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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那一方青蓝蓝那一方青蓝蓝的天的天，，绿油油的地绿油油的地
———陕西省定边县—陕西省定边县生态建设纪实生态建设纪实

定边是革命老区。这里降雨量少，蒸发

量 大，地 下 水 矿 化 度 高，导 致 树 木 成 活 率

低。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在历届党委政

府的引导和带动下，定边人民开始了艰苦卓

绝的植树造林活动。涌现出石光银、李守

林、李剑鸣、杜芳秀等一批批治沙造林的英

雄模范人物。近年来，新一届县委、县政府

领导班子出台了一系列植树造林措施，并投

入巨额资金，强化生态建设，使定边县森林

覆 盖 率 由 解 放 初 的 0.5% ，提 高 到 现 在 的

29.2%。高于全国森林覆盖率近 10 个百分

点。尤其令人振奋是：当年的沙漠，今天已

经变化为绿色蔬菜、沙地水果、花卉种植基

地，昔日的荒山生态林木山桃、已经嫁接成

为优质水蜜桃，蜜杏和大扁杏基地。

引言：红军长征到定边，由定边到达了

吴起镇

1935 年 10 月 17 日中午，萧瑟的秋风卷

起阵阵黄沙，吹打着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

等 带 领 的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长 征 部 队 陕 甘 支

队 ，这不足 1 万人的工农红军分两个纵队到

达了陕西西北边缘的一个县——定边。随

后他们到了吴起镇。

当时中央红军到达的这个地方，是定边

县的南部山区，这里植被稀少。大多地方个

别农户只有几亩果园，种植着几棵或十几棵

小沙果树和十几棵山杏、山桃树，作为待客

和哄孩子的水果。还有零星的榆树、柳树。

红军抵达此地时，时令已过，山梁是光秃秃

的，山梁下的沟里长着半膝盖高的蒿草。这

里没有水，农民的人畜饮水靠土窖里积蓄的

雨水。水是浑黄的，一般还飘荡着骡马和牛

羊粪便。土窖里水进入冬季后就渗透的所

剩无几。冬天就靠下雪融水饮用，如果遇上

雨雪稀少的年头，只得靠几十里外用毛驴驮

山沟里又苦又咸的井水度日。

1936 年 6 月 17 日凌晨，红 28 军 78 师年

轻的红军战士，在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

指挥下，奔跑在四面是沙漠的定边县城外，

一举攻克了定边县城。

定边解放了。但是，回到人民手中的定

边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不毛之地！

县城周边是沙漠，地势平坦的县境北半

部，一望几十里，竟然看不到一棵树。定边

从 1949 年才有了部分统计数字，据资料显

示：定边属于资源性缺水，蒸发量是降雨量

的 9 倍，年 均 降 水 量 仅 310 毫 米 森 林 覆 盖

率仅为 0.5%。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无法知

道在同一片土地上，甚至在同一个树坑里栽

了多少次树苗？

现在，定边面貌变了。十年里，特别是

近年来的绿化工程，使昔日的满目的荒漠，

变成了三边高原上的绿洲。定边县委、定边

县人民政府带领全县 33 万人民谱写了一部

生态建设的壮丽诗篇。

上篇：治沙、治盐碱地、治荒地的一代林

业工作者

定边是革命老区，地理条件差。解放

初，沙漠包裹着县城，盐碱地寸草不生、白亮

亮的连绵数十里；南部白于山区，丘陵沟壑

纵横、树木稀疏。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属

黄土高原（三边高原）与内蒙古鄂尔多斯荒

漠草原过渡带。刚解放时，百废待兴。那时

在解决温饱的同时，县委首先在机关干部和

市民中动员植树造林。同时动员群众收集

沙蒿、柠条籽，在县城周边种植柳树、榆树和

沙枣树，在沙漠中种植沙蒿、沙柳。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为迅速治理大面积荒山荒沙

地，改善生态环境，先后建立了 5 个国有林

场，进行治理荒山荒沙地，通过广大干部群

众的共同努力，森林资源有了较大幅度地

提高，1977 年，全县森林面积增加到 81 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7.8%。1978 年，国家批

准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定边县抓住

机遇，林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四带

一网”防护林体系，加之 1988 年实施飞播造

林和一、二期的治沙项目，使得森林面积大

幅增加。从 1999 年起，国家进一步加大了

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号召建设山川秀美大

西北，定边县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先后

实施了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四期

等林业重点工程，这期间，许多学习林业专

业学生被分配在定边工作。 在定边林业

建设的历史上，有两位已经离世的老人，在

他们有限的生命历程中，曾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李剑鸣，上世纪 50 年代毕业于陕西省

林校，分配到定边工作后，离开山清水秀的

家乡安康县，在定边沙漠中的林场，积极培

育杨树、榆树苗，忘我的工作，为定边大面积

植树付出了无数心血，特别是他为滩区广大

农民积极培育苹果树，手把手创建大棚蔬菜

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56 年他被评选为全

国劳动模范。

全国劳动模范、第 9、10 届中共中央候补

委员，离休前任定边人大副主任的李守林。

上世纪 60-70 年代，当时任定边县郝滩乡小

滩子村党支部书记时，带领全村人民，治沙治

盐碱，栽网框林，平整土地，大面积植树造林

的许多感人事迹，至今还在家乡传颂。

当代林业工作者李发胜，退休前任定边

林站站长，陕西安康人，和李剑鸣一样 22 岁

从省林校毕业后，扎根定边 50 年，即使在今

天，依然是“全国绿化女状元”王志兰造林

基地的林业工程师。

高海银，现任定边林业工作站站长，陕

西绥德人，全国退耕还林先进个人，榆林林

校毕业后，分配定边工作，20 多年在林业系

统工作，多项林业研究成果在国内林业学

术 期 刊 发 表 ，并 应 用 在 治 沙 治 盐 碱 领 域

……在定边林业系统，像这些模范人物还

有许许多多。

现在家喻户晓的全国治沙英雄石光银，

当年家住在海子梁公社的四大壕大队，这里

当年是连绵不绝的沙丘和盐碱地。年年出

现多次大风和扬沙天气，用今天的气象术语

叫“沙尘暴”。沙丘逐年向南部移动，沙漠吞

噬草场，沙丘隔断道路，坐北向南居住的土

坯房，三五年沙丘漫过了屋顶。沙“进”了，

人就得“退”，隔几年就得搬迁 。1981 年，石

光银卖掉一群羊，两头骡子一匹马，得到两

万多元现金，带领全家人和 9 户亲戚邻居开

始在沙窝里栽树。石光银感慨地说：“沙窝

里栽树太困难了，每年的成活率也就是 30%

左 右 。 但 只 要 有 一 棵 树 活 了 ，这 就 是 希

望！”就这样，石光银采用多种办法，联合栽

树，20 多年竟然治理了 22.8 万亩荒漠。他唯

一的儿子石战军，因为治沙表现突出，多次受

到中省市县表彰的优秀青年，2009 年 3 月 12

日到宁夏购买树苗时，在返回的高速公路上

车祸遇难。石光银在花甲之年遭遇如此变

故，在一年多时间里，常常半夜起来，披着衣

服在房间踱步，一支接一支的吸烟……与他

一起在治沙事业奋斗的几个老伙计站在窗

前，揪心地看着他吸烟的剪影，听他那从内心

深处发出的长长的叹息。但是，石光银没有

倒下，他无愧于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他创办

的近千头奶牛场、“沙漠大叔”金沙矿泉水企

业、现代农业庄园经济实体、十里沙旅游观光

景区……都在有条不紊地运作着。

2007 年 3 月 被 全 国 绿 化 委 员 会、人 事

部、国家林业局授予“全国防治沙标兵”的杜

芳秀，因长年植树在野外风吹雨淋皮肤黑

红，一个陕北大老爷们，偏偏取了一个很女

性化的名字。

1954 年杜芳秀出生在吴起县长城乡东

洼村，1981 年，迁到定边县胡尖山公社照顾

没儿女的姨夫和姨妈。他从 1997 年开始用

做生意挣来的 30 多万元，联合百余户农民开

始造林绿化事业。10 余年来，杜芳秀走“公

司+农户”的联合经营路子，形成了涉及 7个乡

镇、35个行政村、211个自然村，1365户农户的

联营体，区域面积达 136 平方公里。累计造林

种草 15.55 万亩，其中荒山造林 10.88 万亩，使

238座荒山变绿。

“全国十大绿化女状元”、“全国三八红

旗 手”、定 边 县 郝 滩 镇 高 寨 子 村 村 民 王 志

兰，1999 年以来，与丈夫郭荣共投资 370 多

万元先后承包治理荒山、荒滩碱地 11.6 万多

亩，使几十座荒山变成了绿野，大片的荒滩

变成了绿草和牧场，覆盖率达 80%。近年

来，为了探索退耕还林的后续产业，在栽植

400 亩山桃山杏生态林基地 ，先后从各地引

进水蜜桃优良品种 28 个，以山桃作砧木嫁

接换头品种改良，经过示范、筛选，选育适宜

定边栽培的早、中、晚熟品种 18 个，获得成

功，示范面积近 400 亩。

今年她又承包了郝滩镇万亩生态林中

山桃山杏杜梨 3500 亩进行改良嫁接，受到

了县委书记张凯盈、县长杨志先的高度重

视，他们多次亲临现场调研指导。

中篇：火车头的故事，引导与带动

自秦汉以来，定边就是历代封建王朝的边

缘地带。据记载，这块土地在300年前，还是一

片天高云淡、四季分明、水草丰美的地方。自

清康熙年间，由于西北动荡，这里成了军事要

地。驻扎大量军队后，开始屯兵垦荒。大面积

的开荒种地，造成土地大面积沙化。

据统计资料显示：建国初，定边县森林

覆盖率仅为 0.5%，到目前，森林覆盖率达到

了 29.2%，森林保存面积达到 303.2 万亩。高

于 2003 年全国森林覆盖率 18.21% 的 11 个

百 分 点 。 高 于 2009 年 全 国 森 林 覆 盖 率

20.36% 的 9 个百分点。

近年来，定边县委、县人民政府依托石

油、天然气、原盐等丰富的矿产资源，实现了

经济社会新的跨越式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立

足长远，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全力建

设绿色生态工程。先后启动了“三北”防护林

建设、防沙治沙、退耕还林、流域治理等生态

建设工程，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定边

县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走在全省前列，生态

环境建设也走在全省前列。截至 2010 年底，

11 年来共完成人工造林 118.69 万亩，完成飞

播造林 25 万亩，完成封山育林 6.1 万亩，其中

完成退耕还林工程退耕地造林 28.54 万亩，荒

山造林 79 万亩，封山育林 0.5 万亩；完成“三

北”四期工程造林 9.5 万亩，封山育林 1.9 万

亩；完成天然林保护工程人工造林 1.15 万亩，

飞播造林 25 万亩，封山育林 3.7 万亩；完成薪

炭林工程造林 5000 亩。

2009 年以来，新一届县委、政府领导班

子更是以打造生态文明定边为己任，多方筹

措资金，积极抓好生态建设近期工程、中期

目标和远景规划。县委县政府以生态环境

建设为切入点，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广

泛发动、依靠群众，全面完成各项造林任务，

建立起延定公路两侧和高速公路收费站两

处县直机关干部义务植树基地。在完成国

家下达的工程造林任务的同时，县委、县政

府加大力度投资实施靖王高速公路外围绿

化、三化一片林、雨季柠条等一系列县级林

业工程，加快了定边县生态建设步伐，努力

建设绿色定边、生态定边、和谐定边，促进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万棵大树进县城”，是新一届县委、县

政府领导班子开局的重大举措。县委、县政

府紧密结合创建省级卫生县城的契机，提

升定边县城绿化品位，改变形象，打造舒适

的人居环境，县委、县政府提出“万棵树绿县

城”绿化工程，资金由驻定各企业、全县机关

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以及定边籍在外工作人

员捐资解决。在榆林市林业局专家组多次

调查论证基础上，2011 年，实施地段为西环

路、火车站广场、延定公路泰和驾校至彭滩

段、定海公路十里沙路段以及工业新区，营

造 5 米樟子松 1 万余株、胸径 8 厘米新疆杨

83000 余株，总投资达 4600 多万元。现在县

城绿意盎然，樟子松迎风摇曳，香花槐满城

飘香，在“亮化工程”实施后街道建筑那五颜

六色的霓虹灯光闪烁下，分外迷人。

由于定边栽树成活不容易，因此在优化

造林机制上，县政府采取资金兑付实行单株

核算，分期付款。实行包栽、包活、包管护，

承包期限为三年，工程投资按 5:2:3 的比例

分三年兑现。

定边县委书记张凯盈说：“生态环境建

设，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是关系老

百姓的民生工程，涉及到定边长远发展。在

生态环境建设中，县委县政府高度统一思

想，认识明确，政府资金投入量很大，创新植

树机制 ，开展生态示范村创建活动。全力

做好‘生态名县’园林县城建设，强力推进城

市生态环境建设，努力把定边建成生态宜居

的现代化城市。”

“杨志先县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县城

周边新种的树木查看一遍，看看哪些地区的

成活率高，对造林成活率非常重视，”“今年

造林力度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年，村里有 700

多人在定边县不同的地方参加植树造林”，

在城郊防护林的第 10 标段，正在植树的贺

圈镇梁圈村村民告诉我们。该标段土地盐

碱化严重，施工队进行了换土，虽然较其他

标段工期有所推后，但植树工程也已接近尾

声。“治沙造林给老百姓增加了收入，同时环

境改善了，沙子也不压庄稼，雨水多了，种粮

产量高了，也就增加了我们的收入”。

下篇：生态景观，“狼窝沙”边的草莓和

鲜花 白于山畔的水蜜桃，“ 金太阳”

2011 年，榆林市委、市政府启动了全市

“三年植绿大行动”工程。定边县计划在“三

年植绿大行动”期间造林 30 万亩，使定边的

生 态 环 境“ 一 年 一 变 化，三 年 大 变 样”，到

2014 年，全县造林保存面积要达到 330 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31.8%。届时，定边县境

内主要交通干线和河流两侧绿化林带基本

建成；24 个村庄达到绿化、美化，绿化率达

到 30%以上，城区环城林带初步形成，老化、

退化林地达到初步改造，在全县基本建成一

个乔灌草相结合、针叶阔叶树相结合、自然

景观优美的区域性防护林体系，建成“南部

林果飘香、北部绿染沙漠、矿区绿化美化、城

乡翠绿环绕”的新定边，形成定边第一个闭

合式防护林体系。

定边县“千里绿色长廊”建设工程是根

据陕西省政府千里绿色长廊建设总体要求

和榆林市“三年植绿大行动”统一部署而制

定的，定边县 2012 年要完成青银高速公路

剩余路段两侧的绿化任务，两侧绿化长度

90218 米，面积 1352.3 亩，为了达到整体绿化

效果，设计将剩余未绿化地段全部连接起

来，栽植 2 行 3 米樟子松，个别盐碱地段栽植

2 行 胸 径 6 厘 米 中 槐 或 新 疆 杨 ，总 投 资

2804.261 万元，

城郊防护林工程，是由定边县委、县政

府安排，计划从今年起利用 3 年时间完成城

郊防护林建设，总长度 54 公里。目前，已经

实施的定边县城北侧防护林，西起 307 国

道，东至定海路，全长 14 公里左右，绿化宽

度 100 米，面积 2100 亩，总投资 4635.658 万

元，全为县财政投资。设计树种有中槐、新

疆杨、刺槐、旱柳、樟子松等 12.22 万株。

县长杨志先说：“建设城郊防护林具有

十 分 重 要 意 义，一 是 生 态 效 益：项 目 完 成

后，低产林分质量明显提高，巩固了全县防

沙治沙造林成果，围绕在县城周边长 40 公

里的绿色生态防护屏障，能完全吸收县城

排放的二氧化碳，同时能释放大量的负氧

离子，在夏季，能够降低城内温度，重要的

是锁住了县城的西北风口，城市大风、扬沙

天气明显减少。城区居住环境明显得到改

善，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二

是社会效益：项目实施中需大量苗木和劳

力，不仅能带动周围群众育苗产业，还可解

决进城务工人员就业问题。同时为城区居

民和周边群众提供了一个观光休憩场所，

减缓城市交通拥挤压力。三是经济效益：

项目完成后，再过 20 年，所造林木都成材，

林木价值能达到投资的 10-15 倍，而且产

值逐年上升。同时项目的实施，也能带动

旅游产业的发展。”

县委书记张凯盈说：“今年植树效果总

体还不错，今后必须认真执行规划，配合大

项目，实施财政资金的调动和民间资本投

入。要把生态建设作为基础工作来做！ 切

实加强环境治理，严把项目环境准入关，坚

持在资源建设中保护环境。”

自青银高速进入定边，沿线大树成荫，

入眼的是生机盎然的绿色春天，道路两旁的

树木泛出耀眼的绿色，将道路装点成“绿色

长廊”，山坡上、田野里的棵棵树木吐出绿

意，一路走来满目翠色，使人心旷神怡。

到了定边白泥井镇“ 现代特色农业示

范 区”，极 目 之 处 是 一 片 片 银 白 色 的 地 平

线，走到近处只见一排排温棚竖立在沙地

上。大温棚里各种蔬菜五颜六色，散发出

阵 阵 清 香 。 更 有 几 个 大 温 棚 里 成 熟 的 草

莓，红 的 十 分 娇 艳，弯 腰 摘 下 一 颗 放 在 嘴

里，轻轻一碰就化作满口鲜甜。据温棚主

人介绍，前不久省里领导来到这儿，品尝后

赞不绝口，连声说：好，好。我们到旁边的

温棚里边，抬头看到的竟然是一片品类繁

多的花卉。赤橙黄绿，争香斗妍。看到这

一片片草莓，这一排排蔬菜，这满眼花卉，

你能相信这里曾经是满目荒凉的沙漠？你

能想像这里距全国治沙英雄石光银曾经大

战三年的“狼窝沙”仅仅咫尺之遥？

在石光银治沙展览馆所在地，一排排高

大的新疆杨、一行行翠绿松柏、一株株国槐

挺立在宽阔马路两边。远处是假山、人工湖

和蒙古包，许许多多市民到这里休闲，高大

的喷灌机在千亩马铃薯地里摆动……这儿

地名叫“十里沙”，顾名思义，你就知道过去

是什么模样了。

在 全 国 治 沙 标 兵 杜 芳 秀 的 基 地 ——

周南湾，花团锦簇，郁郁葱葱，牡丹花竞相

开放。

在白于山区北麓，万亩生态林里 3500

亩山桃、山杏、杜梨被嫁接成为优质水蜜桃

和金太阳、二转子、金寿星等品质优良的水

果。2011 年，“全国绿化女状元”王志兰到国

家林业局、省林业厅，让这些主管部门的领

导品尝水蜜桃和叫“金太阳”杏子后，大家赞

叹不已:“定边能出产这么优质的桃子？！这

么大（一颗 100 克）这么好的杏子？”是啊，定

边温差大，光照充足，有利于果糖积累，当然

水果的口感好，品质佳。王志兰培育的水蜜

桃，据说其品质和口感竟然比原产地还好！

他们对这些新培育品种，自豪地称之为“沙

地蜜桃”！

纵观定边 60 余年的生态建设的不断跃

进，可以说定边的植树造林、生态建设，是

一部全县人民顽强拼搏、改变自然生态环

境的奋斗史，是一曲广大人民群众在改善

自然环境中，前赴后继、不断进取的壮丽颂

歌，是一首热爱家乡、改变家乡、奉献家乡

的动人诗篇！

■ 甄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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