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河西，幅员辽阔的地貌，四季分明的气候，积淀

深厚、传承悠久的历史，像沙枣树一样倔强、花棒一样

挺拔的民族，是对生命张力最朴素的形象描述；在河

西，星罗棋布的绿洲和连绵起伏的大漠并存，物产丰盛

的田野和植被稀疏的戈壁依托，气候干燥少雨、蒸发量

远大于降水量，水资源匮乏、荒漠化严重是对其生存环

境的最直接的形象概括。

有资料显示，地球上3600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化土

地中，中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为153.3万平方公里，占

国土总面积的15.9％——它像一块巨大而丑陋的伤

疤，蛰伏在祖国母亲美丽躯体上。

打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直接面对荒漠化问题由

来已久。古埃及、巴比伦、古楼兰文明都曾遭其毒手。

防治荒漠化，事关生态文明，事关国运民心，事关中华

民族长远生存发展……

地处金关银锁、丝路要冲的古浪，系全国荒漠化重

点检测县，境内沙漠化面积达247.1万亩，风沙线长达

132公里，重点风沙口20多个，有7个乡镇、12万人，60

多万亩土地，90多公里铁路、70多公里公路，常年遭受

风沙危害和侵扰……全县防沙治沙任务艰巨而繁重。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在光照强、气候复杂多变、植被差、季风多等恶劣

环境下，面对昏天黑地的狂风和以每年7.5米速度向南

移的流沙，面对祖祖辈辈对美好生活的甜美憧憬和老

老少少对幸福岁月的无限渴望，古浪县八步沙林场三

代人，38年如一日坚持向沙漠进军，用汗水和心血浇灌

出一片片的沙枣、红柳、花棒、柠条……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也为构筑

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作出了积极贡献，创造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被誉为“当代愚公、时代楷模”。

一、艰难创业

经过古浪八步沙三代人38年的艰苦努力，古浪八

步沙林场先后封沙育林7.5万亩，完成通道绿化8公

里，栽植各类沙生树木1100余万株，在八步沙形成了

一道南北长8公里、东西宽6公里，林草植被良好的防

风固沙绿色屏障，有效遏制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局面，使

土门周边乡镇几十万亩农田得以保护，尤其是保证了

省道308线、甘武铁路、西油（气）东输（送）管道等国家

交通能源大动脉的畅通无阻。当年多家媒体与报社相

继走进这里，纷纷从心底里发出这样的感慨：六老汉的

头白了，八步沙的沙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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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古浪县林业部门，为了治理

风沙口，先后在八步沙投资20多万元，多次组织当地群

众利用春秋两季义务治沙植树。可年年植树不见树，

收效甚微，吃苦流汗依旧是沙逼人退，农田受损。

怎么办？面对风沙蔓延、家园岌岌可危的严峻现

状，1981年，县上尝试对荒山、荒滩、荒地试行“政府补

贴，个人承包，谁造谁有”的开发政策，鼓励国家、集体、

个人一起上，并把八步沙作为林地承包试点向全社会

公开推出。

这年春天，时任土门公社漪泉大队主任的石满第

一个站出来，并动员了他的搭档，54岁的支部书记贺发

林加盟入伙。尔后，台子大队40岁的支部书记张润

元、60岁的郭朝明、罗元奎及和乐大队45岁的程满等

六位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员，不约而同相继“辞官”，庄重

地在承包合同上，一一捺下了鲜红的指头印。以联户

承包的方式，组建了全县唯一一家生态公益性集体林

场——古浪县八步沙林场。由此，也拉开了他们向沙

漠宣战、防沙治沙的序幕。

面对乡邻的冷嘲热讽与家人的不解困惑，六个老

汉毅然而然背着铺盖卷，拿着简单的锅碗瓢盆，以壮士

断腕的勇气，抛家离舍，走进当时一无所有的林场——

没有场房，没有资金，没有匾牌，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

一点治沙造林技术。有的只是肩膀上扛着的铁锹，身

边的毛驴车，相依为命的6个老汉。有的只是誓在荒沙

上撒播绿色的坚定信念，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顽强

意志！

他们以场为家，挖地窝子栖身。没有树苗，自家的

承包地里育苗；没有水源，赶着毛驴车到附近村子的涝

池里去死乞白脸地拉；没有经费，卖掉自家土豆种子、

甚至口粮和麦草。饿了，找3块石头，支个小铁锅，刷

几把面，喝几口拌汤，啃两嘴干粮，就是一日三餐。冻

了，几个人相互依偎在一起，或是燃一把干草取暖；干

活乏累了，仰躺在沙丘上，抽几口旱烟解乏……

后来，他们在实践中尝试先治窝、再治坡、后治梁

的治沙模式。为早日取得效益，他们以户为单位，将八

步沙周围荒漠大致分为6块区域，约定谁植好谁承包区

域的树，且要保种保活保管护。在县林业主管部门技

术人员的指导和亲身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把草、一

棵树，压住沙子防风掏”的治沙措施。为了治理沙漠，

六个执拗的老汉约定“吃在八步沙、住在八步沙，死了

也要埋在八步沙……”

一年又一年春秋种冬夏护，树木一棵棵成活了，汗

水滋润的脚印，逐步变为生机勃发的沃土。经验多了，

看护勤了，林木成活率逐步提升。

绿色，在六老汉心血的浇灌和滋润下，先是一点一

点，接着是一片一片，如星火燎原般在八步沙悄然蔓延

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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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5月5日，河西历史上有名的“五五”黑风

暴，让八步沙林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但他们没

有被压垮，更没有退缩，更坚定了矢志防沙治沙，不让

荒漠掩埋家园的斗志和决心。有过亲身经历的郭万

刚，更是发誓：“活人不能让沙子欺负死，一定要将沙漠

变绿洲……”

大地不会忘记，记忆刻骨铭心。那天早上5点多，

郭万刚叫上林场的老人罗元奎，来到八步沙最南端的

眼窝砂护林点，一边阻挡附近拔苦斗子的农民，一边间

伐干枯的枝条。突然，西北天空，腾起一团团说黑不黑

说红不红的云层，且在头顶上急速翻滚着、咆哮着……

见此情状，从未见过这番阵势的郭万刚，双腿都软了。

而上了岁数的罗元奎，说这是历史上传说中的怪风暴，

得赶紧找个背风处躲起来。

慌乱中，两人紧赶慢赶，刚走到石家槽，瞬间天昏

地暗，眼前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尘霾漫空遍野，

天地暗淡无光。一时之间，飞沙走石，一米多高的沙

浪，像是被力大无穷的风婆婆驱赶着，急速飞动。狂风

与砂石打在脸上、身上，生疼生疼的。两人赶紧找了个

崖湾下，躲了起来。

耳边除了风沙的怒吼，还是风沙的怒吼。嘴里、耳

朵和鼻子里，好像全被风沙灌满了。几十分钟后，风暴

终于停下了。紧接着，扬风搅雪又侵袭而来。

两人也许被风暴吹昏了头脑。也许，风夹雨雪一

时辨不清方向。他们一直走到林场附近最南端塘沟的

一户人家，才知道走错了方向。在老乡家喝了几口热

茶，两人算是缓过劲来。生怕家里人担心，更怕林场的

老人们焦虑，他们婉拒了老乡的好心好意，摸黑冒雪赶

紧向林场驻地一路跌跌撞撞摸去。

果真，家里的女人和儿女们早就来到林场，急得哭

鼻子抹泪，而林场牵肠挂肚、早已情同手足的老人们更

是担心地蹲在门外，眼睛巴巴地仰望着……

八步沙六老汉及后代们坚持防沙治沙的事迹，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和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省

委、省政府曾两次树立“六老汉”所在的八步沙林场为

“全省造林绿化先进单位”“甘肃省防沙治沙先进单

位”。1999年，省绿化委、省林业厅专门在八步沙林场

为“六老汉”树碑记功。“六老汉”中的石满、张润元两位

老人先后荣获“全国治沙劳动模范”“第四届地球奖”等

荣誉称号，郭万刚先后多次获得市县的各种奖励。

二、创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家“三北”防护林二期工程

把建设区域性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定为重点，防沙

治沙工程也向重点沙区倾斜。上级林业部门每亩20元

的造林补贴也宣告停发。加之连年干旱，生态脆弱，八

步沙林场的经营一时之间陷入了困境，发展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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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家造林补贴的“断炊”，面对又一轮的不解

和非议，林场究竟该走向何方？他们渴望：要是有一眼

水井就好了——既可解决林木用水，还可开垦周围荒

地，种植蔬菜和树苗。可钱从何来？他们宁肯守着金

山银山，却心甘情愿精打细算过苦日子。据林业专家

测算，当时八步沙林区治沙造林已卓有成效，栽植的各

类树木达2万多立方米，经济价值超过1000余万元。

办法总是比困难多。时任场长的郭万刚集思广

益，提出了“出工记账，折价入股，按股分红”的模式，当

时县上召开了现场会，县林业局和县两西指挥部各拿

出了1万元，县水利局提供了20吨水泥，6户人家每户

集资5000元，银行贷款20多万元，每家再贷款4万元，

总算筹措到了打井的启动资金。

他们轮番苦战，吃住在林场，终于在正月初八日，

打出了每小时出水80方、深达160多米的深水井。为

打井贺中强险些送命，提起来就是一阵心酸……林场

又从县土管局购置了西侧无主荒地500亩，拿出了100

亩，当作林场的苗圃基地，低价甚至免费为周边学校、

移民新村提供各类树苗几十万株。其余土地种植庄稼

和蔬菜，当作生活来源。

从此，八步沙提出“以农促林、以副养林、农林牧副

多业并举”的发展方向，走上了边治理、边开发，以农养

林、以农促林的开发治理新模式，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

时，促进区域生态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林场良性发

展，还多少增加了周边农民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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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步沙风沙治理取得一定成效后，他们没有停

下前行的步履。2003年，在林场带头人郭万刚的倡议

和牵头下，林场又承包了离场部25公里、占地11.4万

亩的黑岗沙、大槽沙、漠米沙一带的沙地，走上了创新

发展、跨区域治理风沙之路。

林场要发展，不能守摊子，他们把治理黑岗沙叫作

“二次创业”。该地段是腾格里沙漠在县境内的五大风

沙口之一，每年5至10级以上大风要刮100多天，肆虐

的风沙不但直接侵害着黄花滩4万多移民的生产生

活，且对已退入风沙口第二线的八步沙生态环境重新

构成威胁。不治理，后患无穷，还会影响政府下山入

川、精准扶贫等大政方针。

面对恶劣的环境和紧迫的压沙植树任务，每天天

刚麻麻亮，郭场长就组织人力进入风沙口，先埋压麦草

方格沙障，再在网格内植树种草。有时树苗刚栽下，一

阵狂风袭来，小树苗就会连根拔起。他们不灰心、不气

馁，拔起来重栽，一次、两次、三次……

经过几个春秋的连续苦干，终于完成了黑岗沙的

治沙任务，共栽植柠条、沙枣、花棒、梭梭、白榆等各类

灌木360万株。凭着“黄沙不退人不退，草木不活人不

走”的信念，郭万刚带领第二代治沙人用12年时间，完

成治沙造林6.4万亩，封沙育林11.4万亩，栽植各类沙

生苗木2000多万株，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八步沙。附近

黄花滩移民区10余万亩农田得到有效保护，亩均增产

10％以上，人均增收超过500元。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省道308线两旁完成长10公

里绿化林带、栽树3.2万株的通道绿化任务，且做到了

保种保活保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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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六老汉”约定，无论多苦多累，每家都得有

一个孩子接着干下去。为了父辈的嘱托，“六老汉”各

有一个儿子或女婿接过治沙接力棒。

郭朝明的儿子郭万刚，罗元奎的儿子罗兴全，程海

的儿子程生学，张润元的女婿王志鹏，加上早已接班的

石银山，他们先后完成了当代愚公的接力。为了治沙，

他们中有人放弃了稳定工作，有人放弃了在大城市生

活的机会，有人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欢乐，风餐露宿，

甘守清贫，支撑着他们的正是父辈的“困难面前不低

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精神和美好愿望。

随治沙造林的面积不断扩大，郭万刚心里的忧虑

却与日俱增，“我们年纪大了快干不动了，文化程度也

不高，林场的未来还要有人接下去”。

2014年春季，在金川公司工作三年的大学生陈树

君，返回家乡，打算自己创业，用自己几年工作积攒的

所有的积蓄，租了十几亩地开始育苗，开始了他的“绿

色梦”。因为育苗投资大、周期长、回笼资金慢，又开了

一个小超市来维持日常开支，对一个创业初期的年轻

人来说，是一段很苦但快乐的日子。当年冬季，他认识

了郭万刚场长后，通过耳闻目睹和近距离接触，对郭万

刚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风沙前沿，一心一意防沙

治沙的光辉业绩深深打动，他自愿走进八步沙林场，加

入治沙队伍。

一个诺言，一份嘱托，一场接力。

2016年，郭朝明的孙子、郭万刚的侄子郭玺也来到

了八步沙……郭玺和大学生陈树君一起，接过了八步

沙林场第三代治沙的接力棒。随着第三代治沙人的加

入，林场开始全面尝试打草方格、细水滴灌、地膜覆盖

等新模式、新技术，林业机械也开始在治沙造林中发挥

显著作用。

2018年，在陈树君的多方沟通和积极协调下，“蚂

蚁森林”项目首次在古浪县落地，先后投入1000万元

支持古浪县治沙造林2万多亩。2019年，项目延续了

去年的规模和投入力度。

“从网上争取社会力量参与治沙，我们以前想都不

敢想。”郭万刚说，治沙造林除了政府的工程投入外，社

会力量参与也必不可少。郭万刚向记者举例说，装载

机一次可运输5吨稻草或芦苇秆直接进入沙地，铺设至

少10亩草方格，这在仅靠人背、毛驴驮的过去，是绝对

无法完成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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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古浪人。甘肃省作协会员、中外散

文诗研究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

散文家协会会员。，迄今为止在有关报刊杂

志及文学网站发表散文（散文诗）及小小说

900 余篇。已出版散文集《乡愁记忆三部

曲》——《永远的麦子》《最乡村》《麦语》及纪

实性报告文学集《全圣之路》（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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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步沙治沙人向黑沙岗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