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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石旮旯要地要粮

“嘭！”一块石头被炸开了，人们赶紧把石头搬到土地边
上垒成石埂。

这一场景来自西畴县蚌谷乡木者村摸石谷。上世纪80年
代的摸石谷，山峦裸露、岩石狰狞，山上无绿色，地里多乱
石，土地夹在石缝中。“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春耕一大
片、秋收一小箩，成年姑娘往外跑、成年伙子无老婆。”木者
村是这样，西畴受石漠化影响的地方同样是这样。

“当时木者村是远近闻名的‘口袋村’。”木者村村民刘登
荣说，所谓“口袋村”，就是拿着口袋出外借粮。村民往往农
历正月一过就开始外出借粮，借一斤还两斤，年年缺粮年年
借，年年借粮年年还。“石漠化严重，农民收成实在太少。”
刘登荣感叹道。

许多活不下去的村民选择了搬走，离开这里。但是，过
不了多久，这些村民又搬回来了。“哪儿都是人多地少，到了
别的村也不会分给土地，就是一个外来户，不如搬回来。”刘
登荣讲述着当时的情景。

可是，搬回来还是老问题，怎么活下去？漫山遍野的树
都快被砍光了，石头裸露越来越严重，土地越来越少。怎
么办？这个事儿一直压在刘登荣心里。

刘登荣当时20多岁，被任命为村里党支书不久。他原本
是兽医，在当时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如果他不待在木者村，
他完全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可以走，但是其他人怎么办？”刘登荣心里装的是乡
亲。他和党支部其他成员商量着村子的出路：搬家不如搬石
头！把地里的石头炸了，搬开，改造田地。这件事也得到了
西畴县委、县政府的支持。

决定了就开始干，但是村子里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这
炸石造地，等于往石缝中抠土呀，能整的吃吗？”“几辈人都
没有想过的事，你们怎么可能干成？”风言风语敲打着刘登荣
的心。但是为了木者村，再难也要干下去。

刘登荣和同事们一同找老支书王廷位商量炸石造地的
事。老支书一口答应并表示带头先在他家地里炸石造地。
1990年12月3日，第一炮炸响了。

这一炸，把村民的热情也炸了出来。全村 300 多名村民
投入到炸石造地的一线。

村民们先把石缝里的土抠出来放边上，将中间的石头
炸烂铺平，再把边上的泥土均匀地铺在石块上，剩下的石
块就垒在地边砌成石埂。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造地的现
场壮观激烈。

经过105天的奋战，360亩土地从石旮旯里刨了出来，成
为“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台地。

第二年开春儿种下的玉米、烤烟到秋季大丰收，玉米亩
产由过去的200多斤增加到了800多斤，烤烟亩均收入由原来
的400多元增加到1000多元。“口袋村”变成了“余粮队”。

到 1992年，木者村一共炸石造地 600亩，除了种粮，还
种植烤烟、核桃等经济作物。之前被砍光的山则全部封山育
林，恢复植被。

从那时起，“搬家不如搬石头”在西畴广为流传，木者村
成为榜样。西畴的很多村寨纷纷效仿，向顽石开战，建设高
稳产农田地，西畴人的温饱问题逐步解决了。

尝到甜头的西畴人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到2019年，西畴
县共整治土地24.4万亩，新增耕地9046亩。

靠青山致富

山清水秀和穷山恶水，兴街镇江龙村的村民对这两个词
是有着深刻体会的。

去往江龙村的路上，漫山遍野都是柑橘树。每到收获的
季节，黄澄澄的柑橘挂在树上，像是一个又一个金元宝。

可是，谁又能想到，3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情景。
1985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表明，西畴的荒山荒地、火

烧迹地、采伐迹地48万亩，森林覆盖率下降到25.24%。
对那个年代的情景，村组长刘忠恩记忆犹新，他指着远处

的一座山，“那时大家都在砍树。为了生活，需要砍柴烧火。”
砍树的速度是惊人的，但是村民的生活依然很穷。环境

越来越差，山变秃了，水也留不住了，到了雨季，就是大水
漫灌，山脚的地都没法种。面临这种情况的不仅是江龙村，
整个西畴的石漠山区都是这样。

同样是1985年，西畴县提出了“用30年时间绿化西畴大
地”的目标。一时间，全县掀起了植树造林、封山育林、退
耕还林、生态公益林保护的热潮。

江龙村也是一样，“不能再走原来的老路”。这成为全村
人的共识。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江龙村开始生
态治理。

山上没树，那就封山育林；坡度大的土地不适宜耕种，
那就退耕还林。每一户做饭没柴烧，大力修建沼气池；村民
生活用水短缺，每一户都修小水窖储水……

为了防止继续砍树，江龙村还召开村民大会，把禁止砍
伐树木写进了村规民约，谁砍树就处罚谁。

“当然有人不遵守，只要被抓住就重罚。”刘忠恩的叔叔当年
悄悄砍树，结果被罚了3000多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

树种上了，规矩也立了，生态慢慢好起来。最直观的就
是原本已经干涸的清泉在2005年的时候又有了新的水源。在
雨季原来经常出现的山体滑坡、积水成涝的状况再也没有出
现过。

江龙村的村民并不满足于此，生态变好了，生活也要变
得更好，要向生态要小康。在村党支部原书记、荣获“全国
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的刘超仁带领下，全村村民喊出
了“与其等着看，不如自己干；小康村是干出来，不是等靠
要来的”的口号，率先在全县掀起了自建小康村的热潮。

既然种粮食不挣钱，那就试着种经济作物。“村子里有在
外做生意的人，带回来了柑橘树苗。”2003 年起，刘超仁、
刘忠恩带着村民开始种柑橘。几年后，柑橘树挂果，收入可
观，家家户户开始种柑橘。

柑橘要运出去，没有路是不行的。江龙村村民自发组织
起来修路，每家每户出钱出工，把进村和入户的水泥路全部
铺起来。运橘子的车一趟又一趟地在水泥路上来回穿梭，村
民生活就一点又一点幸福起来。

到现在，江龙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柑橘，全村共种植 9
个品种，每年人均纯收入上万元。当记者问一直在做介绍的
刘忠恩一年能挣多少钱时，刘忠恩伸出 4个指头，腼腆地笑
了一下，“至少4万元吧。”

走在如今的江龙村，家家都有小洋楼，山上有树林，地
里有柑橘，“山上绿起来，村庄亮起来，群众富起来”的江龙
村成了名副其实的生态村、文明村、小康村，森林覆盖率从
1990年的32%提高到如今的80.4%。

种下的柑橘与其他林木一样，满足了生态保护的需要，
同时也为村民致富铺平了道路。江龙村探索出了一条“山、
水、林、田、路、村”的石漠化综合治理的路子。

“三光”不光了

“三光三光，树林全砍光，水土流失光，姑娘全跑光。”
过去的三光片区是石漠化重灾区。三光片区位于西畴县东南
部，涉及6个村委会54个村民小组，面积50平方公里，曾经
裸露半裸露岩溶面积达到86%。

老街村委会的老黑箐村小组就在三光片区中，是一个苗
族聚居的村寨。走在现今的老黑箐村，黄色的小别墅、宽阔
的石板路，浓郁的民族文化迎面而来，一点生态破坏的痕迹
都找不到。

杨朝富是苗族人，一直生活在老黑箐村。见到他的时
候，他正准备将水抽到他的水窖里。

“我们过去都是和猪、牛、羊生活在一块的，这间屋住
人，旁边的屋子就住牲畜。”杨朝富回忆前些年的生活，人居
生活环境极其差劲，臭味熏天，而且村子周围树木砍光、石
头裸露，随处可见的破败景象，“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

穷则思变。三光片区包括老黑箐村在内从上世纪90年代
开始封山育林、炸石造地，石漠化治理有了一定的效果，村
民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

但这还远远不够。中共十八大以来，西畴县委县政府决
定在三光片区进行石漠化综合治理，实施“生态建设、水利
设施、土地整治、道路建设、村庄建设、产业发展、扶贫开
发、机制建设”八大工程。

老黑箐村按照“八大工程”开始进行村庄整治。“房子重
新修了，村里铺上水泥路，给每一家都修了水窖和沼气池，
后来又把电引来，整个环境大变样。”杨朝富说。

不仅如此，老黑箐村还鼓励村民土地流转，种植烤烟或
者外出务工，千方百计地增加收入。

杨朝富就种了35亩烤烟，每年收入超过10万元，说起现
在的生活，“那真是好得太多了。”在三光片区的石漠化综合
治理过程中，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紧密结合在一起。

如果说木者村的炸石造地和江龙村的“山、水、林、
田、路、村”综合治理是西畴人向顽石抗争，向石漠化抗争
的第一步和第二步，那三光片区的治理，就是西畴石漠化治
理的第三步，“六子登科”治理模式。

——“山顶戴帽子”：封山育林2万亩、退耕还林6000亩；
——“山腰系带子”：种植猕猴桃 5000 余亩，发展烤烟

3000 亩、三七 1000 余亩，种植核桃 4000 亩、李子等林果
3000亩；

——“山脚搭台子”：建设“三保”台地2.2万亩，打造
“石漠梯田”；

——“平地铺毯子”：对原来的基本农田实施高效节水灌
溉示范改造，鼓励村民将土地流转给农业企业，种植高附加
值农产品；

——“入户建池子”：安装农村太阳能热水器 1000 台，
实施节柴改灶2000眼，维修沼气池810件；

——“村庄移位子”：实施美丽乡村建设9个、房屋改造680户。
如今的三光片区，山变绿、水变清、村变美、产业兴，

石漠变绿洲；小坝塘、小水池、小水窖星罗棋布，山区小水
网遍布乡村田野；路网、电网、通信网通村达寨渐次铺开，
彻底结束了出门靠走、照明靠油、通讯靠喊的历史；“三保”
台地层层叠叠，特色产业点缀在漫山遍野之中，形成万亩石
漠梯田壮丽景观，吸引着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度假，呈现出勃
勃生机和美好前景。现在的“三光”，不再是过去的光秃秃之
地，而是有着美好的前景的光明之地。

封山育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耕还林，，绿化率从不到绿化率从不到3030%%提高到超过提高到超过6060%%——

干！西畴石漠变绿洲
本报记者 张一琪

当阳光洒在云南省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
畴县岔河村时，茂密的
山林、平坦的道路、错
落 的 民 居 、 清 澈 的 池
塘，过去石漠化严重的
岔河村，如今成为远近
闻名的石漠水乡。

村民王海莲对现在
的日子甚至有点“不可
想 象 ”。“ 过 去 我 们 都
讲，‘吃粮靠救济、喝水

远处挑、出门行路难、用
钱到处借’，日子实在是
太苦了。”王海莲回忆道。

苦日子是因为石漠
化 。 西 畴 县 是 中 国 石
漠 化 最 为 严 重 的 地 区
之 一 。 上 世 纪 80 年
代，西畴 75.4%的土地
呈现石漠化状态，水土
流失严重，人均耕地不
足 0.78 亩。一位外国专
家在考察此地之后，留

下了 “ 基 本 失 去 人 类
生 存 的 条 件 的 地 方 ”
的评价。

困难没有吓倒西畴
人民，依靠着“等不是
办法，干才有希望”的
西畴精神，西畴人民不
畏顽石，不怕艰难，用
勤劳的双手不断探索治
理石漠化的路子。如今
的西畴又有了当初“喀
斯特绿洲”的模样。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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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无三尺平”的西畴
的变化令人震撼：山清水
秀，鸟语花香，石漠化的痕
迹正在逐渐消失……

这些靠的是什么？“等
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
西畴人靠的就是这股子精气
神。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
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子劲
儿。这也是此次采访给我留

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
没有土地？不怕，把石

头炸了，造出土地；没有
路？不怕，村里集资，每家
出工出力，生生地修出一条

路；植被破坏严重？不怕，
封山育林，谁家砍树，就重
罚谁……

采访期间，随处可以看
见“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

望”这句话，这是西畴精神
的核心，西畴人不仅把它放
在能看到的地方，更是把它
刻印在心里。

大 家 都 说 ，扶 贫 ，先 扶
志。其实，搞生态文明建设，
更要先扶志。保护生态，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干成，需要的
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一张
蓝图绘到底。

干 ， 才 有 希 望
张一琪

干 ， 才 有 希 望
张一琪

照片说明：
图①：江龙村村民在采摘柑橘。

陈明凯摄
图②：“三光”片区居民正在搬

开石头造土地。 吕德仁摄
图③：整治后的“三光”片区。

吕德仁摄
图④：岔河村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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