕孑立于天地之
间的坚韧。也难怪，当地牧民都喜欢在
大树上系上表达祈祷的彩色飘带。

在戈壁滩，种活一棵树并非易事。
因为缺水、缺土还多风，许多种下去的树
苗在“襁褓”中就被风吹“夭折”了。

为了提高成活率，种树的坑，官兵
们得挖上 1米长宽、1米深，还在坑里换
上带泥的土，洒上羊粪等肥料。他们
还会将红柳枝放到加了生根粉的水里

浸泡一段时间后再插枝。即使如此，
因为缺水，雷达站里大部分红柳树还
是枯死了。

2017年春天的那次“树苗意外”，是
官兵心里最深的“痛”。当时，一块地里
育种的白杨树树苗，因浇灌水井临时故
障，全部缺水干枯。
“都怪我，没有提前备足水！”司务长

豆强奎至今感到自责。
戈壁滩上，树的“天敌”除了环境，骆

驼和羊也是“威胁”。为防止种下的树被
破坏，连队官兵围栅栏、砌石墙，想了不
少办法。“戈壁滩上这点绿，对老乡家的
骆驼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一棵树成活太难，每种下一棵

树，官兵都寄托了无限的期望，他们甚至
为这里的每一棵树起了名字。

顾站长初到雷达站时，朝着太阳升
起的地方，种下了一棵叫“阳阳”的槐树，
希望它能够一直向阳生长。雷达技师卢
小勇刚进站不到 24小时，就为连队种下
一棵树，第二天，戈壁滩下了一场难得的
雨，他便给树起名“逢雨”。

二级军士长、雷达操纵员鲁正平去
年种了 3棵树。他说，其中 2棵是为妻子
和孩子种的，树的名字叫“小七”和“仔
仔”，意为守护妻子和儿子。

因为一棵树成活太难，这里宁改一
座楼，也不毁一棵树。2003 年，雷达站
营房整改，为保留 10 多棵碗口粗的槐

树，部队和施工方达成一致，临时修改了
食堂设计方案。16年后，食堂前的槐树
已经长大，满树槐花，满院香气。
“要留人，就得有好环境；要种树，戈

壁滩才有希望。”说这话的，是曾任雷达
站站长的代仁涛。有一年，代仁涛休假
的时候正好赶上植树节，他换上迷彩服，
带领官兵种完树才回家。当年，他们种
下了 217棵树，并且费劲心力，使得大部
分都存活。

在这个雷达站，“前人栽树，后人乘
凉”这句话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雷达站的小数林中，最大的一棵树
是营区菜地的沙枣树。这棵树有两个成
人合抱那么粗，茂密的枝干遮盖了半亩

地，树叶长出时，能阴凉半个菜园子。
据说，这棵树是建站时种下的。当

时围着菜地种了 2圈树，结果只留下了
这一棵“独苗”。每年，雷达站官兵都会
“组团”到树下乘凉、避风、躲沙。

与此同时，每一个在树下乘凉的官
兵，也都希望自己种下的树能够让后来
的战友乘凉。

在山顶的雷达阵地旁边，老兵陈爱
奇退伍前种下了 4 棵拳头粗细的小榆
树。山头上比营区里更冷，风更大，大家
都不相信这几棵树能成活。可细心的陈
爱奇每天都和它们说会儿话，给它们浇
点水。说来也怪，同时种下的树，山下的
枯萎了，可山上的树越长越旺。

临走前，陈爱奇扶着其中一棵较大
的树流了泪。他将保护树的任务传给了
新任职的班长胡锦超。

未来有一天，胡锦超也会退役。想
到这里，胡锦超说，“就把护树的任务交
给下一任班长吧！”

树在大漠扎下了根，一代代种树的
官兵也在大漠扎下了根。当这个遍地黄
沙的地方真的有了大树，种树的人其实
已经守望成了一棵棵树。

大漠雷达站：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有名字
■胡勇华

阳春三月，又到一年植树时。雁门
关内惠风和畅，杀虎口南 30多公里的山
西省右玉县依旧寒风刺骨。

杀虎口是古长城的一处关隘，位于
晋蒙两省交界地、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天
然风口地带。

离开右玉已 5年，武警朔州支队保
卫干事王栋依旧对右玉中队营区里 235
苗树木如数家珍：那里有 125苗松树、70
苗榆树、40苗果树。

之所以用“苗”来形容树木，是因为
在右玉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
难”。辛苦栽培后，树苗往往经受不住狂
风肆虐的考验，存活率不高、生长周期
长。

新中国成立后，右玉县 21届县委、
县政府带领人民群众一任接着一任植树
造林，将森林覆盖率从解放初的不到
0.3%扩大到现在的 50%以上，“不毛之
地”变成了“塞上绿洲”。

武警右玉中队的前身部队于 1953
年组建，建队伊始就投入到当地的造林
大潮之中。历经数次编制调整，换了 22
任中队长、21任指导员，官兵植树造林初
心不改，橄榄绿点染了一片片的黄沙地。

绿色接力，植树事项

写入中队长交接清单

一走进中队，指导员李瑞就带着记
者参观了荣誉室。荣誉室的展柜中陈列
着不少官兵参加植树造林的物件：防沙
面罩、铁锹、镐头、手套、箩筐……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60多年里，
中队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义务植树造
林的传统始终代代传承。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要想在

地理条件特殊的右玉种活树，不能严格
按照二十四节气播种。这里的植树节见
不到人种树，人们的经验是：“要种树，必
须等到五一前后，土壤完全解冻。”

薛宏文是中队第 15 任指导员。作
为朔州人，他从小就听说过右玉的风和
树。

右玉的风曾被当地人分成两种：一
种叫“黄风”，刮起于毛乌素沙漠，能快速

在平地上积起一座沙丘，甚至将人掩埋；
一种叫“黑风”，大风平地而起，能把碗口
粗的树刮断，黄沙遮天蔽日，白天犹如黑
夜。

右玉的树种起来有不少方法：播植
护岸林防止河滩干沙移动；在流动的沙
丘上呈网状开沟，秧苗用结绳压条，固定
沙丘；在侵蚀沟沿和风蚀残堆上不规则
地密集造林种草，之后再不断补植……

2000 年初，薛宏文到了右玉中队，
就带着官兵加入到植树大军中，既把自
己的责任田——“武警林”种好，还帮助
中队的共建单位植树。
“那时参加植树造林可跟现在用亩

来计算不一样，我们都是用棵数。”薛
宏文说。“种树全靠官兵用铁锹挖树
坑，手上磨起血泡、扭伤手腕都是常见
的事……”朔州支队副政委雒晓宇曾在
右玉中队当排长，对种树的经历记忆犹
新。

王栋是中队第 18 任中队长。2012
年 6月，他与第 17任中队长交接工作时，
交接单上清楚备注了不少与种树有关的
事项：树木、路牙石等固定资产和铁锹、
镐头等营产营具有多少；已经种了多少
棵树、多少个树种、哪年栽种的、由谁负

责；植树、养护的时机、方法和注意事项，
等等。

独特的交接内容，并非两位中队长
首创，而是右玉中队几十年来的惯例。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组数字：右玉中
队官兵平均每年义务植树 20余天，先后
义务植树造林 1900亩，并常年养护着约
500亩的“武警林”。
“看，这些树长得不是很整齐，矮一

点的是树枯死后陆续补种的。”望着还未
泛绿的南山，已接过植树接力棒的李瑞
和中队长孟卓盘算起了今年的植树活
动：“天气再暖和一点，我们准备再申请
种一片‘武警林’。”

我们是植树造林的

贡献者，也是美好生态的

受益者

初春时重回曾经工作过的中队，雒
晓宇看着即将发芽的树木，感怀不已：
“今天的右玉，风和日丽，哪还能找到曾

经黄沙漫天的影子？”
雒晓宇记得，自己在中队当排长时，

早上出操前开窗通风，出操回来窗台上
就是厚厚的一层沙土。在弥漫着扬沙的
天气里训练，更是“有种让人窒息的感
觉”。

雒晓宇的感慨也牵动了和雷杰的记
忆。和雷杰是中队第 18 任指导员。
2007 年 10月，中队搬迁至南移民新村。
刚搬入新营区时，除了 5棵樟子松，只有
满院的沙土。党支部带领官兵用红砖、
路牙石、鹅卵石整建营区，先后建成队列
训练场、篮球场、400 米障碍场。然后，
官兵们将右玉植绿的经验用在营区绿化
上，种一年、养一年、补一年，一代接着一
代植绿。

如今，营区大大小小的林木有 342
株，包括杨、柳、松、柏、榆等不同树种，还
新添了山楂、苹果、杏等 10多种果树，黄
瓜、豆角、西红柿等应季蔬菜也在温室大
棚安营扎寨。“您到秋天来，就能吃到我
们自己种的苹果！”负责苹果树种植区的
士官张鹏自豪地说。

中队的变化，只是这些年整个右玉
县翻天覆地变化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右玉，由于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

重，全县粮食作物亩不过斗，人民生活缺
吃少穿。

如今的右玉城，进入夏天，放眼望
去，森林公园满山苍翠，苍头河绿意浓
浓。右玉因此赢得“塞上绿洲”的美誉，
引得无数游人前来观景避暑。
“我们都是植树造林的贡献者，也是

美好生态的受益者。”李瑞告诉记者，这
几年，右玉西口风情生态旅游文化节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中队经常
执行安保任务，“虽然压力不小，但是看
到驻地一派欣欣向荣，我们发自内心高
兴！”

植一棵树不是什么

大事，但从植一棵树到成

一片林，离不开平凡的坚

守

在武警朔州支队，提起右玉中队官
兵，战友们都有一个比较相似的形容词：
“愣”。

这个词在支队政委王亭眼里是褒义

词，代表一种质朴的品质：不善言谈但内
心纯真，不羡繁华却吃苦耐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右玉中队一
代代官兵植树造林，留给世人的除了绿
水青山，更有宝贵的精神财富。

现任支队侦察股股长孙先平，是从
右玉中队土生土长起来的干部。孙先平
告诉记者，在右玉中队，大家平时说话谈
心经常都跟树有关——

入伍之初，班长跟他说：当兵就要有
韧劲，就像门口的那些树苗，一年活不叫
活，三年活才算活。

他刻苦训练，荣立二等功时，中队干
部跟他说：功劳只代表过去，今后的路还
很长，就像“武警林”还有很大的空地等
着咱去植树呢！

当他提干时，支队领导勉励他：要像
在右玉植树，咬定青山不放松，就终会成
功……

在右玉精神的感染熏陶下，孙先平积
极进取，获得了武警部队首批“极限训练
勇士”徽章。如今，孙先平曾汲取到的精
神力量，也在催化新兵呼士杰发生转变。

去年年底，刚下队没几天，呼士杰就
对日复一日执勤站岗的生活感到了厌
倦，站岗提不起精神，训练缺乏激情，学
习也没多大兴趣。

老兵于爱民主动找到他，讲起了右
玉的故事：“士杰，你知不知道咱脚下的
这片土地，十几年前还是一片黄沙，那时
的右玉……”

官兵植树造林的故事娓娓道来，呼
士杰把于爱民的一段话牢牢记在了心
里：“植一棵树不是什么大事，但从植一
棵树到成一片林，离不开平凡的坚守。
社会安全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同样需要
无数个小我坚守寂寞、默默奉献。”

一代代官兵持续树木的过程，其实
也是在潜移默化地树人。官兵们种下了
树苗，也种下了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
神种子。

这个支队的战友们发现，从右玉走
出来的官兵都有股劲。以在右玉中队工
作了两年多的王栋为例：2014 年，王栋
进入支队机关后，连续 4年参加上级组
织的各类驻训比武，个人军政全面素质
一直在支队干部中名列前茅，军事体育
考核成绩始终全优。

2015 年以来，右玉中队已连续 4年
被总队评为基层建设先进中队；2017
年，中队团支部被山西省团委表彰为省
五四红旗团支部；2018年，中队荣立集
体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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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右玉中队连续22任中队长、21任指导员带领官兵接力植树造林——

66年，黄沙地见证“橄榄绿”
■本报记者 张海华 通讯员 孙玉山 龚 伟

植树节特别策划

66年，武警右玉中队官兵换

了一茬又一茬，义务植树造林的

传统始终代代传承。将昔日的

“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他

们是植树造林的贡献者，也是美

好生态的受益者。

图片由作者提供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