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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王永伟在管护树木王永伟在管护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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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⑤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河套灌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河套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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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九曲黄河，走进位于祖国北疆、黄

河“几”字弯顶部的内蒙古巴彦淖尔。这里

既有绵延不绝的阴山山脉，也有树木高耸

的“三北”防护林；既有沃野千里的河套灌

区，也有天蓝湖碧的乌梁素海；既有辽阔苍

茫的乌拉特草原，也有黄沙无言的乌兰布

和沙漠；这里既蕴藏着集山水林田湖草沙

于一体的绿色奇迹，也担负着筑牢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任。

日前，记者来到巴彦淖尔，采访了数名

在当地不同岗位上守护绿色的年轻人，他

们中有人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治沙管护，有

人在河套平原上植树造林，有人则为乌梁

素海生态补水坚守一方。凭着对这片土地

的热爱，如今，正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

身于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中，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奉献着青春力量。

“我的工作就是要保
障这些固沙工程按技术
标准做到位”

6 月中旬，从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的巴

彦淖尔市磴口县县城出发，目之所及，并未

见到想象中的漫天飞沙，而是大片大片的

绿色，有梭梭、花棒、柠条和杨柴……各类

植物一簇簇、一丛丛，镶嵌于黄沙之中。

“过去磴口县县城西边就是大片大片

的沙地，如今即便向西走 20 多公里，也看

不到一处明沙。”磴口县防沙林林业管护中

心工作人员杨波告诉记者。

出生于 1985 年的杨波，是土生土长的

磴口人。在他记忆中，小时候的天似乎都

是黄的，三天一大风，黄沙到处舞，大量黄

沙堆积在土坯房后，有时甚至不用梯子，便

能踩着沙子走上房顶。

为此，大学时期他学习了园林专业，希

望能对家乡有所贡献。2007 年，杨波进入

磴口县林草系统工作，起初主要从事固沙

工程的质量把关与监管。“随着国家对防沙

治沙的重视，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

治沙之中，我的工作就是要保障这些固沙

工程按技术标准做到位。”杨波走到一大片

草方格固沙带旁，告诉记者，“柴草要压入

沙内多深、露出地面多少距离等都是有标

准的。如果技术把关不到位，草方格的保

存时效就会大大缩短。”

2010 年，当地开展封育工程，对开展飞

播治理的沙漠区域进行封育自然恢复。杨

波和同事们需要手持定位仪器，在沙漠中徒

步行进，对封育区节点进行标记，后期施工

队伍会根据标记搭建围栏进行封育。沙漠

里行走十分不便，遇到沙丘只能翻越，夜晚

照明靠手电和月光，“在沙漠里全靠定位仪

辨识方向，否则很容易迷路，我们一般得忙

活到晚上七八点，我最晚一次到晚上 10点才

走出沙漠，一年得有半年在沙漠里。”杨波笑

道，这些工作他一干就是七八年。

2018 年后，杨波除了参与日常的治沙

技术指导以及办公室工作外，更多的重心

转移到了协调管护工作上。“俗话说‘三分

种，七分养’，我们中心范围内有国家级重

点公益林 16.6 万亩，一定要把这些树管好、

抚育好。”杨波说。

2020 年，当地一家种植梭梭接种肉苁

蓉的企业，超越其承包范围拉沙取土破坏

植被。管护人员发现后报告给管护中心，

杨波立刻赶到现场，用定位仪标记坐标确

定破坏范围，并拍照记录。“沙漠的生态环

境十分脆弱，植被破坏后裸露的沙丘，极可

能发展为可移动沙丘。”杨波说，随后他们

向相关执法机构报案，督促涉事企业恢复

植被，“下一步，我们将加大管护力度，保护

好我们的防沙林。”

说话间，驱车前行已 20 多公里，记者

来到了刘拐沙头，乌兰布和沙漠与黄河在

此“握手”。刘拐沙头管护站周边，铺满了

大 片 大 片 的 草 方 格 ，梭 梭 在 其 中 茁 壮 生

长。在这里，记者遇到了 29 岁的管护队副

队长杜维伦，他已在这里工作了 9 年。

管护站几名管护员共同负责 19 万亩

梭梭林的管护，每天杜维伦都要开车巡护

四五趟，查看是否有林木被破坏、是否有违

规拉沙取土、是否出现火情或病虫害等，一

天就要巡护五六十公里。“每年春秋防火季

巡护尤其重要，我们要沿公路不停巡视，杜

绝有人吸烟、烧烤、扔垃圾等，沙漠里长出

这些梭梭不容易啊。”杜维伦说。

管护站后，有一座高达 20 多米的铁制

瞭望塔，从远处看，瞭望塔似乎并不高，可

当记者跟随杜维伦攀登狭窄的扶梯走到一

半时，呼啸的北风，高耸的塔身，令记者有

些却步，不敢再往上走。

而杜维伦每天只要一有时间便会上

塔瞭望，拿起望远镜观察情况，“每天爬上

爬下也不觉得怕，早习惯了，看到前人栽

种的梭梭越长越好，心里就越高兴，也促

使我要更好地保护这片土地。”杜维伦在

塔上指着不远处告诉记者，“这一大片就

是我们今年新栽种的梭梭林。”除了日常

管护，今年杜维伦还和所有管护人员一起

栽种了 600 多亩的梭梭、花棒和沙拐枣。

如今，经过几十年来持之以恒的生态

治理，乌兰布和沙漠呈现“整体好转、改善

加 速 ”的 良 好 态 势 。“ 我 想 继 续 坚 守 在 这

里，守好这些梭梭，让乌兰布和沙漠绿起

来。”杜维伦说。

“看着这些树就跟自
己的孩子一样”

行车驶出京藏高速出口，来到巴彦淖

尔市临河区城郊，映入眼帘的便是天蓝水

碧的临河镜湖湿地公园，阳光洒在水面如

镜的镜湖之上，波光粼粼，两岸树木茂盛，

游人穿行其间、嬉戏玩闹。

巴彦淖尔市林草局临河区分局镜湖养

护中心主任王永伟，对这里的一花一草一

木充满了感情。王永伟是一名退役军人，

2016 年转业后回到临河区。“刚回来的第

一年在区林业工作站工作，负责包联乡镇

植树造林，可我当时两眼一抹黑，只能多学

多做多问。”王永伟回忆。

于是，他查阅书本资料、请教老师傅，

先认树种，再学技术。“以前觉得种树能有

多难？后来发现种树也有技术标准，比如

种杨柳要深一些，种灌木要浅一些，盐碱地

得种耐盐碱的红柳、紫穗槐和沙枣，沙化地

得种梭梭和杨柴，种树门道可不少。”王永

伟笑道。经过一年多的认真学习实践，王

永伟和同事们种植了 1000 多亩的林地，也

对植树造林的技术有所掌握。

2017 年 9 月，王永伟来到镜湖管护队

工作，负责镜湖及周边主要交通干道 8000
多亩土地的绿化养护工作，同时包联 3 个

乡镇的造林工作。“日常养护工作就是浇

水、除草、施肥、修剪以及病虫害防治等，基

本每天都得在绿化路线上来回巡护。”王永

伟介绍。

本以为对植树造林已颇有心得的他，

却在 2020 年遇到了挫折。那时，当地的治

召线公路两侧绿化的树木交由镜湖养护中

心负责养护。没想到，十分用心养护的树

木，不到两年，长势不仅不旺盛，反倒不断

出现死亡。“当时心里可着急了，晚上也睡

不好，每天去路两边看，想找出究竟哪里出

了问题。”王永伟回忆道。

最终经过寻找专家、多方查证，王永伟

和同事们发现是土地和树种的问题，该公

路两侧属于重盐碱地，而起初种植的垂柳

和新疆杨只是稍耐盐碱，长大后扎根到深

处，便被重盐碱腐蚀而死。“随后我们换种

更耐盐碱的紫穗槐和沙枣，搭配有机肥，改

善立地条件，之后我便天天去守着，直到小

树发芽、越长越高，心里悬着的心才放下。”

王永伟笑道，如今该公路两旁的树木成活

率已超过 90%。

在农忙时节，不少管护工人回家务农，

而在镜湖后有 1000 多亩沙化土地的植被

需要维护，王永伟便和同事们 24 小时轮

班，晚上住帐篷，白天忙浇水。“这里的每棵

树都属于‘三北’防护林的一部分，沙地得

多浇几趟水。看着这些树就跟自己的孩子

一样。”王永伟感叹，“如今树多了、生态好

了，刮风也少了，刺猬、兔子等动物也多了

起来。”

时代发展对于种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王永伟表示，要多学习新的林业知识和模

式，多走出去扩大眼界，提升专业知识。“我

爱人笑我现在出去旅游，到哪里都是先看

树，咱们河套平原耕地多，如今能种树的地

方基本都种满了，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尽量

在立地条件差的地方争取种活，保护好农田

和‘三北’防护林。”王永伟语气坚定。

“看到乌梁素海的生
态越来越好，感觉自己的
坚守都值得了”

从临河区出发，沿着河套灌区一路向

东行驶，两个多小时后，记者来到了位于乌

拉特前旗的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

义长分中心苏独龙河扬水站。乌梁素海这

颗地处黄河“几”字弯顶部的“塞外明珠”，

天蓝水碧、芦苇摇荡、百鸟竞翔，扑面而来

尽是水草的自然气息，令人心旷神怡。

29 岁的刘俊琦和 34 岁的孙旭宏，在地

处乌梁素海北侧的苏独龙河扬水站一同坚

守着。“河套灌区的地势一般是西高东低，

水流自然进入乌梁素海，但这里却是北低

南高，落差在两三米，导致渠水无法自然流

入乌梁素海，水体循环慢，水质变差，极易

滋生黄藻。这便需要建立扬水站连接渠

道，进行生态补水。”孙旭宏告诉记者。

“我们一般是在每年的灌溉间歇期进

行补水，还会将黄河分凌水和汛期水排入

乌梁素海，既做好了黄河防凌防汛工作，又

对乌梁素海实现了生态补水。”刘俊琦介

绍。据悉，乌梁素海平均库容为 4 亿立方

米，而每年整个河套灌区向乌梁素海排水

达 6 亿立方米，加之每年分配的生态补水

量，相当于每年都会将乌梁素海的水至少

“置换”一次。

当生态环境部门监测到相关区域水质

有变化波动，便会将预警发往内蒙古河套

灌区水利发展中心，再由中心调度，开启精

准化生态补水，将水补充到相应站点。“去

年夏天，我们这里有很小一片水域因为高

温富营养化，导致黄藻滋生，预警后中心立

刻进行调度补水，补了十几天后水域就恢

复如初。”孙旭宏告诉记者。

苏独龙河扬水站位置偏僻，距离最近

的村庄有 10 多公里，条件十分艰苦。“刚建

站时，周边一个人都没有，有电但没网、没

信号，通信联络十分不便，经常得开车到

12 公 里 外 的 供 水 段 去 拉 水 、取 饭 ，条 件

很艰苦。”刘俊琦回忆。

2021 年夏季的一天晚上，风雨大作，

水位线不断上涨。刘俊琦和孙旭宏正在水

泵房值班，那时扬水站宿舍还未建好，两人

只能住在临时板房车内。“当时风很大，感

觉板房车都要被吹到河里了。而且一打

雷，水泵就跳闸，我们就得赶快跑去恢复，

雷电交加，雨衣和雨伞根本没用，我们浑身

都湿透了。”孙旭宏告诉记者。“如果 10 分

钟内水泵不恢复工作，洪水就很可能淹没

两侧农田，我们一整晚根本不敢睡。”回忆

那晚的经历，刘俊琦印象深刻。

如今，随着工作经验增多，两人工作也

越发得心应手。此外，中心专门搭建了专

用无线移动网络提供网络与通信，水管也

接通了，生活条件大幅改善。

“我们回家路程较远，所以平时住在站

里，周末才回去。要是有补水任务，一连二

三十天都回不去。”孙旭宏说，“媳妇老抱怨

我是‘云养娃’，我确实心有愧疚，可看到乌

梁素海的生态越来越好，感觉自己的坚守

都值得了。”

如今，经过当地多年来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乌梁素海流域生态

环境持续好转，湖区水质由曾经的劣Ⅴ类

提高到整体Ⅴ类，湖心断面水质达到了Ⅳ
类，水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生物多样性持续

恢复，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在沙漠中治沙，在河套平原上植树造林，为乌梁素海生态补水—

守护好北疆“绿色长城”
本报记者 张 枨

这个夏天，又有一批学子自信地走出

高考考场，完成高中阶段的答卷。眼下，随

着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开展，一封封录取

通知书正飞往千家万户。许多同学即将步

入大学校园，迎来新的学习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学是立德树

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青年人学习知识、

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大学的青春

时光，人生只有一次，应该好好珍惜。大学

生活，怎样过才值得？

学习知识，是大学生的首要任务。前

不久，去一所高校采访，一名大一学生笑

道：“曾以为考上大学就会轻松了，原来并

非如此！”实际上，大学阶段，“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有老师指点，有同学切磋，有浩

瀚的书籍引路，可以心无旁骛求知问学。

此时不努力，更待何时？进入大学，要勤于

学习、敏于求知，努力练好人生和事业的基

本功。

“那个 6 岁时躺在山坡放牛‘牧星’的孩

子，36岁时真的去天上‘摘星星’了！”今年夏

天，85后航天员桂海潮的故事激励了许多学

子。当年高考时，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在同学眼中，学生时代的桂海

潮就特别勤奋刻苦，遇到不懂的问题，“无论

下多大功夫也要搞明白”。扎实的知识、过

硬的本领，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

增长才干，需要大学生既多读有字之

书，也多读无字之书，注重学习人生经验

和社会知识。社会实践是大学里的“必修

课”，课堂不仅在教室、校园，更在广阔的

天地。犹记得大学里的许多“第一次”：第

一 次 暑 期 实 践 ，与 同 伴 一 起 调 研 社 会 问

题；第一次专业实习，尝试把所学知识运

用到工作中；第一次出国交流，培养更广

阔的眼界……这些经历曾让来自小城市的我不仅学到知识，更收

获社会实践的经验、团队合作的能力、积极向上的品格。

对大学生而言，丰富的实践活动是提升自我的良好平台。要多

抓住机会，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

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在实践中学真知、悟真谛，加强磨

练、增长本领。

大学，还是放飞梦想、追逐梦想、实现梦想的地方。对一些同学

而言，考上大学曾是过去求学阶段的目标。但实际上，进入大学只是

一个新起点。要树立远大志向，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敢试敢

为，把更多的理想变为现实。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大学里，一个人可

以走到多远的地方？2022 年“最美大学生”的事迹，展现了青年人

的潜能：来自太原理工大学的王煜尘，怀揣科研报国的理想信念，

成为中国极地科考史上在站时间最长的大学生；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的邓宇皓，把青春奋斗融入祖国的科技事业，在“九章”和“九章

二号”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的研制中作出突出贡献；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的陆亦炜，曾获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世界冠军，坚定走技能成

才技能报国之路……这也启发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

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

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大学时

光，承载了许多人最美好的青春记忆。又是一年夏天，一批毕业生走

出校园，奔向远方；又有一批青年学子将背上行囊，从家乡出发，走进

大学校门，开启新的生活。在大学里成长，在大学里收获，这段旅程

将充满惊喜，充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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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刘，你是怎么一眼看出这里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好呢？”不久

前，我来到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银河镇调研，同行的科长突然问我，我

心里有谱，便脱口而出：“看水面嘛！田间里的水非常平整，没有坑洼，说

明整个地块是平整畅通的。”而这一切，都得益于自己两年的驻村经历。

正是和村民一起下地看田的经历，让我知道高标准农田的验收标准。

2019 年，我从华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来到芦溪县银河镇紫溪

村任党支部书记助理、驻村工作队员。刚进村时不知道村民关注什

么，一系列摆在面前的困难让我有点茫然。后来，通过请教身边的领

导同事，我终于找到了“解题方法”：在调查研究上下足“笨功夫”。不

到半年，我走遍了村里的 33 个村民小组，深度访谈了 60 多位党员，遍

访了产业大户和村民，坚持每天撰写民情日记。我逐渐熟悉了村情，

发现了真问题，也解决了不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一次走访，脱贫户老辛跟我诉苦说：“黄瓜种得好，但是到手上却

换不到几个钱。”一边是老百姓觉得蔬菜的价格不低，一边是农民赚

不到钱，这让我产生了疑问。带着问题，我走访了本村其他种植户，

追着前来收购的菜贩子刨根问底，跑遍周边的市场做了详尽的调

查。原来，蔬菜从田头到餐桌，经历了蔬菜收购商、批发商、商贩等多

个环节，每多一个环节，就会增加运输、冷库储存和房租等成本，加上

过程中的损耗，蔬菜价格就涨起来了。

如何让老辛他们能赚到钱，还不至于把终端的菜价抬得太高

呢？通过多方调研论证，我们决定从线上线下入手，线下继续推行

“党支部+企业+农户”的模式，通过免租金、包技术、产业奖补等措

施，降低农户生产成本，提高蔬菜产量。线上依托紫溪村作为省 5A
级乡村旅游点的优势，建立农产品电商中心，与周边企事业单位开展

订单农业，为来村的游客提供蔬菜大礼包，开展直播带货，省掉中间

环节。通过一系列举措，紫溪村的蔬菜瓜果产业销售额增长了约

300 万元，种植户人均增收近 3 万元。现在的紫溪村富硒品牌打响

了，村容村貌变靓了，乡村旅游和研学培训越来越红火了。

两年的驻村经历让我增长了基本的农村工作经验，深刻理解了什

么叫实事求是，让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增加了底气、增强了信心。从紫

溪村到市委组织部，虽然我的工作岗位变了，但为了让撰写的信息参

阅能反映基层真实情况，我每个月都会坚持到基层一线摸实情、听真

话。这几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明白，“键对键”代替不了“面对面”，无论

做什么工作，要多到田间地头找准路子，用脚板跑出好点子，多下点

“笨功夫”，多问几个“为什么”，努力推动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作者为江西省萍乡市委组织部调研科四级主任科员，本报记者

王丹采访整理）

下基层不妨下点“笨功夫”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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