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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的雅鲁藏布江畔，暖风习习，绿意
盎然，一排排树木吐露着生机。穿过树林，
来到西藏自治区山南市贡嘎县贡嘎机场周边
山体 2 号造林片区，百余名工人正忙着栽种
苗木，为高原增添新绿。

“把这些苗木小心地搬到山上，再小心地
种下去，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树
木。”65 岁的边久又来给儿子罗布“训话”
了。“我们从今年4月份开始在这边种树，爸
爸已经来了不下十次。”罗布说，爸爸一辈子
都在种树，格外珍惜苗木。

1959年，边久出生在山南市扎囊县扎其
乡罗堆村。40多年前，年仅十来岁的边久放
羊时，在村边的山坡上种下了5棵柳树。“山
上光秃秃的，太阳很毒，晒得很。”那时的
他，只想着在放羊的时候有个乘凉的地方。

边久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从此与树结了
缘，从刚开始种几棵树到后来参与雅鲁藏布
江防沙治沙造林工程，再到成立苗圃基地，
边久因为种树出了名，在当地赢得了“树爸
爸”的美名。

如今，边久种下的树苗，在“世界屋
脊”茁壮成长，枝繁叶茂。

生态修复，为沙地穿上“绿装”

初见边久是在他的扎囊县苗圃基地，他
漫步在郁郁葱葱的林荫道上，指着林子里那
棵又粗又高的树说：“这棵树是我 20 年前种
下的，刚种下时跟我差不多高，现在都成参
天大树了。”

扎囊县地处西藏中南部、雅鲁藏布江中
游。雅鲁藏布江流入山南境内，河谷变宽，
水流变缓。曾经，一到冬春季节，河道裸
露，大风一起，黄沙漫天，沿江道路常被沙
子封堵，临近的贡嘎机场因为沙尘暴导致飞
机延误的情况时有发生。

谈起20世纪80年代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沿
岸，边久感慨万千。“那时候，毫不夸张地
讲，早上出门，晚上门就被院子里的沙堵住
了，打不开。”边久回忆，当时老百姓被风沙
弄得苦不堪言，周围农田也经常被沙子掩
埋，收成一年比一年少。

后来，山南市开始建设雅鲁藏布江防护
林。边久和12名村民组成了一支施工队，他
们靠着石匠、木匠的手艺和一辆东风汽车，
打井、挖渠、种苗圃，参与造林工程。那段
时间，他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

在高原种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这里气候恶劣、土地贫瘠、水源匮乏，加上
高海拔带来的缺氧和寒冷，树木生长异常艰
难。然而，边久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

“在裸露的沙地里种树不容易，为了让树
存活下来，我们把家里的旧衣服拿出来，小
心地包裹在树根上，从几公里外搬松软的
土，铺在树根周围，防止水分流失。”就这
样，边久带领施工队不懈坚持，成功地在雅
鲁藏布江边种下了第一批树苗。“在高原种
树，种只是个开始，后期工作量特别大，刚
种上之后的三四天很关键，如果没人浇水、
没人管理的话，树很难存活。”边久说，种树
就像养孩子，必须一直关注。

如今，山南市已成功构筑起雅鲁藏布江
中游河谷贡嘎至桑日段长 160公里、均宽 1.8
公里、面积约 50 万亩的“绿色长城”，实现
了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年沙尘天气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60 余天降至目前的 7 天左
右，有效改善了两岸的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

仅过去 5 年，山南市就累计实施植树造
林 50.53 万亩，封山育林 21.12 万亩，森林抚
育32.92万亩；实施水土保持生态综合治理项
目 15 个，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451 平方公里，

完成防沙治沙76.8万亩。
“生态得到了修复，也为子孙增添了绿

色。”边久自豪地说，当年种下的树为沙地
穿上了“绿装”，风沙天气也越来越少了。

植绿生“金”，携手走上致富路

随着雅鲁藏布江防沙治沙造林工程建设
项目的实施，边久有了更多种树的机会。在

政府扶持下，2004 年，边久带领村民整地、打
井、修水渠，在家乡建起首个个体苗圃基地。

“那片荒地能长出树？”苗圃基地初建
时，很多村民不看好边久这个冒险的选择。

“不怪他们疑惑，因为当时这块地全是砂石
地，连草都长不出来。”边久回忆。

“之前种树主要是让树存活，现在种苗木
是为了培育更多适宜在这片荒地生长的树木
品种。”边久说，这也是他成立苗圃基地的

初心。
刚开始在基地种树时，有30亩的地要浇

水，边久说：“每棵树种下去后最需要的是
水，但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正是缺水。”由
于苗圃基地离江边有一段距离，加之条件
落后，缺水时，边久每天要开着拖拉机到江
边运水十几趟。回忆起那段经历，边久坚
定地说：“就算在那样的环境下，我都没想
过放弃。”

为了选出适合高原地区生长的苗木，文
化水平不高的边久去青海、甘肃寻访专家，
带回来 100 多种树苗后，又不厌其烦地一个
个试种，精心呵护。他说，在这个基地一次
种 100 棵树苗，经过一个冬天，一般只有 30
棵左右能存活下来。面对这仅有 30%的苗木
成活率，边久并不气馁。

如今，20 年过去了，边久的苗圃占地
450 多亩，培育了松树、杨树、柳树等 70 多
种、200 多万株树苗，种出的树苗有适合园
林绿化的，也有能防沙治沙的，销往拉萨、
日喀则、阿里等地。

基地现有固定员工 100 多人，季节性员
工 270 多人。他们不仅能挣工资，还能学到
育苗技术。“从前自己没一技之长，四处务
工。在边久这里，每年可以免费接受种植技
能培训，年底还可以拿到不少分红。”罗堆村
村民尼玛次仁已在苗圃基地工作了19年，把
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这里的建设之中。

近年来，山南落实林业生态补偿政策。
如今，和边久、尼玛次仁一样，很多群众通
过植树造林吃上了“生态饭”，走上了致
富路。

科技助力，绿化事业后继有人

“轻轻一点，灌溉系统就启动了，想什么
时候浇水、浇多少，只要设定好就行了。”罗
布熟练地操作着。2015年，他辞职回家跟着
父亲边久种起了树。作为一名90后，罗布思
想开放，勇于创新，注册了绿化公司，实行
规范化管理，在网上直播植树公益活动，苗
圃产出的树苗大幅增加，接手的绿化项目也
越来越多。

“我们从今年4月底开始承包了拉萨南北
山种树 （贡嘎段） 2 号片区，树苗是从苗圃
基地搬运过来的，都是驯化半年多的树种，
基本能适应这里的海拔和气候，我觉得能种
成功。”罗布信心满满地说道，现在实现了规
范育苗、科学种树，不怕种不活。

从山坡上放眼望去，油松、祁连圆柏等
树种长势甚好，郁郁葱葱；更高处的山坡
上，矮灌木沙棘、砂生槐喝着“营养液”，也
在茁壮成长。种树前，罗布也下足了功夫，
公司通过遥感技术对当地气候、土壤等自然
条件进行深入分析，筛选出适合在山上生长
的树种和草种，还通过安装智能节水灌溉设
备，有效避免了过度灌溉对土壤结构造成的
破坏。

在边久植树造林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进来。

1993年出生的扎西班旦家乡在贡嘎县吉
雄镇刘琼村，刘琼村地处拉萨与山南之间，
地理位置优越。可是土地贫瘠，没有产业项
目，大多数青壮年都靠外出务工补贴家用。
每到风季，漫天的黄沙吹得人睁不开眼，到
处灰蒙蒙一片。“栽树种树既能防风固沙，又
能让村里大片的荒地变为宝，也可以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业，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创
办苗圃基地的想法一直印在扎西班旦的心上。

2017年初夏，扎西班旦掏出自己全部的
积蓄，又从农业银行贷款15万元，开始筹办
苗圃基地，基地里种植杨树、白柳、柳树等
4 种 10 万棵树苗；引进果苗进行实验性种
植，种植果苗7万棵、枸杞树3万棵、侧槐树
1 万棵，其他树种 1.5 万棵，成活率达到 90%
以上……

“种树是几代人的事情，绿化事业后继有
人了。”边久欣慰地说。

西藏自治区2023年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
示，西藏持续推进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
规划修编，深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态
保护修复等重大工程建设，完成营造林 120
万亩，修复治理退化草原614万亩。

图①：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雅鲁藏布江
畔绿意浓。

图②：边久20年前种下的树苗，已长成
参天大树。

图③：边久在苗圃基地检查树苗生长
情况。

图④：罗布在检查坡地上种植的沙棘的
生长情况。

青藏高原上有位“树爸爸”
本报记者 琼达卓嘎 文/图

一背篼垃圾换取一个积分，一个积分等于
8 元钱，村民可以用积分在超市兑换洗衣粉、
卫生纸和方便面等物品。“环保背篼＋积分制
兑换”，这是四川省康定市普沙绒乡莲花湖村
的环境治理新模式。

莲花湖景点位于莲花湖村境内，是国家森
林公园。这里景色优美、旅游线路长、游客数
量多，尤其是进入旅游旺季后，环境保护压力
不小。“旅游旺季，我们村集体的保洁员和环
卫员人手不足，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但效果都
不是很理想。”普沙绒乡党委书记尽巴能措
说，保护和治理环境曾令当地十分头疼。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尽巴能措隔三岔五就
走村入户，寻求破题之道。

有一次，尽巴能措偶然看到莲花湖村 69
岁的老人斯郎泽仁正在用竹子编背篼，闲谈
间，斯郎泽仁说，这些背篼不值钱，只能自
用。听完他的话，尽巴能措“灵感”乍现，他
想，如果村集体购买一些背篼的话，不仅可以
让老人家的手艺有用武之地，也可以发挥背篼
便宜、环保、方便的优势，解决环境治理的
难题。

说干就干。尽巴能措先是组织购买了 98
个“环保背篼”，错落有致地悬挂在露营地、
观景台、徒步线等游客集散地，用来收集垃
圾，村民亲切地称其“环保背篼”。可是“环
保背篼”里的垃圾怎么清理呢？这又成了一个
新的问题。

“刚开始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没有
人参与，不理解，不配合，后来我们决定把积
分制加入进来，让村民通过捡拾垃圾兑换生活

用品，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调动大家的积极
性。”尽巴能措说。

有了“环保背篼＋积分制兑换”的模式，
还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的帮带作用。普
沙绒乡、村两级干部分组分批多次深入莲花湖
景区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将景区细分为3个大
片区、17 个单元块、20 个网格点，建立起

“片、块、点”三级网格体系，多措并举推进
环境治理有效提升。

“莲花湖这片山既是绿水青山，也是金山
银山，老百姓的收入就靠这座山。”尽巴能措
说，要让这样的理念更多地被大家所理解，不
断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才能让老百姓积极参
与到环保当中去。

如今，走进莲花湖的各个景点，不仅能看
到村民身背背篼、捡拾垃圾的身影，也能看到
三五成群编织“环保背篼”的老百姓。“我们
有空了就来编背篼，这个背篼可以当垃圾桶，
方便运输。”莲花湖村村民仁真多吉说。

现在捡垃圾已经成了当地村民一件自然而
“顺手”的事情。在山下的积分兑换超市里，
村民们排着队，有说有笑地前来兑换物品。只
要路过莲花湖，看到有垃圾，他们就会自觉取
下悬挂在树上的“环保背篼”，将沿路的垃圾
带下山去。

“今天上山挖虫草，顺便把垃圾带下来，
换了一桶泡面和一瓶可乐，我们顺手将垃圾带
走，环境更美丽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莲花湖村村民罗让降泽高兴地说。

莲花湖景点沿路悬挂着的“环保背篼”，
一部分由村民自发编制，一部分由乡里购买，

这些背篼在为游客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成为环
保利器。

来自湖北的游客蒋女士初次来到莲花湖，
她被这里的自然风光深深吸引，也为当地人爱
护环境的做法点赞：“我去过很多地方，风景
各有不同，但是看到这里许多地方都悬挂着竹
背篼，既好看又环保，我们也会很自觉地把垃
圾丢进去，非常有创意。”

通过全员参与，莲花湖村的“颜值气质”
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在现有的治理模式基础上，普沙绒乡还计

划在景区为游客发放垃圾袋，游客只要将自己
的生活垃圾带回来交给负责人，就可以按规则
兑换本地的杂菌、花椒和蕨苔等农特产品。

背篼虽小，却装着一份“美丽账单”，发
挥着“大环保”的作用。近年来，在推进美丽
康定建设中，康定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打造“山顶绿色银行厚植户，山腰绿
色银行增值户，山下绿色银行流通户”的康定
样板，生态文明理念不断深入人心。

上图：四川省康定市普沙绒乡莲花湖村村
民正在编织竹背篼。 赵东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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