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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其沙漠的绿色早已为世人熟知，

然而当我进入沙海腹地的时候，还是被它

无垠的绿浪惊到了。库布其的绿色和很多

生态群落的绿色有本质的不同。比如，大

兴 安 岭 的 绿 是 浓 稠 滴 翠 的 ，是 多 变 层 叠

的；草原的绿色是细密而广袤的，是柔美而

温情的……库布其的绿色则是沙漠上生长

出来的绿色，是沙丘、湖泊与绿植交互衬托

的彩练，兼备沙丘的黄、湖泊的蓝和植被的

绿，粗犷而豪迈。这黄蓝绿中间，又点缀着

许许多多零星盛开的小花，那是柠条、花

棒、羊柴、四翅滨藜等灌木开出的花朵，给

粗犷无垠的沙海缀上了闪烁的星眼，赋予

沙海灵动的柔情。

一

穿沙公路如一条巨龙，游动在沙海中，

将茫茫沙漠分隔两方。道路两边的护路林

带如两条翠绿的长廊，不断掠过我们的车

窗。探出车窗眺望，漫漫沙丘上挺立着无

边的绿植，将沙丘覆压在绿色屏障之下。

沙丘并不高大，几乎所有的丘顶都有平缓

的沙丘脊线，而丘顶之间的丘间低地，却绿

意葱茏，植被茂盛。我让司机放慢车速，缓

缓前行，好让这一幅绿意盎然的画卷如清

泉流入我的心胸，涤荡我的思绪。

司机李挺其实是一名治沙技术主管，

是个库布其“百科通”。据他介绍，眼前漫

野 绿 植 是 借 助 库 布 其 治 沙 科 技“ 乔 灌 草

181 立体化生态模式”发展而来的。这是

一种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有效的生态治

沙模式，即以灌木为主体，乔木、草本植物

为补充的立体化生态治沙模式。乔木挡风

防沙、灌木抗旱固沙、草本固氮改土，三者

混交共生，取长补短，其比例为灌木 80%，

乔木与草本各占 10%。这种模式，充分考

虑了 3 种植物生长期的需水特性。根据实

践经验，乔木生长需水量最大，不适宜在库

布其沙漠中大面积种植。而灌木大多为沙

旱生针叶植物，需水量和蒸腾量较小，所以

在沙漠绿植中应占主角。草本植物作为经

济价值的补充和沙漠生态环境的构成要

素，在植绿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3
种植被高中低巧妙搭配，成为库布其治沙

经验中最有科技含量的模式之一。

说 起 库 布 其 治 沙 模 式 ，李 挺 如 数 家

珍。“库布其模式”最重要的内容是“政府政

策性支持主导、企业产业化投资、

农牧民市场化参与、技术持续化

创新和生态成果共建共享”。这

段话让我颇感喜悦，因为我发现

“库布其模式”在原先的“四轮驱

动”上增加了一个“生态成果共建

共享”。这说明库布其生态治沙，

是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提炼

和丰富完善着其内涵精神，并没

有一成不变地死守“功劳簿”，在已

有的阐述中“画地为牢”，而是在时

代要求的召唤下，不断地锐意创新，以

实践经验来反哺治沙模式，让其不断发展

完善。这是一条艰辛的创业之路，也是一

条求新求变的理论探索之路。这条路上，

库布其人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也收获

了大自然无可比拟的“绿富同兴”的恩惠。

我心悦然，为别离多时的库布其有这样突

飞猛进的变化而激情涌动，眼前一拂而过

的绿植，似乎张开了臂膀向我扑来，要给我

一个结实的拥抱。

李挺非常健谈，一路驾车一路不停地

倾吐着他对库布其的感情。

2014 年大学毕业后，李挺作为一名测

绘员加入了一家治沙环保企业，投入库布

其治沙事业中。很多治沙项目的前期工作

都需要以测绘数据为基础，这是个非常关

键的环节。回想那些年，他们在无边的沙

海中进行测绘工作，一走一整天，甚至是连

续多天都会待在沙漠里。带的水和干粮消

耗光了，没有给养补充，人就得挨饿、干渴，

还得忍受 30 多摄氏度的高温。这种艰苦

的工作环境，一般人根本无法忍受。李挺

说，当年和他一起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留下

来坚持测绘工作的现在只有他一个，其他

人都去大城市寻找自己新的生活目标了。

那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呢？难道你不

怵沙漠的艰苦环境吗？我问李挺。

李挺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库布其人，

天然地就深爱这片沙漠，也因为父亲的治

沙梦想，这才坚持下来了。李挺徒步完成

了库布其沙漠治理工程 240 余万亩面积的

数据收集，为治理库布其沙漠提供了翔实

的基础资料和可靠依据。他也是所在企业

里最早掌握无人机测绘技术的工程师，从

一名测绘员一步步成长为治沙技术主管。

李挺不仅走遍库布其沙漠，还考察踏访了

乌兰布和沙漠、阿拉善沙漠、腾格里沙漠和

塔克拉玛干沙漠，完成 100 多万亩沙地的

测绘工作。

李挺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东胜区生活，他一个人留在沙漠，聚少

离多，生活多有不便。但一看到眼前的这

片沙海绿荫，他的心情就不一样了，什么烦

恼都会忘掉。他知道，自己的奋斗已经完

全融于治沙事业中了，库布其已经成为他

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

在一个“光伏+”综合产业示范园里，

李挺把车停了下来，他的同事、治沙多年的

赵兴旺已在光伏治沙展厅前迎接我们了。

赵兴旺是一位 70 后，圆脸大眼，朴实

宽厚，他带我们登上了“光伏+”治沙综合

项目瞭望台。站在瞭望台上，展眼四望，高

大的樟子松林与灌木丛连成了绿色林海，

起伏于沙丘之上。沙丘成为林海中明黄色

的点缀，其间 10 万亩光伏板在阳光下浮动

着耀眼的蓝波。这是库布其治沙的又一种

诗意呈现。一排排蓝色的光伏板，迎着阳

光静静地横卧在钢柱支架上，远远可见蓝

板之上竖立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大字，表达着库布其人“治沙播绿，绿富同

兴”的信心和激情。

光伏蓝板的支架高低不一，有的高达

3 米，也有矮一些的，分别用于不同的种养

模式。板下可以养羊、鸡、鸭、鹅和种草种

药材，还可利用一种叫“四翅滨藜”的灌木，

在板下沙层接种肉苁蓉，并可以实现机械

化作业。赵兴旺兴致勃勃地说，板上双层

发电、板下双层生态、板间双层养殖的“三

双”立体生态光伏治沙模式，是库布其治沙

模式新的实践探索。

走进光伏蓝海的中间走廊，我们看到

了鸡、鸭、鹅等家禽正悠闲地在绿草丛中觅

食 。 新 建 成 的 钢 丝 围 栏 ，闪 着 明 亮 的 光

泽。在光伏蓝板下走了一个来回，我们深

深感受到，“库布其模式”正在创造着敢为

人先的业绩。

走出光伏蓝海走廊，我回头发现右侧

的蓝板随着太阳光在自动旋转。赵兴旺

说，这是新开发的追光蓝板，这种蓝板如向

日葵一般，始终追着太阳光旋转，增加了光

照 时 间 和 受 光 面 积 ，发 电 量 自 然 就 提 高

了。经过解释，我豁然开朗了，原来这里的

“黑科技”还真不少。

返回前，我们与赵兴旺告别。天空飘

浮的云朵如丝绵般轻柔舒展，如骏马般自

由奔驰。库布其在黄蓝绿的交织中，宛如

一幅缤纷的画卷。

三

库布其的柠条、花棒、羊柴 3 种比较常

见的灌木正在花期，沙丘绿谷点缀着粉色、

黄色的小花。

李挺说，柠条花期即将过去，花棒、羊

柴花期正当其时。因干旱缺水的自然条

件，库布其的花朵都比较小。过去这些地

方都是满地黄沙，沙丘移动起来像一头凶

猛的巨象，霎时间就来到眼前。在沙海里

行走，必须把自己包裹成“粽子”才能应对

风沙的突变。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起风

了，沙子就飞扬起来，刮得天昏地暗，让人

无法忍受。像眼前沙丘上这么多绿色，以

前真都不敢想象。库布其人深受沙害之

苦，治沙成为沙区群众的共同梦想。 200
多支民工联队，在治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植树方

法，发明了诸如“微创植树法”“削峰填谷风

向数据植树法”“甘草平移治沙技术”等众

多的植树治沙方法。如今，库布其的治沙

技术延续着“遵循沙漠生态自然规律”的逻

辑，在种质资源、生物肥料、生态绿化、产业

开发等多方面持续创新，形成各种完备的

生态发展体系和治沙兴业策略。

车到沙峰绿谷，我们下了车。这是一

处刻意留下的沙丘，高约 50 米，海拔 1074
米。这个名字取“风削沙峰，林添绿谷”之

意，为库布其治沙留下一个具有纪念意义

的标志性沙台，也是库布其沙海瞭望台。

沙峰下，有石板阶梯通向峰顶，沿途种满了

各种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混生一处，形

成独具特色的生态群落。乔木有樟子松、

梭梭、胡杨、云杉、山桃、杨树、祁连圆柏等；

灌木有沙柳、柠条、沙棘、羊柴、花棒、四翅

滨藜等，还有两种沙漠中稀有的常绿灌木

沙冬青（阔叶）与沙地柏（针叶）；草本植物

有甘草、黄芪、苦豆子、肉苁蓉等。这些绿

植高低错落，互为依赖，深深扎根于沙地之

中，演绎生命倔强生长的奇观。

登上沙峰，站立丘顶，放眼望去，库布

其绿海尽收眼底。四面极其空旷，漫野的

沙柳、梭梭、柠条、樟子松等乔灌植物往远

处铺展，绿色如海，随着沙丘起伏而呈现浪

涌波翻的奇境。天地一片苍茫，沙丘的黄

与植被的绿混搭间夹，远望如无边的绿锦

勾勒了金色的条纹。近处沙柳环绕瞭望

台，羊柴、柠条等众多灌木藏身沙谷，锁住

沙龙飞扬。风削平了沙丘顶部，沙子随之

落入谷底，沙谷逐渐被填满，沙海逐渐平坦

起来，因此沙子流动性大大减弱，为飞播造

林提供了便利条件。

走下沙峰绿谷，李挺发现路边有枯萎

的梭梭，于是蹲下身子仔细观察梭梭的根

叶，研究着枯萎的原因。我不明就里，以为

他怕枯萎的梭梭不太美观，要拔除它。经

过李挺解释，我才知道这一棵棵绿草，抗旱

性并不一样，有的弱株枯萎得快，但它带有

沙漠生物学的科研价值。把枯萎原因研究

透彻，才能保证沙漠绿植旺盛生长。

绿染库布其。这一棵棵草木，这一片

片绿洲，蓬勃着生机，孕育着希望。我相

信，库布其的绿色一定会更加浓翠、更加葱

茏、更加辽阔……

图①：库布其沙漠种树场景。

图②：一望无际的光伏“蓝海”。

图①、图②为张博摄

图③：库布其沙漠里的穿沙公路。

白富华摄

制图：汪哲平

沙海里的沙海里的绿浪绿浪
王占义王占义

在辽阔的黄土高原，在我们的眼前，

是一大片堆砌的石头。这些坚硬的石头、

亘古不朽的石头，被一些强壮的陕北汉子

相中了，他们决心向这些石头发起挑战，把

它们雕琢成可堪使用的物件。

与坚硬的石头相比，再粗壮的陕北汉

子也显得太柔弱了。石头存在亿万年了，

而他们只是这世界上几十年的存在；石头

经历无数次的雨打风吹也依然完好无缺，

而他们若不幸染恙，就有可能需要休息好

几天。

早在 4300 多年前，他们的祖先就在一

片苍茫中开山破石，建造成了石峁古城。

今天，他们亲手开山破石，让无数高楼平地

崛起，巍然峨然。他们从石层上开凿下重

重的大碾盘，一个人也能用铁钎把它揭起

来。现在，随着轰隆隆的几声巨响，石头冲

天而起，又纷纷撒落下来，若天女散花般落

了一地。

是他们，破开了石头，雕琢着石头。

他们大都当过放羊娃。他们现在看见

这些乱石，觉得每块石头都像绵羊，绵羊的

耳朵好像还在动，绵羊好像还能发出咩咩

的叫声。他们笑着摸了摸石头，要跟这些

乱石作一次长长的对话，要让这些乱石为

多彩的愿景添上最美的一笔。反正不管怎

么看，他们都像一群艺术家。

自古以来，我们中国的建筑多是用木

材作原料，亭台楼阁，秀气典雅。而在陕

北，天旱少雨，木材稀缺，就因地制宜，砌筑

粗犷的石窑、石墙、石路、石塔。除此之外，

石头的物什举目皆是：石磨、石碾、石槽、石

钵、石臼、石灶台、石凳、石桌；还有石头的

艺术：石窟、画像石、摩崖石刻、石牌楼、石

狮子。缘于这些，在黄土高原上，成就了一

批好石匠。

而现在，在眼前，是一片已被打成方形

料石的世界。他们坐在石头上，每人一副

铁锤和钢錾，进一步打凿石头。四近的草

木，一滴露水也没有，全都昏昏欲睡。天上

呢，无风，无云。烈日如火，炙烤着他们。

“咣咣咣”的声音震响在山谷，他们在

打石头。

气出丹田，流转腕指，既用蛮力，又使

巧劲，铁锤起落，石末四溅。料石上，该錾

的錾掉，该留的留下，道道纹路，构成了美

丽的图案。不知何时，歌声起，一人唱，众

人和。歌的节奏就是打石的节奏，严丝合

缝。那是劳动之歌、旷野之歌。他们以歌

声调节呼吸，调节情绪，消解疲劳，互相鼓

舞。他们虽然性格各异，有的张扬，有的低

调，有的幽默，有的不苟言笑，但他们都很

自信，他们的心里都有一片滚沸的激情，他

们都在凝神笃志地打凿着石头。

在他们手下，石头在变化，石头在重

生。他们的歌，是力量的张扬，也是信心的

展示。

他们的歌，越唱越响。山川、大地、树

林、草木也跟着律动。当他们唱到最动情

最亢奋时，仰头向天，物我两忘。这时候再

看看他们吧，他们目不视手，他们的眼睛好

像只是在望天望云；他们动作纯熟，游刃有

余，完全成了盲打盲敲，但手下却锤锤都准

确无误。他们唱着打着，打着唱着，越唱越

忘情，越打越迸发出生命的激情。

在铁锤和钢錾的伴奏下，在动听的歌

声中，月亮升起来了，月光如水，泼了满地，

也泼在石头上。

石匠劳作的歌声
刘成章

①① ②②

③③

甘肃甘谷的春天，是从一朵

月季花开始的。那时，整个县城

都氤氲在一片淡淡的花香中。

清晨，我闻着花香，沿着康庄

路 去 上 班 。 人 行 道 上 的 两 行 槐

树，像两条绿色的飘带，在春风中

起伏；绿化带里的一树树月季，排

成整齐的方队，站在一棵棵冬青

树 之 间 ，用 灿 烂 的 笑 脸 叫 醒 古

城。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循着

香味，我的目光被一朵红色的月

季花所吸引。它热烈、优雅，美丽

而不做作，大方而不轻浮，片片丝

绸般细腻的花瓣在阳光下透明发

亮。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闪闪

摇摇地飞过，将我的思绪拉向时

光深处。

1990 年 ，我 刚 来 县 城 工 作

时，脚下这条路和前方不远处的

冀城广场，都还是一片片麦田和

一 户 户 农 舍 。 我 的 老 家 在 十 余

公 里 外 ，上 班 时 ，我 骑 一 辆 自 行

车 ，穿 过 一 个 个 炊 烟 缭 绕 的 村

庄 ，穿 过 横 跨 在 渭 河 上 的 大 桥 ，

再 穿 过 这 片 麦 田 ，就 到 了 城 里 。

城 里 只 有 一 条 街 道 ，十 分 拥 挤 ，

没有斑马线，没有红绿灯，汽车、

摩托、毛驴车、架子车、自行车、

行人，一齐涌入街道；没有高楼，

没 有 超 市 ，沿 路 瓦 房 挨 着 瓦 房 ，

屋檐接着屋檐，街道两旁尽是伸

帐搭棚做小生意的，蜂窝煤的青

烟、煎油饼的油烟，一阵阵，一股

股，飘向天空。站在任何一栋楼

房上，几乎都能一眼望到郊区，望

到碧绿的菜田和滚滚的渭河。下

班无事，我就和同事上街转悠，常

常不到半个小时就逛完了。街上

除了商铺和行人，很难见到花草

树 木 ，更 看 不 到 月 季 花 的 摇 曳 。

见多识广的同事说，咱们的小城

真小啊！

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

个小县城在时代的浪潮中，一天

天地长高了、长大了，而且有了老

城区和新城区之分。老城区繁华

熙攘，道路拓宽了，老旧楼房改造

了，干净整洁，欣欣向荣；新城区

高楼林立，绿树成荫，就像从老城

区根部生长出来的一根根健壮枝

条，蓬蓬勃勃。一座座大桥次第

建 成 ，成 为 连 接 新 老 城 区 的 纽

带。原来的沙沟大堤铺上了彩色

的塑胶步道，像一条彩色的玉带，

缠绕在县城的腰间。一条条新修

的道路，一项项民生工程，铺展着

现代、宜居的画卷。

无论新城区还是老城区，到

处都栽满姹紫嫣红的月季。对于

月季，我从小就喜欢。那时老家

的院子里栽着两株红月季，春风

吹来时，一簇簇花枝上长着小刺

的花朵，红艳艳地盛开在院子里，

像一簇簇火苗，甚是好看。红红

火火的月季，寄予着父母对红红

火火日子的向往。可我觉得月季

花美则美矣，却太过平凡，缺了一

点华贵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

对月季花的了解 越 来 越 多 。 月

季 花 对 土 壤、气 候 要 求 不 高 ，生

性简朴，插枝可活，生命力极强，

只需方寸之地，就能在贫瘠的土

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而且四季

不断，月月开花，正所谓“花开花

落无间断，春来春去不相关”。原

来，月季花美丽的外表下，还有如

此可贵的品格！如今，家乡人正

把甘谷打造成“月季之乡”，月季

花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幸

福之花”。

芬芳了这座城的，不光有月

季的花香，还有甘谷花椒和辣椒

的椒香。

入伏以后，大片大片的花椒

成熟了。明晃晃的太阳下，一粒

粒花椒，像一盏盏小小的灯笼，温

暖映照着甘谷的山川大地，微风

过处，椒香四溢。我所在的西城

区，新建了一处大型花椒交易市

场，每天都有椒农开着装满花椒

的三轮车前来交易，生意十分火

爆。那时节，城里城外都弥漫着

一种浓郁的椒香，老乡的脸上也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秋风乍起时，辣椒红了。红

艳艳的辣椒满山遍野，那饱含阳

光、雨露和山野清风的香辣味萦

绕 在 小 城 内 外 ，久 久 不 肯 散 去 。

不多日子，一串一串的红辣椒就

会 悬 挂 在 每 家 每 户 的 房 前 、树

上、屋 檐 下 ，像 一 副 副 红 红 的 春

联，贴满渭河岸边、南北两山，祝

福 幸 福 生 活 。 甘 谷 是 远 近 闻 名

的辣椒之乡，种植辣椒已有数百

年历史。数百年的研磨与品味，

数百年的守望与坚持，让辣椒与

甘谷人在精神上互相成全，在性

格上互相融合。一碗飘荡着“甘

谷辣”的油泼辣子，不仅是一种舌

尖 上 的 美 味 ，更 是 一 缕 悠 悠 的

乡愁。

墨香，则是甘谷人心中最香、

最美、最持久的一种味道。书香

墨韵一年四季飘拂在甘谷的山水

之间，县境内研习书法的人有数

万人之多，许多人家都挂有中堂

字画，藏有若干墨宝。2022 年初

冬 ，一 个 冬 雪 飘 飘 的 日 子 ，我 和

朋友提一罐自制的油泼辣子，去

康 庄 路 拜 访 德 高 望 重 的 王 老 先

生 。 先 生 年 过 八 旬 ，精 神 矍 铄 ，

耳聪目明，是当地妇孺皆知的书

法 家 。 当 他 听 说 朋 友 在 当 地 融

媒 体 中 心 工 作 ，便 铺 开 宣 纸 ，饱

蘸浓墨，缓缓写下了“美丽甘谷”

四个大字，一边写一边说道：“我

们甘谷变化这么大，又这么美，我

愿意多写它。”老人语重心长，满

脸慈祥。

临出门时，我突然闻到一股

淡淡的花香，寻香望去，原来是老

先生书案上的一盆月季花。三朵

花亭亭玉立，花瓣半开半合，味淡

而幽。霎时，一种融汇了花香、椒

香、墨香的独特味道，荡漾在先生

的书房内，继而飘散在古城的大

街小巷。

我想，这种独特的味道，就是

小城的味道、甘谷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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