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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归侨易解放——

愿祖国大地愈发绿意盎然

2002 年，痛失爱子的易解放
为了完成儿子的遗愿，从日本回
到祖国，踏上植树造林的公益之
路。20余年间，看似柔弱的她，克
服重重困难，从内蒙古到甘肃，累
计绿化4万亩沙漠和戈壁。在她
成立的“绿色生命”公益组织带动
下，一批又一批志愿者加入到“造
绿”队伍中。

回望这些年，易解放说，看到
昔日黄沙漫天的荒漠披上了“绿
衣”，并且“借绿生金”，“孵化”出
造福当地人的经济价值，这份成
就感无与伦比。如今，易解放心
里装的不仅是替儿子完成心愿的
念想，更是为绿色中国添彩的坚
定信念。

以下是她的自述。

广西贺州的初夏田园
侨 乡

新 貌

回国完成儿子的遗愿

2002年，54岁的我离开生活16年
的日本，和丈夫一起回到祖国。

这个选择背后是一个令我心痛的
故事。2000年，年仅22岁的儿子因为
一场车祸离开了人世。很长时间里，
我都无法从巨大悲痛中走出来。我记
得，儿子在去世前夕看到电视上关于
沙尘暴的报道，曾提议我和丈夫在退
休后到内蒙古去种些树。儿子的这个
心愿在我脑海中久久萦绕。两年后，
我决定辞去在日本的工作，和丈夫一
起回国完成儿子的遗愿。

一切远比我想象中困难许多。我
是上海人，从小在南方长大，此前从未
踏足过沙漠。2003 年初，我来到内蒙
古库伦旗，生平第一次见到沙漠，亲眼
所见的景象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为了寻找一片合适的种树基地，
我跟着当地工作人员深入素有“八百
里瀚海”之称的塔敏查干沙漠。在蒙
古语里，“塔敏查干”有“魔鬼”“地狱”
之意。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 200 毫
米，自然环境恶劣。我们乘坐吉普车
一路颠簸，开了2个多小时，沿途看不
到一棵树。到了没有路的地方，我们
只能下车徒步。碰到沙坡，我就手脚
并用，走一步，退两步，好不容易才爬
到坡顶。有一阵子，我实在走不动了，
想找一根树枝当拐杖，但目之所及皆
是无边无际的沙漠，连一根小树杈都
找不到。那一刻，我深切感受到，对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植树造林是多
么难，又是多么必要。

后来，在当地一名治沙专家的帮

助和指导下，我们在塔敏查干沙漠选
中了一片地下水位相对较高、植树种
草较易成活的区域，作为第一块种树
基地。我清晰记得，种第一批树苗时，
基地附近村子里的 300多名村民携家
带口，带着自家能用得上的装水容器
和劳动工具，一起加入到我们的种树
队伍。大人们挖洞、挖沟，孩子们也跟
在后面帮忙，大家都很兴奋，期盼着他
们的家园早些被绿树覆盖。那个场景
深深感染了我，让我更加坚定了在此
植树造林的信念。

每一棵树苗都如孩子

2003年，我和库伦旗当地政府签
订了一份万亩黄沙整治合约。根据这
份合约，我要用 10 年时间在当地植
树110万棵，用20年时间来保护。20
年后，这些树木无偿捐给当地政府和
村民。

最初，我的想法很简单，心中只有
儿子过去常说的一句话：“不做则已，
要做就做大的。”但当我真正去细算这
笔账时才发现，即便按照最低成本，种
植 110万棵树至少也需要五六百万元
人民币，这对我们夫妻二人来说是一
个遥不可及的数字。

为了解决植树初期的资金短缺问
题，我将我们夫妻二人在日本打拼的
积蓄、儿子的交通事故赔偿金和生命
保险金悉数投入其中，并卖掉了上海
的两套房产。要问我到底为种树花了
多少钱，早已算不清楚了。

幸运的是，几年后，随着越来越多
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我们得到了越
来越多帮助和支持。还有许许多多志

愿者加入进来，一起植树造林。粗略
统计，20年来，参与捐款和植树活动的
爱心人士有近10万人。

2003年至 2018年，从库伦旗到磴
口县再到多伦县，我和志愿者们一道
在内蒙古完成了 3 个基地的植树造
林，用 800 万棵树绿化了 3 万亩荒漠，
成活率达到 85%以上，如今已全部捐
给当地。

更让我欣慰的是，“造绿”不仅改
变了当地人的生活环境，还产生了可
观的经济价值。在考察磴口县生态环
境与种植情况后，我发现，作为沙区
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肉苁蓉是
一种寄生在沙漠树木梭梭根部的寄生
植物，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自2010
年起，我在磴口县援建了 1万亩梭梭
生态林。当地老百姓通过种梭梭来发
展肉苁蓉产业，既治理了环境，又增
加了收入。

2020年，我来到甘肃敦煌，开始了
戈壁滩的绿化工作。两年多间，我和
志愿者们种植梭梭、松树、沙枣树等，
实现了1万亩公益造林。

回望过去 20 年，一路艰辛，大
大小小的手术我就经历了 10 多次。
但每次养好伤后，我就忍不住想念那
片土地，想着还能做些什么。对我来
说，每一棵树苗都如我的孩子，值得
珍爱与呵护。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我
与当地老百姓和无数志愿者结下了深
厚情谊。

让沙山成为“金山银山”

20 年来，我将所有的心血和精力
都投入到植树造林之中，收获了一片

片充满希望的绿洲。许多人都亲切地
称呼我为“大地妈妈”。

这些年，日本NHK等多家外媒关
注并报道了我的故事。让我高兴的
是，许多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受到感
召，纷纷参加到植树造林的公益活动
中，为环保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几年
前，我还在日本东京举办了日中环保
研讨会，邀请与会者共同探讨如何加
强生态建设、保护生态环境。

其实，我已经实现了多年前在心
中对儿子许下的承诺，但我没有停下
脚步。如果说最初是儿子的心愿给了
我前行的动力，那么现在支撑我坚持
下去的是一幅关于绿色中国的更加宏
阔的图景。我丈夫杨安泰曾说过这样
一段话：“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做
这样有益于大家的事情，而且做成了，
很有成就感。现在，这已经不是一个
人的事情，不是一个家庭的事情，而是
国家的大事。”这也是我的心声。

回国 20年，我们眼见祖国大地不
断绿起来、美起来，不仅实现了由“沙
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而且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宝贵的
中国方案。我很自豪能够参与其中，
做出自己的贡献，也将尽己所能，继续
向世界讲好中国绿色发展故事。

最近，我正在寻找合作伙伴，希望
借助先进技术，不仅让更多沙漠、戈壁
披上“绿衣”，而且还要“点绿成金”，创
造更多经济价值，在戈壁滩上种出“致
富果”，让沙山成为“金山银山”。

我和丈夫都已年近耄耋。相信随
着更多年轻力量参与到植树造林行动
中来，我们的这份“绿色心愿”一定会
延续下去，祖国大地将愈发绿意盎然。

（本报记者 严 瑜采访整理）

易解放在内蒙古磴口县乌兰布和沙漠参与植树活动。 受访者供图易解放在内蒙古磴口县乌兰布和沙漠参与植树活动。 受访者供图

本报电（记者林子涵） 第四届“一带一
路”侨商组织年会日前在重庆市江北区开
幕。本届年会由中国侨联、重庆市人民政
府主办，重庆市侨联、江北区人民政府、
奉节县人民政府承办，中国侨商联合会支
持，是第五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的主题活动之一。

围绕“侨连新通道 共襄新重庆”的主
题，活动共邀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
新加坡、马来西亚、斐济、柬埔寨、澳大
利亚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70 余名侨商
代表参与线下活动。年会还通过线上直播
的形式面向全球华侨华人共享新重庆发展
机遇，吸引海内外近600万人次共襄大会。

年会现场，多位侨领分享了自己的
“重庆期待”。

“希望有机会在重庆的热土上耕耘。”
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会长徐伟春团队近期
在重庆各个区县考察调研，感受到重庆有
温度的营商环境，他表示，未来计划加强
与重庆合作，用侨界力量、侨商资源共同
建设国际化、智能化的美丽新重庆。

“柬埔寨川渝总商会目前已有会员企业
200 多家。为了让重庆企业走出来，更好地
将重庆商品推向柬埔寨及整个东南亚，我会
依照当地法律法规流程，协助重庆企业办理
信息、税务、厂房土地租赁等一系列手续。”
柬埔寨川渝总商会会长郑贤江表示，柬埔寨
川渝总商会将充分发挥作用，努力搭建东南
亚与重庆交流合作的桥梁。

中国侨联海外委员杨志唯分享了他眼
中的重庆发展机遇：“我对重庆充满信心、
满怀期待。海外侨团、海外侨胞、海外华
侨华人企业可抓住重庆发展机遇，积极投
身到西部大开发的建设中。”

加中贸易促进会会长陆炳雄表示，侨
商侨领将发挥侨界优势，为重庆在科研、
基础研发、旅游、高校、科研院所、创新
型企业方面搭建国际合作平台贡献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研究员徐秀军也在现场从“共建‘一带一
路’的时代背景、成就与前景”三个方面作了
主旨演讲。

年会现场，主办方表示，重庆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
市，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
经济带的联结点上，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
渝满俄国际铁路班列在这里交汇，重庆在“一带一路”陆海联动发
展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优越的区域条件、国际化的营商环
境、健全优越的集成政策，让广大侨胞能够在此得到量身定制的
服务方案，投资重庆、共享发展，重庆机遇无限。

第四届“一带一路”侨商组织年会落地江北，江北区也在活动中
向全球华侨华人分享了来自江北的“机遇清单”。“大江南北，最美江
北；走南闯北，还看江北；投资兴业，首选江北。”江北区委副书记、区
政府区长陶世祥概括了“江北值得选择”的理由，“真诚邀请各位侨
商在江北区多走一走、看一看，到江北投资兴业，开辟新的疆土，愿
与各位朋友加强合作、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赢未来。”

年会现场设置经贸展区，万州、涪陵、江北、渝北、长寿、
潼南、忠县、万盛等区县通过现场讲解、图文资料等方式向嘉宾
全方位展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新貌，展示各区县发展规划、产业
布局、投资环境、合作领域、特色产品及重点企业情况等，嘉宾
与参展单位一对一交流、面对面咨询，开展合作洽谈。

“凝聚侨的力量、发挥独特优势，在助力新重庆建设上展现新
作为；弘扬侨的精神、继承优良传统，在同心共圆中国梦上树立
新风貌；把握时代要求、强化责任担当，在共建‘一带一路’上做
出新贡献。”中国侨联副主席连小敏表示，将全面落实重新签订的
部市合作协议，坚持上下联动、内外互动，定期在渝举办“一带一
路”的侨商组织年会等各类大型活动，加大支持重庆的力度，助力
重庆高质量发展。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重庆成为“一带一路”侨
商组织年会会址以来，通过“专题展会+高峰论坛+全景路演+深度参
访”等方式，吸引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的侨商侨领线上线下共享重庆
发展机遇，往届已促成近600亿元投资落地，实现多方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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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盘山路，中巴车盘桓许久，驶入中国传统村落——福
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

村落于明朝肇始，赓续绵延中，闽东鲜明的地域特征塑造
了别具一格的古民居，也孕育了国家级非遗“红粬黄酒酿造技
艺”和“四平戏”。今年，龙潭村被列入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村落所在的屏南县也是福建省重点侨乡之一。

驻足村中，山涧淙淙，春雨落阶。500多年岁月于石板路上
沉淀，古民居改造而成的书吧、酒吧、民居等错落有致，游客、村
民熙攘其中。世间温软，于此风轻云淡；古今辉映，文创“唤醒”
龙潭。

不到10年前，这里还在“沉睡”。地处深山，竦峙的群峰曾
成为龙潭村难以破除的“封印”。交通闭塞，产业不兴，村里劳
动力外出务工。

“2015 年，全村 59 座古民居全部空置荒芜，1100 多户籍人
口只有100多名村民留守。”龙潭村村支书陈孝镇回忆。

这是当地古村落面临的共性问题。“当时县里25个中国传
统村落，有18个即将成为‘空心村’。”屏南县副县长魏宏峰告诉
记者，古村落保护利用亟需新的思路与机遇。

仔细论证后，屏南县政府以文创为切入点，引进文创专家
团队，借助“外脑”实现传统村落保护活化利用。“2016年开始，
县里每年拨出1000万元作为文化专项基金，并为文创团队提供
额外补助，孵化文创项目。”魏宏峰说。

2017年，龙潭村传统村落保护工程正式启动。
“修旧如故、一屋一特色，这是龙潭古民居的修缮理念。”屏

南县文创项目总策划林正碌介绍。
在文创团队主导下，龙潭村创新民居修缮方式，由经营

文创产业的外来“新村民”出资，文创专家主持设计，村级组
织自行购料，就近聘请工匠组织施工，并派专人对工程建设
全程监督。

整修过的古民居如何使用？会同文创专家团队，龙潭村村
两委探索出“老屋认租15年”模式。

“由村委会建立中介平台，从祖居户中流转古民居，按一定

标准租赁给‘新村民’使用15年，由‘新村民’承担房屋修缮改
造费用。新模式能够有效避免新老村民权益纠纷等现象，也
解决了传统村落古民居‘保’与‘用’的问题。”陈孝镇介绍。

就这样，破败的古民居纷纷“复活”，升华为富有诗意的艺
术共享空间。“新村民”在里面开起了画室、酒吧、餐馆、民宿
……文创项目帮助村里百余名村民掌握油画技能，并借助线上
平台售卖画作。

网络打破了山脉的阻隔。复活的村庄招来了游客，引来了
“新村民”创业、老村民返乡，更推动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观念深
入人心。

沉醉于龙潭村如画美景，江西青年胡文亮在此定居。在调
研基础上，他学习红粬黄酒酿造技艺，做起了文创产品，并将国
家级非遗展示给每一名游客。“我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更能为
传承文化出一份力，非常自豪。”

同样诧异于家乡的蜕变，大学毕业生陈忠业回到龙潭
村，参与到古民居改造中。“我不仅参与设计施工，平常还会找
村民聊天，告诉他们文创及文化保护对于村子的重要性。”

陈忠业说，村里现在形成了由村民组成的“抖音号矩阵”，
龙潭村相关视频最高点赞量破百万。从黄酒到戏曲，从民居到
草木山峦，村落中传承数百年的精彩，正传播至远方。

2022年底，龙潭村吸引回流返乡就业人员400余人，常住人
口已达700多人，以青壮年人口为主。村中有各类艺术共享空
间30多个。

从荒村“流人”到胜境“留人”，侨乡屏南县域内的中国传统
村落纷纷实现华丽转身。据统计，屏南县2022年接待游客54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0多亿元，较2012年增长300%。

“下一步，我们将以发展旅游作为推动传统村落保护的抓
手，发挥游客对文创产品的宣传载体作用。”魏宏峰表示，只
有打造卖得出、叫得响的文创产品，进而带动更多人热爱传
统文化、学习传承技艺，古村落中丰富的文化遗产才能从

“标本”变为大众心中“活的回忆”。
（据新华社电 记者魏弘毅）

福建龙潭村：侨乡村落在文创中“醒来”

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平桂区鹅塘镇锦塘村，绿油油的稻田与远处的
峰林、云海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美丽的山水田园画卷。 黎豪图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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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