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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 2024驼铃古道模式口国风嘉年华活动
在石景山区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举办。游客们打卡寻
章，探索古道；市集摊主们身着汉服颔首作揖；捶
丸、木射、驼铃投币等国风运动项目引得大家跃跃欲
试；模式口公园里，精彩的历史复原表演更是吸引了
大家的目光。

模式口大街地处驼铃古道，自古就是商旅汇聚之地
和重要货运通道。在老舍笔下的 《骆驼祥子》 中，祥子
牵着三匹骆驼就是由这里逃回北平的，现在这里成了京
城古韵与现代活力交融的独特街区。上世纪 20 年代初，
这里成为当时北平地区首个整村通电的自然村，于是此
地成为各村生活新模式的典范，更名“模式口”。

东起金顶北街，西至石门路，模式口大街沿途串
联起了法海寺、承恩寺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多
处市级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往今来的印迹交融在这
条百年老街上。

漫步于此，只见古朴的房屋沿街排列，错落有致。色
彩缤纷的街景壁画上，骆驼队伍穿行不止，讲述着这片土
地曾经的商贸辉煌。

石景山区自 2016 年 1 月起启动了模式口大街改造工
程。“为了落实老城保护相关要求，明确了不走拆迁重建
的老路，确定了保护性开发的思路。”石景山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

模式口修缮了老爷庙等文物保护单位，还汇集了书
店、咖啡厅、餐饮等多种业态，利用原有古建群打造了

“五景七院三十铺”特色体验。经过几年的改造，老街焕

然一新，在 2021 年 9 月底正式开街。如今，这条老街已
成为京西地区的网红打卡点，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探寻历
史、品味文化。“模式口保留了历史元素，也越来越年轻
时尚了。”居民张阿姨感慨。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与繁华都市不同的老街慢生
活。街边绿树成荫，老树枝丫上系着鸟居，清脆的啭鸣
不时传来。大街房屋的外立面保留了原始的青砖灰瓦风
格，与中式门窗相得益彰，行走其中，浓郁的民俗气息
扑面而来。偶尔会有几个小孩子在街上嬉戏打闹，为街
道增添生机与活力。

游人如织，为的是欣赏古街古韵，更为这里浓浓的
人情温暖和生活气息。午后时分，街上的行人逐渐多了
起来。有人悠闲散步，有人拍照留念，还有的只是静静
地坐在树下纳凉。笔者正准备在街边一处长椅坐下拍照
打卡时，一位热心的老伯连忙提醒椅面上落了飘絮，还
帮忙清扫干净。“欢迎来模式口玩！”老伯笑着挥手。

临街店铺门扉大开，老板热情地招呼着，介绍自家
的手工艺品和地道小吃。街口有一家四合院式的咖啡厅，
前身是被承包用于药店经营的“西老爷庙”，现在已改造成
了模式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感受浓郁的历史氛围，再
点上一杯香浓咖啡，静观街上人来人往，十分惬意。

白天，古塔寺庙与民居商铺和谐共存于这片土地；
夜幕降临，整条街道灯火辉煌，霓虹闪烁，令人沉醉于
这浓郁的古色古韵之中。这里成为 2023年北京市文化和
旅游局推出的 50个小众景点之一，不断吸引着市民游客
前来游览。

倔强的“沙打旺”

沙漠中有种植物叫“沙打旺”，风沙越
猛，枝叶越茂、抓地越牢。“死磕”风沙的
治沙人，像极了倔强的“沙打旺”。

“那些都是我栽的树，我还想再坚持 10
年，只要干得动，我就不下山。”5 月 13 日
下午，在彰武县四合城镇刘家村义务植树
现场，73 岁的“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
彰武县造林大户侯贵，望着远处的林海对
记者说。

侯贵，彰武县四合城镇人，1951 年出
生，曾连任五届老窝堡村村委会主任。

眼前的侯贵个子不高，身材瘦削，皮肤
黝黑，脸上的皱纹如斧凿刀刻一般。深居山
林、育苗植树、巡查管护，这样的生活他已
过了23年。

四合城镇位于科尔沁沙地的南缘，总
面积 4 万多平方公里的科尔沁沙地，不仅
是中国最大沙地之一，也是京津冀主要风
沙源之一。

曾经的彰武县，“除了黄沙还是黄沙”。
新中国成立之初，彰武县沙化土地面积

520 多万亩，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96%，森林覆
盖率仅有 2.9%，是辽宁最大的风沙区。“一碗
米半碗沙，五步不见爹和妈。有风沙遮日，无
风一片白”，这是彰武县当年的真实写照。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回忆起童
年，侯贵说，小时候父母不让他在大风天离
家出去玩，因为风大时，沙子扬起来就很难
找到回家的路。

侯贵说：“那时，村民们耕种的地，不
断被流沙吞噬。晚上回到家，还要清理刮到
炕头的黄沙，家家户户都是如此。”

“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为此我向
村民许下一个承诺——植树治沙，保住耕
地。”2001年，50岁的侯贵辞去村委会主任
职务，拿出所有积蓄，承包了四合城林场一
片难以治理的农林沙荒地，开启了一场轰轰
烈烈的治沙之战。

很长一段时间里，侯贵的造林之路充满
了坎坷。“之前种的杨树几乎都得了立枯
病，救不活了……”侯贵当时在日记本上写
道。这些树是侯贵上山初期栽下的，如同他
的孩子一样。心痛之余，侯贵来到辽宁省沙
地治理与利用研究所取经，在专家的指点
下，侯贵发现了问题所在：单一树种不适合
大面积造林，容易引发严重的病虫害，导致
整片山林尽毁。

“在和风沙较量许多次后，我渐渐摸索
出了一些造林的经验。”侯贵说，看着小树
苗最终在精心照料下一株一株增加，树林一
片一片向外延伸，黄沙也渐渐停下了脚步，
自己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时光如梭，50岁的侯贵在沙地上熬成了
73岁的老人，但他欣慰的是——在荒山上栽
下的树已超过20万株。

夕阳下落，站在山坡上，侯贵的衣角
被风刮起，贴着头皮的花白头发也被风撩
起。但他却迎风挺立，扣子扣得整整齐
齐，像一尊雕像。他的身后，曾经的荒山
已成绿洲。

“我这一生和治沙有缘，只要做好治沙
造林这一件事，就知足了。”说起“三北”
工程攻坚战，他相信只要人不退，绿就不会
退，沙就不能进。

绿意盎然的欧李山

5月14日，记者登上彰武县山水林田湖
草沙综合治理示范区内的欧李山，看到了东
西南北四个方向的不同景致：东侧西旧府湖
烟波浩渺、鹭飞鱼游；北侧万亩草场风吹草
动、牛羊嬉戏；西侧上千亩“三北”防护林
绵延横亘、气势如虹；南侧当地政府原本保
留了一小片沙丘，想让人们通过对比看到沙
地原来的样子，却因近年来生态持续向好，
沙丘上也长满碧草……

难以想象，就在4年前，这里还是一片
荒漠，是县域内6座万亩沙丘之一。半流动
沙丘、风蚀点是这里的治沙难题，单靠植树
造林难以奏效。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彰武把县委常委会
会议开到沙坨子，开到治沙英雄侯贵的护林
房，一次次现场踏勘、一次次方案论证、一
次次推倒重来，彰武草原生态恢复区建设终
于拉开帷幕，以草固沙模式付诸实践。短短
数年时间，白花花的沙坨子被青草覆盖，荒
山秃岭被绿树掩映，草原植被覆盖度提高到
80%以上。

“咱们面前这 2000多亩的林地，原来是
沙丘，现在全部变成绿洲，这就是彰武治沙
最好的见证。”站在欧李山上，大德镇林业
站站长屈利平指着眼前的树林说，“现在目
之所及的广袤树林，都是‘三北’防护林工
程的一部分。”

随着彰武草原生态恢复区不断建设，德
力格尔风景区也应运而生。湖、岛、湿地、
草原、沙漠等自然景观浓缩一处，游人既能
看到“大漠孤烟直”的风光，领略“风吹草
低见牛羊”的景致，也能品味“稻花香里说
丰年”的喜悦。景区很快闻名遐迩，今年

“五一”假期，接待游客近5万人。
“欧李山换新颜咯！”一位来此散步的村

民对记者说，“游人来了，商机也来了。我
们一家三口都在德力格尔风景区上班，全家
每年有十多万元收入。”

近日，欧李山迎来了一批新“客人”。
他们是辽宁省直单位新一轮选派驻村第一书
记培训班的学员，彰武县治沙学校的老师要
在这里为他们讲述前辈们的防沙治沙故事，
让他们直观感受绿染黄沙的不朽奇迹。

“现场教学可以让学员们对于防沙治沙
的艰辛和成果的来之不易有最直观的感
受，可以更好地弘扬、传承彰武的治沙精
神。”辽宁省林草局副局长姜生伟说，近年
来，辽宁人防沙治沙的意识不断提升，植
树造林的氛围越发浓厚，全民参与的格局
已然形成。

开创樟子松固沙先例

在彰武，樟子松随处可见。
走进彰武县章古台镇万亩松林，绿意盎

然，松林以其独特的姿态，向世人展示着生
命力。

彰武是世界上首个应用樟子松固定住流
动沙丘的地方。故乡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樟子
松，彰武县不仅引种成功，而且实现了大面
积种植。

彰武县是新中国第一个固沙造林研究机
构诞生的地方。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究
所所长于国庆告诉记者，研究所总结出的灌

木固沙为主的综合治沙方法被列为中国三
大治沙法之一，还开创了樟子松人工治沙的
先例。

“1955 年在章古台沙地上引种樟子松并
试栽成功，为‘三北’地区乃至全国防沙治
沙提供了样板。”辽宁省沙地治理与利用研
究所副所长吴秀钢说。

故事一直在继续。
1991年，辽宁省内种植的许多樟子松生

病。吉林、黑龙江、山西、陕西等地也出现
类似情况。“松沫蝉和松枯梢病是罪魁祸
首。”辽宁省农科院研究员宋晓东说，“树与
人一样，也有生老病死，只要采取不同密度
间伐、营造针阔混交林，就不会因一种问题
撂倒一片。”

在攻关樟子松病因时，科研人员有了意
外收获。

在樟子松人工林中，一棵赤松和油松的
天然杂交种吸引了科研人员的注意。研究发
现，这种树速生、抗旱、抗寒、耐盐碱，且
不会感染松枯梢病，繁育后被命名为彰武
松，已推广到“三北”地区多个省 （区）。

沙海变绿洲，新的产业在蓬勃发展。
“樟子松沙地育苗是章古台镇支柱产业

之一，章古台是全国最大的沙地樟子松种苗
基地。”彰武县林草局局长赵立东说，“产业
发展实现了科研与生产的有机结合，强有力
地支持了‘三北’工程建设。”

“综合治理成效好”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地处科尔沁沙地边
缘，沙化土地面积达 100 多万亩。“山上没
有树，山下田不收。”一曲旧民谣，勾勒出
这片土地曾经的苦瘠贫薄。

如今，当记者踏上这片广袤土地，站在
巴扎兰生态工程区的山顶望去，无数个山
头、沟坡都形成了环形梯田状的人工地貌，
青绿色覆盖住了黄沙，面积之大令人震撼。

“为了改良荒山土质，当地林业人将一
袋一袋的土抬到山上。山上没有路，就用
脚踩出路。”阜新县林草局局长柴旭光说。

柴旭光的身边，是立于山顶的一座人工
修建的圆形蓄水池。他的身后，是无数个由
山头、沟坡组成的青绿色环状梯田。而曾
经，这里是一片连着一片的荒山，由于多为
石质山地，土层很薄，林木很难成活，每次
大风起，都是黄沙漫天。而现在，这片黄沙
已被绿色锁住。

从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到常有游客造访的
生态风景区，巴扎兰工程区之变，受益于山
水林田湖草沙的综合治理。

“综合治理成效好。如今，这里的植被
覆盖率已经达到 80%以上。”柴旭光说，目
前阜新县已完成石质山造林、退化林修复等
人工造林3万亩，栽植村屯绿化美化苗木20
万株，完成义务植树200万株，退化林网修
复37条。

同样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综合治理，记

者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于寺镇官营子村看到
了另外一个样本。

官营子村土地面积5.28万亩，耕地面积
2.31 万 亩 ， 其 中 沙 化 土 地 面 积 1.3 万 亩 。
“‘北靠大沙陀，西靠牤牛河，刮风迷眼
睛，井水不好喝’是过去官营子老人口口相
传的顺口溜，风沙大是村民最忧心的事儿。
现在我们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环
境越来越好，收入也越来越高。”官营子村
村主任张庆年对记者说。

目前，官营子村已改造梯田 2000 亩，完
成了梯田植被恢复。同时，抓住以水治沙这
个关键点，利用当地较为丰富的水资源，建成
方塘 20座、蓄水池 40个、水源井 300眼、地下
管网 5 万延长米。2024 年，规划实施灌区工
程，形成地下水网体系化，新增灌溉面积1.3万
亩，满足农田灌溉需求，确保粮食产量提升。

京西模式口，老街换新颜
方梓妍 杨林娜

“ 绿 海 ”锁 黄 沙
本报记者 杨俊峰

位于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的欧李山，有两张同一位置、
相似角度、不同年份拍摄的“肖像照”。

这两张照片，一张拍摄于2018年，另一张拍摄于2022年。
2018年的照片中，欧李山光秃秃的地表上植被稀疏，

一片荒芜景象。
2022年的照片中，欧李山绿草如茵，稻田水影天光，一

派江南景象。
这两张照片形成鲜明对比。只用了短短4年时间，这里

就从流沙荒漠变为绿水青山。
欧李山的新生，是“三北”工程在彰武开展的一个缩

影，也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成果之一。
草木以其柔韧染绿山河，英雄以其执着重塑家园。从

“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再到“绿进沙退”，一代代治
沙人的接续奋斗，在阜新市书写了绿富同兴的治沙传奇，也
留下了许多英雄故事。5月13日—15日，本报记者跟随国
家林草局“三北”工程攻坚战在行动·媒体行活动，走进彰
武县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采访记录当地的治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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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如今的欧李山一片“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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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于寺镇官营
子村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综合治理基地。

图③：彰武县山水林田湖草沙综
合治理示范区西侧上千亩“三北”防

护林。
图④：彰武县造林大户侯贵在展示

自己的造林成果。
图⑤：彰武县章古台镇万亩松林。

（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杨
俊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