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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盛夏，北京奥运会延庆赛区满目郁郁葱葱，我注视着
小海陀山，草木茂盛，视野开阔，令人心旷神怡。高山滑
雪赛道全长 9.2 公里，沿着山脊绵延起伏，赛道上铺着植
物纤维毯，这是耐寒的草籽，草对于水土流失可以起到防
治作用。

往事如烟，2019 年 6 月，我到小海陀山采访冬奥建
设，当时还没有柏油路，我乘坐全地形车在土路上跋涉，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给了我见面礼，一个跟头摔得我满
身泥泞。我用照相机记录延庆赛区建设的瞬间，照片也
忠实地记录了我衣服上的泥点。报告文学的生命在于真
实，而现场感是真实的保证。

我见到了廖凌冰，他是北控京奥公司设计部负责园
林景观设计的工程师，毕业于四川大学景观建筑设计专
业。山是有灵性的，小海陀山为什么会生长这些植物是
千百年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缘故。建设赛道之初把
一座野山剃成了一片片的秃瓢，要想修复如初就要了解
它原有的面貌。于是在冬奥工程大面积展开前，廖凌冰
与他的同行们就对整个建设地进行了生态本底调查，对
原有林斑分布、动植物分布、河流分布等进行了调查记
录，这对后期的植物设计非常关键。他们在小海陀山中
进行本底调查工作长达数月，编制了动植物保护手册，对
建设者进行施工中的生态保护培训，让每一个冬奥建设
者都去了解这座山，将生态修复理念贯穿到整个冬奥会
场馆的建设过程中。

首先做基础伐树，整个小海陀山云雾缭绕，土里面石
头多，机械无法上山，只能靠人工或者驼队往山下背树、
运土。他们往上板泉村八号地移栽了 2.4万棵树，往松山
国家级森林保护区移栽了 1.1 万多棵灌草，山有山的规
矩，只有了解小海陀山，才能修复好她。

小海陀山的海拔落差将近 1400 米，山中的植物呈
垂直带谱，从山脚的常绿色叶混交林到中海拔的低矮
灌 木 丛 ，再 到 高 海 拔 的 落 叶 松 林 及 白 桦 林 ，最 后 是 高
山 草 甸 ，他 们 需 要 根 据 不 同 的 海 拔 选 择 不 同 的 树 种 。
山里的规矩可不止海拔一种，阳光的规矩，风的规矩，
土 壤 的 规 矩 ，水 源 的 规 矩 ，都 需 要 他 们 去 了 解 ，去 尊
重，去实践。

万物生而有灵，小海陀山也是如此，有着根深蒂固的
本土记忆。本土记忆就是不能有外来入侵物种，比如牵
牛花很美，但是牵牛花不是小海陀山的本土植物，不禁
冻。我观察了小海陀山的植物，发现凡是适合在公园
里 生 长 的 迎 春 花 、菊 花 、兰 花 等 大 部 分 花 卉 都 不 适 合
在小海陀山生长。海拔决定了植物的生态分布，小海
陀山的植物必须是耐寒、抗冻、抗风的植物，必须是那
些皮实的、粗犷的、倔强的、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植物。

我曾经与环保工程师聂顺新一起去小
海 陀 山 看 表 土 剥 离 ，表 土 剥 离 之 所 以
珍 贵 ，是 因 为 土 里 的 本 土 植 物 种 子 其 他 地 方 买 不 到 。
种子的生命力太强了，剥离下来的表土存放一年，日晒
雨淋无人理睬，可是重新撒在作业带上照样长出植物。

“海陀带雪”“云海日出”是 延 庆 的 盛 景 ，游 人 上 海
陀山是哪儿漂亮去哪儿，而园林景观工程师和环保工
程师则是哪儿难看去哪儿。从 2018 年开始，廖凌冰等
人对赛道工作面进行表土剥离，在赛道周边及边坡上
种植了油松、山杨、元宝枫、青杨、暴马丁香等乔木；云
杉、樟子松等常绿植物；种了山桃、山杏、迎春、三桠绣
线 菊 、迎 红 杜 鹃 、小 花 溲 疏 、胡 枝 子 、天 目 琼 花 、金 银
木、紫穗槐等灌木；还种植了东陵苔草、紫花苜蓿、披
碱草、高羊茅、早熟禾、黑麦草、铺地柏、沙地柏、三叶
地锦、五叶地锦、狗枣猕猴桃、麦冬、垂盆草、景天、佛甲草
等地被；在停车场及下凹绿地种植了油松、元宝枫、核桃楸、
旱柳、山桃、山杏、金银木、沙地柏、蒲苇、狼尾草、鸢尾、马
蔺等植物，不停地浇水、养护。

赛区有 126 块修复土块，面积为 191 万平方米。冬奥
建设者赋予小海陀山新的记忆。他们就地保护五角枫、
白桦、山杨、蒙古栎、核桃楸等原生树种，避让珍稀苗木，
保护山中原始村落，工程依山就势，将施工对植被的破坏
降到最低，传承山的本土记忆，还要将它延续。

延庆赛区有山林场馆群，生态冬奥园，这是冬奥工程
的设计理念，要想冬奥场馆群融入山林，那么冬奥工作者
就要走进山林。植物的事情应该与植物对话，小海陀山
从无路到有路，从安静到喧哗，廖凌冰与他的同行们不知
走过多少个来回，直到将一草一木牢记于心，直到他们发
现自己早已是这小海陀山的一部分。

自从第一条施工路打通，廖凌冰和同事没有一刻停
歇，只要有一周没有去山中查勘，现场就已经有翻天覆地
的变化，他们要用三年的时间完成冬奥工程的大部分工
作，而这是从无到有的巨大工程。生态修复工作是最急
速的那一道闪电，因为受气候和种植条件影响，低中海拔
有两个种植季，大规模的施工要在雨季到来前和冬季来
临前完成，这有利于植物的存活，也更经济生态；而高海
拔地区全年仅仅只有一个种植季。

2020 年是生态修复工程最集中最关键的一年，他们
需要在种植季来临之前，准备好所有的事项，踏勘现场，
针对性地给出方案，对苗源地进行调查，确保没有生物入
侵，对外购的种植土做好检疫工作等。

生态修复讲究时效，越早修复效果越好也越简单，冬
奥工程工期严峻，他们成立了“生态修复敢死队”，白天在
现场发现问题后，当时就提出解决思路和解决方向，并将
任务分配到个人，当晚就由廖凌冰整理并记录过程。他
把全部心思放在延庆赛区的生态保护上，与同行一道指
导工人对赛区进场道路两侧边坡进行生态修复，在施工
过程中设置动物通道，保证野生动物活动畅通，来去自
由；随着场馆建设方案的确定，生态修复措施随场馆建设
同步实施。2019 年，松山路口两侧有 3000 亩生态林景观

得以提升。
规划设计冬奥森林公园，作为冬奥遗产保留下来。

小海陀山是一座石山，建设者充分就地资源化利用，将赛
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石材、木材变废为宝，利用石材
修筑挡墙、树池、临时停车场、生态排水沟等。利用树木
搭建树池、临时存放平台等。把地表土人工剥离，回铺绿
化带。表土营养成分高，有很多植物种子在里面，工人们
用小铲子和手做表土剥离，整整剥离了 7.68 万立方米表
土。小海陀山石头尖利，工人们就地利用石材做挡土墙，
没有从外面购买石材。

由于雪车雪橇三号路的施工，导致东侧坡体不稳定，
需做混凝土格构梁处理。但是大面积的混凝土格构梁坡
度极陡，生态修复难度特别大，此区域在奥运村的西面，
也是未来观众进入雪车雪橇广场的必经之路，是延庆赛
区的脸面，不绿化很难看。边坡坡度有 60-70 度，他们将
种子和粘合剂糅合在一起，喷洒在格构梁里，方格内采用
蜂巢格室+喷播的方式进行生态修复，在横梁之间种植
爬藤类植物，在格构梁下回填赛区弃土，再用油松等高大
的常绿乔木，配合与周边融合的色叶树种，有效遮挡格构
梁体。

截至 2020 年底，已经超计划完成了整个生态修复工
程的 94%。2021 年，将完成全部的生态修复工作。小海
陀山是为冰雪而生，2021 年这个冬季是建设者最后一次
全面测试造雪设备，廖凌冰去查勘冬季种植效果时又完
整地走了整个赛区。全规模造雪让人心潮澎湃，雪花飘
扬在山谷中的所有角落，大千世界都被皑皑白雪覆盖，山
中的林木接纳每一片雪花，让它们在自己的肩膀停留，廖
凌冰几乎分不清楚哪些林木是原来的主人，哪些又是带
来的宾客。

2021 年 11 月，小海陀山高山滑雪中心将开始造雪，
冰雪才是这里的主角。2022 年的 2 月小海陀山会穿上一
袭白衣迎接世界的目光。五湖四海的眼睛都注视着那个
早春二月。雪里已知春信至，望着漫天飞雪，我分明听到
了春天的信息，春天的韵律。

作者简介——
孙晶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

事、国家一级作家。著有《中国动脉》《山脊——中国扶贫
行动》《五环旗下的中国》《震不垮的川娃子》《西望胡杨》

《中国院士三兄弟》等 16 部长篇报告文学，四部散文、报
告文学集、一部学术著作及若干电视剧、电视专题片、微
电影。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
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
版工程奖”等。

雪里已知春信至
◆孙晶岩

1·祛除黑图斑

瞧——
它们，一个个，一片片，
犹如美人白净的脸庞上
一块浓重的斑点。
多么刺眼，多么扫兴，多么悲哀！
这色彩缤纷、物象千万的大自然
多么像一个美人。
她有健朗舒展，匀称协调的骨骼形体。
她有蜿蜒起伏，优美修长的生动曲线。
她有光鲜亮丽的肌肤
她有血有肉，有呼吸，有心跳。
有楚楚动人的惊人美貌。
有着远比人类更加久远磅礴的历史和传统。
瞧——
他们，一个个，一群群，男女老少，
在料峭春寒，在炎炎烈日，在秋风苦雨，在冰天雪

地，
撸起袖子，肩挑人扛，劳作不已。
他们封堵矿洞，平整土地，开挖排水沟，拉运有机

肥，深挖种植穴，栽植苗木，播种草籽，铺设无纺布……
他们只有一个简单而弘大的愿望——
就是祛除这些凌乱肮脏的斑点，抚平大地母亲昔

日的创伤。
让她康复，恢复原有的活力，恢复原有的模样。
让她重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貌美如初。
瞧——
他们多像祁连山坡上战士般挺立的云杉，圆柏，
日夜守护着这茫茫林海。
守护着狍鹿、岩羊、旱獭、野兔和飞鸟。
守护着山谷、山岚、溪流和林木。
守护着一个如海如山般碧波荡漾，涛声阵阵，连绵

起伏，永不枯萎，绿色的大梦！
为的是——
未来陌生而熟悉的子孙后代们一觉醒来，
推窗而入眼帘的
依旧还是那个在古诗词里
美丽千年的青青山水田园，袅袅炊烟人家。

这，绝非修辞，至于言词。
这，绝非梦幻，至于空想。
这，已经是他们，还有我们大家，
一声声惊雷之后的幡然觉醒。
一次次磨难之后的自觉行动。
我们当永远铭记，须臾不可遗忘大自然的警示与教

训。
我们当持之以恒，始终不可失却对大自然的敬畏。
因为他们，还有我们
都深深知道——
善待自然，善待万物，就是善待自己，善待子孙。
反思过去，纠正失误，就是拯救自己，拯救未来。
都深深知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就是朴实而确凿的真理。
就是亿万民众异口同声，雷厉风行的共识和行动。

2·人工万亩林

在一首诗中，我曾经执拗地写下：
人造的都在降价，
天造的都在升值。
但现在，此时此刻
面对这漫山遍野，一望无际的成荫绿树，
这历时近十年，人工人力，用双手栽种的
一万多亩林地，二百多万棵青海云杉，
我虚心而郑重地修正，并且大声告知你们——
这人造的，人造的林海绝对会升值！
而且已经在升值！
因为城里、乡里的人们都在口口相传一个喜悦的

秘密——
现在雨水多了，风沙少了，空气新鲜了，氧气也多

了。
我知道
这是反思，是追悔，是自责。
是痛定思痛，吞咽下苦果之后果决而浩浩荡荡的

集体行动。
是改变，是期待，是梦想。
更是确定无疑的美好未来！
犹如这眼前必定会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葱绿苗木。

犹如这眼前必定会成长为浩大森林的万亩人工林
地。

3·黑土滩治理

羊群流浪。牧人沉默。
苍鹰在荒凉的天空寻觅，盘旋……
快，快，快！
扼住水的脚步，风的脚步，土的脚步，草的脚步！
让它们停下来，就地待命。
让它们保持原样，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浇灌、滋润、吹拂、涵养、生长……
让一滴水永不干涸，让一阵风轻轻吹拂，让一撮土永

不散失，让一棵草花开花落，枯荣从容，自然而然，永不凋
谢。

瞧——
这如许的短芒披碱草，青海中华羊茅，青海冷地早

熟禾，青海草地早熟禾……
它们齐刷刷都来了！
它们貌似弱不禁风，其实个个天赋异禀，身怀绝

技。
它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它们团结协作，连片作战。
它们不屈不挠，永不言退。
它们默默无闻，慷慨奉献。
是它们，是的，就是它们，竟然留住了浩浩水土，挡

住了阵阵风沙，让草木滋长，让六畜蕃息。
是他们，是的，就是他们，在苍茫山水间，在辽阔大

草原，用信念、意志和力量筑起了一道道国家和民族永
续发展的绿色屏障，绿色长城。让古老而簇新的家园
风调雨顺，让山河和人民永葆无限生机。

是你们，是的，就是你们，大地上平凡的普通劳动
者，新时代磅礴的绿色画卷，生态高地的书写者，建设
者，捍卫者。由衷地致敬你们，礼赞你们，并深深铭记
你们！

作者简介：曹有云，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湖》
副主编。著有诗集《时间之花》《边缘的琴》《高地大风》
等。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茅盾文学新
人奖、《芳草》“汉语诗歌双年十佳”等文学奖项。

祁连三章
◆曹有云

本报讯 秋 风 送 爽 ，梨 果 飘
香。在河北省魏县，来自全国各
地参加“魏州杯”生态文学征文作
品颁奖仪式的作家代表汇聚一
堂，分享获奖的喜悦，交流生态文
学的创作与思考。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
进，越来越多作家将创作视角聚
焦到生态环境领域。人民日报社
原副总编辑、著名作家梁衡，近些
年将创作重点从政治散文转向生
态散文，并积极倡导“人文森林
学”，希望通过追寻、挖掘、解读树
的生命意义与生态意义，重建人
与森林的文化关系。他认为，生
态文学关注的是人与自然如何和
谐共生，要求作品在有思想性的
同时兼具美感，二者缺一不可。

长期从事生态文学创作和研
究的作家李青松，则就生态文学
的内涵外延谈了自己的看法。在
他看来，生态文学具有 5 个特征，
即生态文学中的生态是指自然生
态；作者要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
具有体验性和亲历性；生态文学
是一种主题先行的文学；生态文
学追求美的境界。

以文学的形式来宣传生态文
明建设成果，通过推出具有创作
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的优秀作
品，提升全民生态意识，为美丽中
国建设凝心聚力，成为更多人的
共识。为此，《今日国土》与《中国
青年作家报》《黄河》《草原》《散文百
家》《北极光》6家报刊共同发起，与
魏县联合举办了“魏州杯”生态文
学征文活动，短短几个月收到各类
应征作品 3000 多篇。颁奖仪式
上，《今日国土》杂志社长兼总编
辑柳忠勤表示，作家们用生动的
故事来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

获奖作家代表刘慧娟、高峻、
汪再兴、汪洋、李治本、董明侠、吴
颖丽、李付志等，也结合各自创作
经历畅谈对生态文学的理解和思
考。大家表示，观察记录书写中
国大地上的生态变迁，以优秀的
文学作品激励和感召更多人投入
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是作家的责
任和使命。今后将以自觉的生态
意识，用脚丈量、用心感悟、用笔
表达这个时代的绿与美，创作出
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无忌

梨香飘千年 结出丰硕果

“魏州杯”生态文学作品征文颁奖

《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
理论与实践》发行

“快！快扶我去海边。”躺在
病床上的老海突然发声。

儿子一愣，去海边？
“你疯啦？都病成这样了，去

海边做甚？”老伴劝道。
老海爬起身，略显凌乱的眉毛

向上一扬，有些浑浊的两眼瞪得溜
圆，谁疯啦？我去等海……海龟。

啥？等海龟？老海的话，顿
时勾起了老伴对往事的回忆：

好多年前的一天早上，老海
出海时，突然发现海滩上趴着一
只 约 20 多 斤 的 小 海 龟 ，一 动 不
动。他走近细看，但见小海龟神
情沮丧，身上有好几处伤痕，右肩
竟缺了一角，还在滴着血……

老海立马将小海龟抱回家，
用盐水帮它清洗伤口，小心地涂
上消炎药。后又四处寻找和采摘
青草药帮小海龟疗伤……

过了一段时间，小海龟的身
上和右肩的伤口痊愈了，老海继
续精心喂养小海龟，每天定时喂
食，给它洗澡……五年后，小海龟
已长成近二百斤的大海龟，放归
大海成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放归那天上午，海龟在海边
向老海频频颔首，磨蹭了好一会
儿，才依依不舍地向大海爬去。
没多久，海龟又浮出水面，向老海
连连点头……

转眼又一个春秋过去了，老
海有一天出海打紫菜，小船驶至
离虎砂岛数百米处，迎头一排大
浪袭来，老海避之不及，小船翻
了，老海不幸掉进海里。在这危
急关头，突然，有只黑糊糊的家伙
游了过来，老海定眼一看，是只大
海龟，老海猛然想起小时候听大
人们说的海龟救人的故事，便奋
力游到大海龟的背后，双手死命
抓住大海龟的两边肩甲，却发现
大海龟的右肩缺了一角，他心中
一动，莫非是自个几年前救治和
喂养过的那只海龟？缘分呐！于
是，他把大海龟抱得更紧了。这
时，大海龟点点头，驮着老海向岸
边游去……

打那以后，老海成了宣传和
保护海龟的志愿者。一有机会，
便向乡亲们讲述自个当年救治和

喂养小海龟，几年后海上遇难碰
巧被它救了一命的传奇经历，经
常念叨海龟是有灵性的动物，人
类的好朋友，应当好生保护。平
日，村里有人出海误捕到海龟，他
就自个掏钱买下放生。时日一
长，村里人背地里都叫他“龟痴”。

想到这，老伴不忍心地相劝
道，你这犟老头，怎么会知道海龟
啥时候来，况且你身体这么不好！

是呀，老爸，听老妈的，别去
了。儿子随声附和道。

老海火了，他轻咳了一声，颤
抖着说，我是去见恩人，谁拦我跟
谁……急！

无奈，老伴和儿子只好用轮
椅把老海往海边推去……

跟 着 去 看 热 闹 的 村 民 纳 闷
了：这“龟痴”今天又唱哪一出？

老海见村民越聚越多，瞬间
来了精神，又断断续续地把他的
人龟情传奇重述了一遍，临末，他
动情地说，“你们别不信，我虽找不
着那只海龟，但常在梦里陪它唠
嗑，它说它过得不好。我说我老
担心它。昨晚又梦见它了，它说
今天要来看我，一会儿准……准
来，真的。”说完，满是沟坎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笑容。

莫 不 是 真“ 痴 ”了 吧 ！ 人 群
中，有人摇头，有人点头，有人窃
窃私语。净瞎扯！不少人窃笑。

没想到，没多久，忽见一团黑
影从海上慢慢地漂来……近了，
果真是一只海龟气息奄奄地爬上
了海滩。

神了！村民哗然。
老海挪近一瞅，只见海龟的

右肩缺了一角，浑身伤痕累累，一
脸憔悴，目不转睛地望着老海。

老海哽咽着说，那年就是你
救了我呀。少顷，他见它嘴里塞
满异物，便小心地轻轻一抠，又一
拉，竟是一只塑料袋。

哇！村民们一阵骚动。
此刻，那海龟显然也认出了

老海，它含着泪，表情痛苦地朝他
直点头……

老海猛地推开轮椅，紧抱着
海龟，声泪俱下地对村民喊道，求
求你们了……快救救它吧！

“龟痴”传奇
◆海华

本报记者陈克瑶昆明报道
《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理论与
实践》新书发布会近日在云南昆
明举行。本书以生态文明示范区
建设为切入点，从理论与实践结
合的视角，进行理论梳理与实证
分析，内容包括生态文明与示范
区创建的理论脉络，政府对生态
文明的认识与行动，生态建设与
环境保护的国际经验，生态文明
示范区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实践探

索，首批“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
地的典型经验，生态文明排头兵
建设的云南做法，生态创建中存
在的共性问题与对策。

新书主编、云南农业大学二
级教授张乃明表示，人类的文明
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
生态文明建设永无止境，生态文
明建设理论也需要不断创新，希
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推动美丽中国
建设和云南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
设的排头兵贡献力量。

冬奥村。 孙晶岩摄

文化快讯

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