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6 月 5 日，在六五环境日当
天，由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上
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绿动
未来”环保公益平台承办，古浪县八步
沙林场协办的绿动未来“沙漠边的孩
子”公益植树活动，再度走进甘肃省武
威市古浪县腾格里沙漠。这是“绿动未
来”平台第二次深入古浪县，40 余名志
愿者携手“六老汉”传人们，在腾格里沙
漠种下逾两万棵梭梭树，落成又一片

“绿动未来爱心林”。

三代人坚守
绿了沙窝白了头

“一夜北风沙骑墙，早上起来驴上
房”、“秋风吹秕田，春风吹死牛”。现任
八步沙林场场长郭万刚对笔者说出了
当地有名的谚语，也是昔日八步沙的真
实写照。1981 年，作为三北防护林前沿
阵地，古浪县着手治理沙漠。对“八步
沙”试行“政府补贴、个人承包，谁治理、
谁拥有”政策，治理沙漠谈何容易，政策
颁布后，响应者寥寥。

土门公社漪泉大队老支书石满第
一个站了出来，和郭朝明、贺发林、罗元
奎、程海、张润元五位年过半百的老汉
在合同上按了手印，以联户形式组建八
步沙集体林场。

为了节省时间，“六老汉”卷上铺

盖 、带 着 干 馍 和 酸 菜 ，吃 住 都 在 八 步
沙。辛苦一整年，终于在沙窝窝里种上
了 1 万亩的树苗。没高兴几天，几场风
沙刮过，成活的树苗不到三成。望着所
剩无几的树苗，“六老汉”并没有灰心，
通过摸索发现，草墩子旁边的树苗成活
率很好。此后，“一棵树一把草，压住黄
沙防风掏”的种植技术成为“六老汉”治
沙的理念。

历经十余年苦战，“六老汉”让 4.2
万亩的沙漠换上绿颜，可他们的头发也
白了。当初的六人中，四人已离世，剩
下两人年龄大了，干不动了。林场组建
之初，“六老汉”就约定了一份特殊的嘱
托，每家必须出一个继承人，将八步沙
治理下去。为了完成父辈的遗愿，郭老
汉的儿子郭万刚、贺老汉的儿子贺忠
祥、石老汉的儿子石银山、罗老汉的儿
子罗兴全、程老汉的儿子程生学、张老
汉的女婿王志鹏，相继接过父辈治沙的
接力棒，成为八步沙第二代治沙人。

石银山向笔者回忆道：“当年老人
们都商量好了，死后不进祖坟进林场，
埋在八步沙旁，看着儿孙们继续治沙种
树。”2003 年，八步沙 7.5 万亩荒漠得到
治理，建成了一 条 南 北 长 10 公 里 、东
西 宽 8 公 里 的 防 风 固 沙 绿 色 屏 障 ，万
亩良田得到保护，荒漠变成了树草相
间的绿洲。

第二代治沙人又主动请缨，将治沙
重点转向腾格里沙漠风沙最为严重的

地方，分别是黑岗沙、大槽沙、莫迷沙三
大风沙口。累计完成治沙造林 6.4 万
亩，封沙育林 11.4 万亩，种植苗木逾两
千万株。此后，第二代治沙人们又继续
挺进距离八步沙 80 公里的北部沙区，
着手治理那边的沙漠。

郭万刚对笔者自豪地说道：“古浪县
剩下的 70万亩荒漠将在未来的 5年～10
年中治理，届时 240 多万亩的荒漠将会
全部被压沙造林，我们的后代就不用害
怕再被黄沙吹跑，也不用担心饭菜里有
沙子了……”

创新治沙助发展
治沙治穷勇向前

围绕国家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八步
沙林场在科学治沙、开放治沙、创新治
沙等方面有了新思路。林场以引进人
才为突破口，大力推行科学治沙的方
法，积极构建科学治沙平台，疏通治沙
区道路，架设了通信网络，探索出“治沙
先治窝，再治坡，后治梁”的新方法，购
买了无人机和虫情检测仪等设备，对林
区管护情况进行巡视和监测，并应用

“网格状双眉式”沙障结构，对治沙工作
进行网格化管理。

作为第二代治沙人的领头人，郭万
刚也挑起了“治沙治穷”的重担。带领
第二代治沙人成立了古浪县八步沙绿
化有限责任公司，先后承接了国家重点
工程西油东送、干武铁路等植被恢复项
目，带领八步沙周边村民加入到治沙造
林的项目中。石银山告诉笔者：“每年

的春季、秋季，都要招募几百人来治沙
种树，每人每天的费用是两百元。”

八步沙林场按照“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在黄花滩移民区流转 2500多
户贫困户的 1.25 万亩土地发展经济林，
种植梭梭嫁接肉苁蓉、枸杞、红枣等农产
品，帮助从山区下来的移民贫困群众发
展特色产业实现脱贫致富。同时，林场
成立了八步沙林下经济养殖合作社，养
殖沙漠“溜达鸡”，年收入可达 20万元。

“六老汉”用一个个治沙奇迹，生动
诠释了从“沙逼人退”变为“人进沙退”
的英雄壮举。40 年前的大漠黄沙转变
为今天的绿水青山，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他们用生命与汗水，铸就了一
道无比坚实的生态屏障，2019 年，中央
宣传部授予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治
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称号。

“绿动未来”平台还组织志愿者们
重走“六老汉”三代人的治沙之路、开展

“八步沙生态研学”主题课堂活动，激励
公众从先进典型中汲取力量，强化自身
生态意识和环保担当，向社会传递以

“人人参与环保行动、人人传播生态意
识、人人受益于美丽环境”为内核的“众
益”理念。郭万刚对此活动表示赞赏：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是一个人的事，
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参与进来，人人贡献
一份力量，才能攻克环境难题。”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任何事业都
离不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只要
共产党员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就能
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
打开一片天地，干出一番事业。2019年 8
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古浪县
八步沙林场时指出，八步沙林场“六老
汉”的英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新时代需
要更多像“六老汉”这样的当代愚公、时
代楷模。要弘扬“六老汉”困难面前不低
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神，激励人
们投身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用力，久久为
功，为建设美丽中国而奋斗。

这既是三代治沙人不竭的精神动
力，更是更多中国人的绿色追求。

致敬，古浪治沙“六老汉”；致敬，生
态文明奋斗者。 霍晶

图为老党员郭万刚在为志愿者们
讲述第二代治沙人的故事。

图为志愿者们与图为志愿者们与““六老汉六老汉””治沙人们共同植树治沙人们共同植树。。

三 代 愚 公 志三 代 愚 公 志 沙 漠 变 绿 洲沙 漠 变 绿 洲
““绿动未来绿动未来””携手治沙英雄携手治沙英雄，，再植爱心林再植爱心林

八步沙地处腾格里沙漠南缘，是甘肃省古浪县最大的风沙口。昔日这里风沙肆虐，沙漠以每年 7.5 米的速度侵蚀村庄
和农田，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1981 年，当地村民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海、张润元六人，在承包沙漠的合同
书上按下了手印，义无反顾挺进沙漠，誓用白发换绿洲。40 年来，以“六老汉”为代表的八步沙林场三代职工，矢志不渝、接
力治沙，至今已完成治沙造林 25.2 万亩，管护封沙育林草面积 37.6 万亩。他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生动书写了“人进沙退”的
绿色篇章，为生态环境的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报与“绿动未来”公益平台联合推出“党徽照耀生态环保铁军”系列专题，
反映各条战线生态环保铁军的先进事迹。今天为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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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拍拍··

上传“随手拍”

时间：2021年 6月 4日
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通
辽市扎鲁特旗鲁北镇
午后的草原上，马儿
悠闲地吃草。

姚雨摄

悠闲夏日

出台民宿产业发展政策，鼓励青年回乡创业，推进生态修复保护芦茨溪

桐庐芦茨村从“卖炭为生”到“共同富裕”
关停退减范围内农业灌溉井
多渠道增补入淖水量

张家口开展察汗淖尔
生态保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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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兆木 何小华 沈纯浩 孙思哲

草木蔓发，鸟语花香。初夏时节，走
进浙江省桐庐县富春江镇芦茨村，一下
子便扑进了绿水青山的怀抱。

村民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不过和昔日相比，如今的芦茨村“吃法”
变了样儿，走出了共同富裕的新路子。

“创业乡村”带动“全民富裕”
“‘五一’小长假接待游客约 7 万人

次，旅游收入大概有一千万元。”芦茨村
党委书记方祖春开心地说，“2020 年虽
然受到疫情影响，但全村旅游收入超过
1.3 亿元，集体经营性收入超过了 180 万
元，村民人均收入有 7.8万元。”

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人的富裕，而
是全村人一起富起来的“全民富裕”。方
祖春把这归功于“创业乡村”的建设。

早年的芦茨，因位置偏僻、交通不
便、产业空乏，是“穷得响叮当”的落后
村。“当时，树一砍就是一片，烧的炭多、
钱也能多点。”方祖春说，“眼看着山上光
秃秃了，烧炭的脚步只能越走越远。”即
使这样，也只能换来温饱。

2012 年前后，桐庐启动富春江（芦
茨）乡村慢生活体验区建设，出台民宿产
业发展政策，村里成立了首个农家乐民
宿协会，打开了发展新局面。

提起这个话头，“画中阁”民宿主陈
敏来了兴致。十多年前，她和丈夫两人
在广东省深圳市打工，年收入将近十万
元，但大城市的快节奏，加上每天重复的
机械式工作，钱是赚到了，快乐却少了。
当收到村里向外出打拼的年轻人发出的
热情邀请时，陈敏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踏

上了回乡创业之路。
“那时候没想到有这么火爆，村里开

通了直达上海的班车后，我们的心里更
有底了。”陈敏说，平时周末，15 个房间
基本处于客满状态，要是旅游旺季，根本
就是一房难求。

在村里漫步，大大小小的农家乐、民
宿，时不时传来阵阵欢笑声。方祖春介
绍，村里大概有民宿240多家，床位4900多
张，而且吃、住、购、娱越来越丰富。

这其中不仅有返乡创业者，更吸引
了一大批外来投资者。“当初只是偶然游
玩，没想到一眼就被这里的青山绿水所
吸引，当即决定留下创业。”来自黑龙江
的宫海涛已在村里扎根。

多元满足追求“全面富裕”
“游客多了，停车方不方便，各民宿

间的客流相差多不多……”听到这些问
题，方祖春介绍起了智能停车管理系统、

农产品网上营销专页、全域民宿资源一
网通等应用场景。在“数字乡村”的新蓝
图里，针对特定人群可实现包括欢迎类、
提示类、引流类、公益类等重要信息的及
时传播。

走在芦茨溪边，一边是苍翠山坡下
清澈的溪水哗哗流过，一边是农家乐、民
宿一字排开，三五成群的游客、忙碌的村
民，都带着满脸的笑意：“一边是绿水青
山，一边是‘金山银山’，这真是名副其实
的‘两山大道’。”

共同富裕，不仅仅是“钱袋子”的问
题，而是满足群众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等
多元需求的“全面富裕”。

溯芦茨溪而上至蟹坑口，再转至青
龙坞，一家极富想象力的创意生活一体
店让人眼前一亮。“谁能想到这样的山坞
里，有全国各地的人专门跑来发个呆、拍
个照。”方祖春幽默的话里藏着骄傲。

芦茨村是唐代诗人方干的故乡，有

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旧房流转、整
体招商，专业文创团队在这打造了“乡村
艺术化试验场”，将胶囊旅馆、创意书房、
雅致餐厅等融入土墙、青砖、原木。

“共同富裕”成为村民真
实可感的现实

从砍树烧炭的阵痛中走来，镇村两
级在封山育林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保
护芦茨溪一湾碧水。村民对截污纳管、
河道拓宽、常态清淤很是理解，还当起了
护河志愿者，建起了一个个美丽庭院、共
享厨房。

即使在治水、垃圾分类、民宿经营上
遇到了矛盾纠纷，也是“大事小事不出
村”，同属“芦茨红”系列的调解室、微法
庭、警务室、法律顾问，将国家级“民主法
治示范村”的金名片擦得亮灿灿。

特别是从去年 10 月起，一场场“新
村夜话”传来阵阵好声音，芦茨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让建造于 上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的 文 化 礼 堂 焕 然 一 新 。“ 以 前 村 民 总
觉 得 村 里 的 事 与 自 己 无 关 ，但 经 过 几
次 不 同 主 题 的‘ 新 村 夜 话 ’，村 民 们 对
村里工作的参与度越来越高了。”年过
八旬的村老年协会秘书长方术生精神矍
铄地说。

在芦茨村，“共同富裕”正一步一个
脚印成为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
的现实。

本报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
郭静娴张家口报道为解决察汗
淖尔水面面积持续缩小问题，河
北省张家口市多举措开展察汗
淖尔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

推进多元节水增水。持续
巩固流域内地下水压采成果，
将已实施区域落实到地块和流
域 图 。 2022 年 底 前 ，整 村 推
进、全部退减湿地周边水浇地，
关停退减范围内全部农业灌溉
井 。 科 学 核 定 农 作 物 耗 水 指
标，结合旱作雨养试点的实施，
继续压减水浇地蔬菜、甜菜、马
铃薯、瓜果种植面积。加大饲
草种植扶持力度，对质量等级
低、种植效益差的耕地优先安
排实施粮改饲项目。多渠道增
补入淖水量，加快推进大清沟
镇污水处理厂建设，为察汗淖
尔湿地输送达标水。

提升林草湿地质量。在保
持生态防护功能、减少生态扰
动的前提下，利用 5 年时间，对
有退化趋势和已经呈现退化状
态的林分开展带状更新。将杨
树等高耗水树种，逐步调整为
耐旱耐寒的乡土树种草种，通
过乔灌混交造林，建设特色经
济林基地。加大对流域内其他
面积 1 平方公里以上湖泊湿地
的保护修复力度。

此外，张家口市还围绕构
建完善监测站网，对察汗淖尔
流域及周边地区增补建设水文
站、地下水监测站，实现流域地
下水监测全覆盖，开展出入境
断面水质监测、周边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监测等，为保护和修
复提供监测数据支撑。同时，
张 家 口 市 将 重 点 推 进 旱 作 雨
养、种养结合、草畜平衡等模
式，打造燕麦、藜麦等作物绿色
有机生产基地，促进当地特色
产业提档升级，实现生态保护、
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共赢。

本报记者王亚京报道“十三五”期间，
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深入实施污染治理、环
境保护等工程170项，淘汰低端低效产能企
业70家，取缔散乱污企业1206家，关闭退出
化工企业21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十四五”开局之年，周市镇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通过数据联动、强化监管、
整合资源，持续提升环境监管精细化水平。

一格多员+一员多能，对污染“贴身
盯防”。周市镇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
责、责任到人”原则，构建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全覆盖网格监管体系。每个环保网
格工作站规划配备由1名环保网格长、多名
网格巡查员组成的“1+X”共治力量，并通过
职能部门人员下沉、职责下沉、管理下沉，打
造“一格多员、一员多能”的综合治理网格，
实现全覆盖、全时段、全方位环境监管。

新鲜血液+能力提升，为环境保护注
入源源动力。为增强网格化环境监管力

量，周市镇选聘专职环境保护工作人员充实
到环保队伍，形成242名人员共同参与环境
大保护的生态环境管理新格局。借助“网格
学堂”等方式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
业务技能培训，理顺生态环境知识体系，
提升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

资源整合+效能耦合，在生态环境治
理上做“加法”。依托周市镇集成指挥中
心与污染防治综合监管平台，将现有的危
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监控系统、重点企业门
禁监控系统等进行整合叠加；以群租厂房
规范化管理为重要抓手，把安全、消防、建
设纳入日常环境监管多效整合，全面准确
掌控辖区污染状况，从而达到“1+1+1>
3”的效果，实现生态环境有序管理。

今后，周市镇将持续完善“大数据+
网格化+铁脚板”治理机制，不断提升政
务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加快实现一网通用、一网通办、一网统管。

“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
昆山周市镇持续提升环境监管精细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