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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 3 月 13 日电(记者殷耀、
勿日汗、于嘉)放眼茫茫戈壁，一棵棵梭梭、白刺
簇拥着随风摇曳，一片片绿洲抵挡着风沙，护佑
着家园……

沙化土地面积相当于两个浙江省的内蒙
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近年来，将特色沙生植物
产业与生态建设相结合，极大调动了全民参
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今日阿拉善，绿色接
天，美丽绵延。

地上保生态 地下见效益

早春时节，记者来到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
西部的肉苁蓉科研示范区沙生植物园，只见一
片片梭梭林迎风而立。工作人员说，这些梭梭很
不一般，根部嫁接了肉苁蓉种子。肉苁蓉为依附
植物，其最好的“伴侣”就是梭梭。

据了解，这些梭梭从栽植到成长 3 年后，在
离梭梭 0 . 5 米至 1 米的地方打一个直径 30 厘
米、深约 1 米的坑，放进土肥和肉苁蓉种子，诱
导肉苁蓉寄生在梭梭发达的根系上，汲取营养

和水分。一些地方用同样的方法，让中药锁阳
寄生在固沙植物白刺根部。

阿拉善盟科技局局长王柱芳说，种植梭
梭等固沙灌木后，再嫁接肉苁蓉和锁阳，既能
“添绿”又可“添金”，地上获得生态效益，地下
实现经济效益。

阿拉善盟生态环境恶劣，境内分布巴丹
吉林、腾格里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沙化土地
面积近 20 万平方公里，占全盟国土面积的
70% 以上，是我国沙尘暴西北路径的主要通
道和策源地。

为改善生态环境，近年来，当地把发展特
色沙生植物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生态建设措
施，调动了企业、社会团体、农牧民参与生态
建设的积极性。目前，非公主体人工造林面积
已占全盟人工造林面积的 90% 以上，成为生
态建设主力军。

如今，阿拉善盟荒漠化、沙漠化面积分
别比 2009 年减少 3880 平方公里和 5620

平方公里；沙尘暴天气已由 20 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年平均 14 天，减少为近 5 年的年平

均 3 . 5 天。

沙窝生“金蛋” 牧民乐开颜

眼下正是播绿时节。60 岁的郭新军在上
万亩的梭梭林旁种植梭梭苗，他笑着对记者
说：“这片林子是我家的‘金蛋蛋’，能挡风沙，
还能挣钱。”

郭新军是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哈图呼都
格嘎查的牧民。20世纪 90 年代之前，他家附
近满是沙丘，牧草和天然梭梭林退化厉害。

这些年，在政府的鼓励下，为改善环境，
郭新军将学来的肉苁蓉嫁接技术付诸实践，
很快尝到了甜头。他还积极响应退牧政策，把
家里 300 多只羊、70 多峰骆驼处理掉，专心
种梭梭，嫁接肉苁蓉。

去年，郭新军一家收获 3000 多公斤肉苁
蓉，纯收入超过 15 万元，是过去放牧收入的
5 倍。他还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吸引 40 多户
牧民加入。

目前，全盟梭梭种植面积达 577 万亩，嫁
接肉苁蓉 70 . 85 万亩，年采集肉苁蓉 1300
吨左右；白刺种植面积 305 万亩，嫁接锁阳
23 . 5 万亩，年产干锁阳 2000 吨左右。

如今，总人口 24 万的阿拉善盟，从事沙
产业的农牧民超过 2 万人，农牧民沙产业经
营性收入占纯收入的 40% 左右。近 5 年来，

阿拉善盟成长起 60 多家沙产业企业，开辟出
农牧民增收新路子。

科技作支撑 健全产业链

科技支撑力度不足曾是阻碍沙生植物资
源产业化的最大瓶颈。近年来，阿拉善盟联合
国内 21家科研院所、10 所高校、30家企业，
聘请多位国内外院士，攻关特色沙生动植物
产业关键技术、产品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等课
题，已研发新产品 60 余种，申请发明专利 37
项，制定技术、产品标准 35 项。

阿拉善盟科技局介绍，近几年，当地多家
企业与多所科研院校合作成功分离提取了肉
苁蓉、锁阳所含有效成分，研制出多款保健产
品。阿拉善金沙苑生态集团等 3家龙头企业
已产出苁蓉酒、苁蓉养生液等 20 多种产品，
形成集种植、加工、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沙生
植物产业链。

阿拉善尚荣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磊说，公司推出的肉苁蓉和锁阳切片、苁蓉
普洱茶、苁蓉咖啡等产品已销往北京、上海、
广东、香港等地，逐步改变了当地肉苁蓉市场
以原材料输出为主导的局面。

阿拉善，为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区探索出
一条特色沙产业与生态建设相结合的绿色发
展之路。

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赵鸿宇、秦婧)冬去
春来，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井陉县马峪村，一位
双腿截肢老汉正背着镐头、铁锹等种树工具，双
手撑地，膝盖用力带动身子往山上爬。这里的山
多是乱石山，坡常有滚石，地全是碎石地，还有
不少刺人的荆棘枝和苍耳，几乎每爬一步都会
发出“嚓嚓”划衣服的声音。

这个老汉名叫马三小，是一名退伍军人，
18 年来，在当地政府、爱心企业和志愿者的帮
助下，已种树 17000 多棵。“我虽然没了双腿，体
力又有限，但生命不息，种树不止，就算我每天
爬着刨 1 个坑，1 年就是 300 多个，每年能种不
少树。”他说。

“当过兵的人，不能被困难吓倒”

“别看马三小现在天天只能爬着种树，他被
截肢前身高有一米八多，篮球打得好，脑子也灵
活，是村里最早的一批‘万元户’。”村里一位马三
小的同龄人说。谁知命运和马三小开了个大“玩
笑”。

马三小说，1985 年因患脉管炎右小腿被截
肢，之后他整天躺在床上急得想撞墙，饭都吃不
下几口。为了保住左腿，他四处求医，不仅花光
了家里所有积蓄，还欠下十几万元债务，但仍没
有效果。左小腿被截肢后，他把棺材都准备好

了。“怎么这种倒霉事让我遇上了。”
截肢消沉很长一段时间后，马三小突

然想起了一句歌词：“咱当兵的人，就是不
一样”，越想越觉得不能只唱出来，还要付
诸行动。因此他开始做小本生意，并主动找
到当地林业部门，义务看护村外一条沟渠，
条件是可以在附近的荒山上植树，收益将
来归自己。

2000 年下半年，马三小尝试着刨出了
第一个树坑。那一年，他一共栽下 37 棵杨
树，第二年全部成活。“这让我感觉面对困
难要积极作为，宁可被打倒，不能被吓倒。
毕竟我是当过兵的人，不能被别人说窝
囊。”马三小说。

“爬行，再爬行”

“你是怎么把树栽到 300 多米高的山上
的？”望着村子周围山坡上、沟渠边一片又一
片的杨树林，马三小只说了一个字———“爬！”

“山上坡度较陡，我的假肢没法打弯，又
无法使用拐杖，只能爬行。”马三小说。每次来
到山前，他都摘掉假肢，把身体的残肢用棉套
包好，再戴上手套，并把特制的镐头、铁锹、耙
子和撬棒绑成一捆，固定在后背上。便开始双
手杵地，膝盖用力，带动身子向上爬行。

“年纪大了，得喘口气。”马三小爬行十几
分钟，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这一路上他还要
应对拦路的乱石堆，和刺破衣服、划伤皮肤的
荆棘枝和苍耳等，他需将这些“拦路虎”连拨
带拔“消灭”掉，方可继续前进。

马三小家附近的荒山土壤少，石头多。种
树时，挖出的石头不能再回填，得从有土的地
方靠着自己的爬行“运”土，再加上“运”树苗、
“挑”水等，最开始时，种活一棵树至少需要爬
行 6 个来回。

“上山‘容易’，下山难”。在返回途中，遇到
坡度较缓的地方，马三小就以双手为支撑一
点点向下移动；坡度较陡时，他便双手反撑着
地，身子后仰，一点点地从坡上蹭下来。

“爬行过程中有时很危险，18 年来我好
几次摔入深沟，两条大腿都被确诊为骨折并
镶入钢板 ，右手腕摔断 ，右手小拇指被截
肢……可以说刚好了旧伤又添新伤。”马三小
说，“但我不言放弃，继续爬行、爬行、再爬行，
直到附近的荒山都绿起来。”

“我还想再种 18 年”

“尽管我开始种树时是为了挣点儿钱，但
这么多年来我只卖过 11 棵树。卖树的钱都捐
给了汶川灾区和困难同乡。”马三小说，他现

在只想做一名绿色希望工程志愿者。

出现这样的转变，一方面，他每个月有政
府发放的抚恤金、养老金、低保金等近 1000
元，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更为重要的是，
2008 年他的事迹被社会关注后，当地政府、
爱心企业和志愿者给了他不少帮助，如提供
免费树苗、定制种树工具、帮助修缮老屋等，
特别是 2012 年帮他修建了水井和 5000 多米
长的输水管道，解决了种树养树过程中最为
重要的水源问题。

来自政府和社会的这些关爱，让马三小
从孤独中走了出来，他更深切体会到自己是
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现在不忙的时候，马
三小喜欢坐在家门口的石头上眺望自己亲手
种植的树木，“看着感觉很亲切，它们就像我
的战友，整齐屹立，守卫着太行山。”

马三小的老伴王雪蕊说：“三小毕竟这么
大年纪了，我跟孩子们都不希望他这么拼，不
过这是他想做的事，是他的梦想，我们也劝不
住，就好好照顾着他吧。”

“生命不息，种树不止。”是马三小经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这项事业已深深嵌入了他
的灵魂，他说，他愿意继续爬行，绿化荒山，并
争取用行动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植树造林
中。“如果可以，我还想再种 18 年。”

(参与记者：范世辉、白明山)

新华社昆明 3 月 13 日电
(记者严勇、姚兵)在云南省中
缅边境上，有一个叫“石梯”的
小村子，因在悬崖上开凿阶梯
出行而得名。近年来，“石梯”引
来了“飞鸟”，村民靠着“观鸟经
济”鼓了腰包。

民间有句谚语叫“不打春
日三月鸟”。可这两天，村子里
又来了一群人，正架着“长枪短
炮”，沉浸在一场“打鸟”盛宴
中。

“‘打鸟’就是用长焦镜头去
拍鸟。”30 岁的村民何正中原
本并不知道这一专业术语，可
做“鸟导”3 年多的他，目前在
观鸟摄影圈已小有名气。如今，
带着别人“打鸟”可以让他每天
有几百元到上千元的收入。

“为了避免观鸟者四处跑，
扰了小鸟，现在我们在村子附
近修了 10 多个鸟塘。”何正中
解释，“村子的生态好，把鸟都
吸引过来了。”

石梯村是一个以“直过民
族”景颇族、傈僳族为主的村
子，曾经靠山吃山的生产生活
方式，导致当地生态环境遭到
一定程度的破坏。后来村民主
动放下了“斧头、砍刀、兽夹”等
“祖传家当”，自觉投身于生态
保护。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
花头鹦鹉、红腿小隼、犀鸟等野
生珍稀鸟类都到这里筑巢安
家。

除了挣钱，村里人还肩负
起爱鸟护鸟的职责。何正中说：
“捕鸟在我们这已经被禁止了，
小孩放假回家，我都不让他们
玩弹弓。”

“春天打一只，秋天少一
窝”。捕鸟和盗猎行为得到了禁
止，有效保护了现存动植物资
源。看到有鸟在筑巢，村民们会
等它彻底安顿好了才带人去
“打鸟”。

据村民小组长排忠华介
绍，目前，村内建了 40 多个鸟
类监测点，去年共接待观鸟人 2 万多人次，村民人均收入从
原来的不足 2000 元增加到 8000 多元。

春江水暖时，谚语“不打春日三月鸟”逐渐变成了“春意
满林好‘打鸟’”，村民们也迎来了创收的时节。何正中目前管
理着村里的 2 号鸟塘，短短两天就有 1000 多元的收入。

收入从何来？村民们心里跟明镜似的：“打鸟”。可飞鸟
为何而来？他们继续在生态保护中找到了答案。

根据专家建议，村民们补栽了一些深受犀鸟喜欢的
果树花种，为其提供“宜居”的环境。村里还成立了护林
队，定期开展巡护，筑牢生态保护防线。

往日的石梯村交通闭塞，靠开凿石梯出行；如今借着
“观鸟经济”，村民们找到了生态致富的门路，建起了一幢幢
富有景颇族民族风情的特色民居；水泥路也修到每家每户
门口。

鸟塘远处，灰孔雀雉带着幼崽，出现在镜头之下。“生态
工作做得好，我们的收入也能跟它们下蛋育雏一样，越来越
多。”何正中自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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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窝生“金蛋”，看阿拉善如何“点沙成金”
为生态脆弱区探索出一条特色沙产业与生态建设相结合的绿色发展之路

爬行，再爬行！双腿截肢老兵 18 年植树绿荒山

武大樱花预计月底全面绽放，网上预约观赏
新华社武汉 3 月 14 日电(记者冯国栋)

春风吹，吹开了武汉大学的早樱，也吹开了新
一轮南下赏花旅游的序幕。武汉市旅游发展
委员会 14 日发布《武汉樱花花期预报》称，武
大樱花预计将在本月底全面绽放。

预报显示，根据湖北省气象部门信息，武
大樱花初放日期预计为 3 月 25 日，3 月 28
日至 30 日将迎来盛花期。

樱花是武汉有名的观赏花卉。武大樱花
久负盛名。武大校园内种有樱树上千株，每年
春天，前来赏樱的游客络绎不绝。比肩接踵的
人潮，在武大校园内缓慢前行，沿百步梯拾级
而上抵达樱顶俯瞰樱花缤纷。这已成为武大
每年春天常见的一幕景象。

记者看到，在武大校园内，花期最早的
早樱已探春绽放，其他品种的樱花也已含

苞待放。
据武汉大学通报，今年武大“樱花季”

期间将继续采取网上预约形式，具体政策
将在第一时间通过学校官方微博发布。

武汉市旅游部门在预报中还发布了
汉口江滩等其他赏樱景点的“出行指南”，
具体交通路线和提示可在武汉市旅游委
网站查询。

▲三都镇乌祥村山坡上盛开的樱花（ 3 月 14 日无人机拍摄）。近日，浙江
省建德市三都镇山林中的上万亩樱花进入盛花期，宛若一张色彩绚丽的画卷，
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赏。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春天打一只，秋天少一窝”。捕

鸟和盗猎行为得到了禁止，有效保护

了现存动植物资源。看到有鸟在筑

巢，村民们会等它彻底安顿好了才带

人去“打鸟”——— 就是用长焦镜头去

拍鸟

新华社广州 3 月 14 日电(记者魏蒙)86 年前，巴金以
散文《鸟的天堂》描述了广东江门的一处自然胜景，这里也
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鸟天堂”。如今，通过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至明年，江门的“小鸟天堂”将达 15 个。

“小鸟天堂”是全国最大的天然赏鸟乐园之一，古老而
巨大的榕树在河道中央繁茂生长，形成了一座常年可以栖
息 3 万多只鹭鸟的“树岛”。

在江门，青山、塔影、波光、田畴、朝暾、鸟语、花香，共同
构成了这个岭南水乡的特质。这里的湿地占珠三角湿地总
面积逾两成，且不少都在城市中心区。

今年，江门加快了推进其所辖新会区小鸟天堂、开平市
孔雀湖、台山市镇海湾红树林等三个国家级湿地公园以及
各市(区)湿地公园的建设，并以此带动总面积超过 17 万公
顷的湿地总面积的综合开发。当地政府计划以 15 个湿地公
园建设为抓手，同步推进水网绿化美化与治污治水、环境整
治相结合，大力建设水清岸绿、纵横贯通、宜居宜业的绿色
生态水网。

在江门所辖鹤山市，有一个被称为“威尼斯”的地
方，这就是“古劳水乡”。这里呈典型的湿地生态地貌。
一口口鱼塘，一条条“围墩”，百余棵古榕树，以及状如
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的大小河涌，构成了一幅幅如诗
如画的美景。此前，这里水质一度恶化，经过几年的保
护性开发，湿地环境逐渐恢复原貌，每年都有成千上
万只白鹭迁徙到水乡越冬，造就了秋冬季节“白鹭天
堂”的美景。

目前，江门多个湿地公园的建设，已被纳入当地乡村
振兴战略中。如新会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当地计划和
周边的梁启超故居、新会陈皮村、宋元崖门古战场、古兜
温泉小镇等景区景点连成一线，联合开发精品乡村旅游
线路，带动沿线各镇、乡、村发展。

江门所辖的开平市孔雀湖国家湿地公园更是如此。
这里的水体总面积为 16 . 3 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杭州
西湖。依托 152 座小岛，周边连绵青山，多种植物和多
类在此栖息动物，将打造休闲、观光、度假三合一的茶
园文化小镇。

江门“小鸟天堂”

将 增 至 1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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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跨行政区域地表水交
接断面数据平台的数据显示，
2018 年常山县出境水Ⅰ类水质
天数达 149 天，居钱塘江流域第
一，相较 2016 年的 39 天，两年翻
近两番。

近日，记者来到浙江省地表
水水质自动监测站衢州航埠站。
一座取水栈桥从岸边伸向河道中
央，水质检测探头便安装于此。常
山县治水办干部宁玮锋说，水质
检测全程智能化，每 4 个小时自
动检测一次，取每天 6 次的平均
值确定当天出境水水质，且监测
站的管理权限并非在地方，数据
权威、可信。

“常山是钱江源的第二道关，
我们上游的干部群众应该有保证
‘一江清水送杭城’的政治自觉和
生态自觉。”常山县委主要负责人
说，治水工作中，常山并不满足于
水质达标，在出境水稳定在Ⅱ类
水质的基础上，通过持续整治污
染产业、发动全民参与、创新制度
保障等“组合拳”，推动县域水环
境不断改善。

面对污染行业，接连打响行
业整治攻坚战。开展“蓝天三衢”
生态治理工程，对曾是主导产业
的石灰钙产业“开刀”，关停石灰
立窑 89 孔、钙加工生产线 201
条、轻钙企业 8家；开展生猪养殖
污染整治，县内规模养猪场从
859家减少到 55家，饲养量从 33

万头减少到 10 . 5 万头。
2018 年，常山县在浙江省率先探索实施乡

镇交接断面Ⅰ类水质量化奖惩考核办法，通过
科学化考核、精细化监管、刚性化问责，倒逼属
地乡镇(街道)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责任。2018
年，全县有 22 名村主职干部被问责，1 名乡镇
级河长被行政记过处分，8 个乡镇被罚款。

常山县在全省首创“骑行河长”志愿者服务
队，发动骑行爱好者在运动时巡河护水，已吸
引 2000 多人参与其中；针对小微水体小而散
的特点，将全县分为 932 个网格，除了村两委干
部，更从乡贤和热心村民中挑选网格长，全民
治水蔚然成风。 (胡江平、钱李源)

浙江建德：万亩樱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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