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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除“三害”必种树

历史上，黄河在兰考多次改道
和泛滥。

《兰考县志》 记载，从 1171 年
至 1949 年的近 800 年间，黄河兰考
段决口 143 次之多。故道、故堤和
沙丘、村庄结合，形成上百个风
口。加上地势低、地下水位高、含
碱量大，风沙、内涝、盐碱成了兰
考数百年不绝的“三害”。

风沙有多严重？
东坝头乡雷新庄老支书雷中江

告诉记者，“那时耳朵眼里能有半盅
沙土。地北种绿豆，结果地南长出
苗。”记者问为啥会北种南收？老支
书笑着说，被风吹的。

当地县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前
100多年间，兰考被风沙掩埋的村庄
足有 63个。当时东坝头乡朱庵村被
一条半月形沙堆包围，最大沙丘达
9.9米高。

1962 年冬，正是“三害”最严
重的时候。来兰考赴任的焦裕禄，
眼前是一望无边的黄沙，结着冰凌
的洼窝，还有摇曳着枯草的盐碱
地。老百姓苦笑着说，这些地，旱
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不旱不涝
收盐碱，就是不见收庄稼。

焦裕禄立志为民除“三害”。
为查风口追风源，他走村串户寻找
治沙良策。1963 年的一天，他来到
东坝头乡张庄，看到村民魏铎彬正
手捧黏糊糊的泥土，一个劲儿地往
坟头上抹。焦裕禄不解。魏铎彬解
释说，这是母亲的坟，风太大把坟
头刮没了。他从半米深的地下，挖
出红胶泥把坟盖住，狂风再也刮不
动了。

魏铎彬的做法，让焦裕禄很受
启发。回去之后，他带上技术员，
找了一个 20亩的大沙丘做实验。只
用了 3 天时间，他们就用红胶泥把
这个沙丘封住了。焦裕禄把实验成
果总结为“贴膏药”（翻淤压沙）、

“扎针”（种植刺槐固沙）。很快，这
个做法就在全县推广。

防风固沙，除了种刺槐，还有
没有更有效的树？焦裕禄一次查看
灾情时，老韩陵大队的农民提到一
句谚语，“兰考三件宝，泡桐、花
生和大枣”。他组织座谈时，听群
众说，沙土地能种泡桐，长得又
快，五六年长成大树，既能挡风又
能压沙。多次调查之后，县里决
定，种植以泡桐为主要树种的生态
防护林。

兰考人摸索出了门道：在风口
前沿主风方向，栽植泡桐、杨树防
护林带，层层阻减风力；在流动、
半流动沙丘上，栽植刺槐林，固定
沙丘；沿沙丘周围，栽植白蜡条、
紫穗槐，延缓沙丘流动。

路 子 对 了 ， 干 就 是 了 。 一 代
代兰考人种树不止，兰考大地披
上绿装。

一棵“焦桐”名远扬

在兰考，兰阳街道朱庄村名声
很响。该村曾是发展泡桐治理风沙
的重点地区之一，焦裕禄在这儿种
过树。

一个夏日午后，朱庄村村民魏
善民又像往常一样，来为“焦桐”
打扫落叶、培土浇水。用他自己的
话说，可把这棵树给管到家了。

时任县委新闻干事刘俊生依然
清晰记得“焦桐”是如何种下的。焦
裕禄同众人一同种树，种到最后，路
边还扔了一棵小树苗，大家都没在
意。通常泡桐苗的长度约 3米，这棵
苗只有 2米，短了一大截。“他说这棵
苗个子低，但是根好，如果长起来了，
比其他树长得还快，扔了可惜。”焦裕
禄把树苗捡起来，刨个坑种上了。焦
裕禄的话，仿佛还回响耳边。

就是这棵小苗，如今已长成5米
粗、26.4米高的“焦桐”了。

1964 年 5 月 14 日，焦裕禄因病
离世。这棵当时“未成年”的泡
桐，寄托着兰考人对他的思念。为

此，魏善民的父亲魏宪堂，义务管
护这棵焦桐 8 年。直到年岁渐高，
他才把“焦桐”交给魏善民管护。

当年 21岁的魏善民，现在已 78
岁高龄，照料“焦桐”也长达 49
年。魏善民手抚“焦桐”，常常深情
注视。“只要身体好，我就把这棵树
看护下去。我们要把焦裕禄精神传
下去。”

斯人已去，斯树雄壮。风沙中
焦裕禄斩钉截铁的话语，至今在中
原大地回响——“不改变兰考的面
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事实上，焦裕禄和他的精
神，再也未曾离开。

几十年来，兰考县狠抓
林业不放松，每年组织大
规模造林绿化活动。在
继承中发展，兰考探索
出 了 农 田 林 网 、 农
桐 、 农 枣 、 农 条 间
作 ， 防 风 固 沙 林 ，
窄 林 带 小 网 格 造
林，灌淤压沙等
多种治理模式。

回 头 看 ，
没有一棵树是
白种的。焦桐

“驯化”了土
地 ， 农 桐 间
作 ， 林 茂 粮
丰 。 兰 考 硬
是 把 黄 河 故
堤 变 成 了 绿
色 海 洋 ， 创
造 了 人 间 奇
迹 。 当 年 让
群众吃尽苦头
的 大 面 积 沙
荒，而今难觅
踪迹。

“每当风沙
起 、 家 家 灯 不
熄 ” 已 成 历 史 。
现在的兰考，雷中
江 这 样 形 容 ：“ 城
南 碱 地 变 绿 洲 ， 城
北泡桐一行行，兰考
大 地 绿 油 油 ， 家 家 住
上两层楼。”

凡 是 过 去 ， 皆 为 序
章。近年来，兰考坚持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以创建森林城
市为目标，以国储林建设为抓
手，以防沙治沙工程建设引领林业
生态建设发展，坚持“多种树、种
大树、种本地树”，仅生态廊道绿化
就建设396条，1300千米。

目前，全县 40 万亩沙化土地、
26 万亩盐碱地、1600 个大小沙丘已
得到根治。曾经的飞沙地、老洼
窝、盐碱滩，都已变成大片大片的
泡桐林。

村村遍植“致富树”

历史的回馈，常在不经意间。
焦裕禄为治理风沙，带领兰考人民
种下大量的泡桐，不仅改变了兰考
历史，也正改变着一代人命运。

“上百年来，泡桐大多做成了风
箱，没有做过乐器！”河南中州民族
乐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代胜民自豪地
说，用泡桐制作乐器，是从他父亲
代士永开始的。

上世纪70年代，上海乐器制作师
傅偶然发现，多地烧火用的风箱所用
的泡桐木，竟是制琴良材。他们从泡
桐产地兰考，开始购买泡桐板材。代
士永当时是一名做风箱、家具的木
匠。他感觉制琴“上档次”，能大大提
升泡桐板附加值，打起了“把乐器引
回兰考”的主意。

1988 年 ， 他 倾 尽 所 有 购 买 材
料，多次上门拜访名师。最终，他
用真诚感动了上海制琴名师张连
根，把张师傅请回了家。凭借卖泡
桐板积累的“第一桶金”，加上东拼
西凑的几万元钱，代士永把牛棚改
成厂房、购入设备，乐器厂就办了
起来。

自此，承载焦裕禄干劲的乐器
产业，在兰考大地开始生根。县里
不断扶持，产业逐渐壮大。

记者来到堌阳镇徐场村，看到
家家户户都在忙生产。一座民宅大
院里，几名工人正专心制作古琴。
他们技术娴熟、分工明确，有的切
割木材，有的打磨半成品琴身，有
的调音。这是村民徐排行家开办的
木子韵古琴坊。

2006 年起，徐排行邀请亲戚邻
里一起，在家里做民族乐器。他们
专门手工制作古琴，光打磨琴身这
道工序就反复8遍。做一把琴，要费
5 到 6 个月时间，一年能生产大约
500把古琴。

不少开办家庭作坊的村民，是
在代家打工时，学会了制作乐器手
艺。依靠前人种下的泡桐树，兰考
乐器制作成了一项红火产业。徐场
村远近闻名，是名副其实的“民族
乐器村”。村党支部书记徐顺海说：

“村里人均年收入可达四五万元，几
乎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

下午5时，如同往常，物流快递
车停靠在徐场村村口广场。开设琴
包加工作坊的村民徐万军粗略计
算，一个下午，上千把古筝通过快
递运往四面八方。乐器卖得好，他
的琴包不出村就能销完。

当地干部介绍，兰考民族乐器
产量约占全国的 30%，其中桐木音
板乐器原料占全国的 95%，年产古
筝 、 古 琴 、 琵 琶 、 阮 等 70 万 台

（把），乐器配件 100 万套，产值约
20亿元。

……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

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
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1990 年，习近平在福州担任市
委书记时，夜读 《人民呼唤焦裕
禄》 一文，有感而发，写下了 《念
奴娇·追思焦裕禄》。此后，他多次
来到兰考，也亲手栽下了一棵泡桐。

焦裕禄同志种的那棵泡桐，风
姿依然。习近平总书记亲手种下的
泡桐，挺拔伟岸。

曾经的风沙盐碱地，彻底摆脱
“三害”的困扰。

曾经的贫困县，2017 年摘下贫
困的帽子。

更绿的兰考，更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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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的故事，焦裕禄书记的故
事，太多人写，太耳熟能详。我们去
了，能写出新意吗？焦书记和满目绿
色，有何关系呢？对他最好的纪念，
到底是什么呢？

听老支书雷中江讲故事，他的一
句话点醒了我们。“学习焦裕禄精
神，就像种树。栽时很辛苦，但不用
纠结，种就是了，治住风沙后，就能
代代传。”

好一个“种就是了”。纪念前人，
继承精神，不在其他，重在行动。不种
树，一棵树也没有。而种树，没有一棵
树是白种的。兰考人，正是在不断的
种树中，完成了对焦书记的纪念，实现
了对焦裕禄精神的传承。不种树，半
点焦裕禄精神也没有。

好一个“治住风沙后”。治理

“三害”，数百年来，探索者无数。为啥
焦裕禄带领群众“治住”了？一是调
查研究摸准路子，二是全民动员，
三是代代不息。既有雄心壮志，也
有 科 学 态 度 。 领 导 带 头 ，见 了 实
效，群众服你，才始终跟着你干。

好一个“就能代代传”。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树木长大，后人乘凉。
还有额外收获，花香满院，生态改善。
它也带来金钱财富，生活改善。我们
今天的收获，常常源自前人的栽种。
为了后人收获，我们今人也要栽种。
这里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也有

“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
离开兰考，回望一行行泡桐，感

慨良多。勤种泡桐的兰考人民，正意
气风发向前奔跑，奔向更美更富更幸
福的前方。

风沙中，那一行行挺立的泡桐
本报记者 石 畅 陈振凯 人民网河南频道 时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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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兰考，满眼葱翠。
一排排高大树木，矗立在阡陌沟渠、村庄田野。尤其麦田中间，见缝插绿，栽种着

不少泡桐。林在粮田中，粮在林木中。
官方认证，兰考已是“森林城市”。亲眼所见，绝非虚言。

“满天飞黄沙，遍地不生绿”曾是兰考的真实写照。一度，风沙扬起，埋没一片庄稼，一
亩地收不到40斤麦子。1962年冬天，老县委书记焦裕禄来到兰考时，就是这样的场景。

人不能让沙憋死。焦裕禄带领干群查风口、探流沙，种植泡桐，筑堤修渠，改良土
质。自打那时，兰考种树常抓不懈。渐渐地，树多了、林大了，风小了、沙停了，“风
沙、内涝、盐碱”三害没有了。

让人没想到，生态好了，还有意外收获——
当初防风治沙栽下的泡桐，如今成了兰考的“绿色银行”。一棵棵开着花儿的泡桐

树，竟是制作民族乐器良材，正为兰考带来丰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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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60年代，兰考人民翻淤压沙，向
“三害”宣战。 资料图片

焦裕禄干部学院前的“焦桐”。
张中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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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乐器加工专业村——兰考堌
阳镇徐场村。 李宇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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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的“焦桐”。张中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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