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民在渭源县上湾镇南谷玫瑰产业园内工作。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吕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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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县襄南镇高家店村千亩花椒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内，种植户正在采摘花椒。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吕亚龙

通渭县城南山生态公园。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陈佰万

（接 1 版）全市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 50 年代初的

5.16%上升至 12.19%，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79.75%。

在这片“不适宜生存”的土地上，定西人蹚出

了一条生态建设加快推进、农业生产高质高效、

群众增收致富动力强劲的绿色发展新路子。

如今，全市干部群众正阔步迈向一个新的宏

伟目标：“绿满陇中”。

增绿 从一棵树到万亩林

从市区出发，在曲折的山路上行车 20 分钟

就来到了安定区凤翔镇响河村的响河梁上。

因为缺水，曾经的响河并不“响”。

“响河水，喝不成。”68 岁的青岚山乡花岔村

村民马进成说，从前，白花花的碱水，苦得牲畜都

咽不下去，往地里一浇，就好像结了霜一样。

“现在好了！”马进成指着身后漫山遍野一人

多高的林子，高兴地说，“自从山上种了树，一切

都变得好起来了。”

让老马自豪的地方，是定西市安定区响河流

域林草生态建设示范点。安定区凤翔镇、巉口镇

和青岚山乡 3 个乡镇 8 个村的 1410 户人，靠着这

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林子，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

2005 年，定西市在这里一次性完成三北、退

耕还林工程 11000 亩，栽植优质大侧柏 44 万株，

山毛桃、臭椿、刺槐等 80 万株，点播柠条 137 万

丛，给这片接近 80 平方公里的山上盖上一层厚

厚的“绿被子”。

“如今下了雨，水都存在了树窝窝里，再也不

怕泥汤汤往山下淌了！”老马看着这片林子，心里

欢喜得很，有事没事都要上山来看看。

因为爱林，马进成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生态护

林员。从护林员到片区负责人，老马一干就是

10 年。现在，他和 8 名同事，一起管护着责任区

的 4200 亩林子。

“我们每个月巡山 22天。能骑车的地方就骑

车，不能骑车的地方步行也要看清楚。”马进成说，

多活一棵树，多长一株草，日子就多一分希望。

青岚山乡党委书记段永权介绍，这里的群众

通过易地搬迁住进新房子，依托引洮工程喝上了

自来水，种下万亩树林绿了山头，区域气候环境

明显好转，曾经的苦日子一去不返。

“林子里全是宝，柏树籽、柠条籽，周边群众

农闲时候摘点回去，卖了都是钱。”马进成说，正

因如此，村民们都精心呵护着每一棵树木。

提起绿化，很多定西人都有挥锹种树的经

历。特别是近些年来，无论干部群众，全民参加

义务植树，大伙儿扛着树苗上山造林，硬是让光

秃秃的黄土高原一点一点绿了起来，美了起来。

在 1.96 万平方公里的定西大地上，绿色是

个永恒的话题。

秋日的通渭县榜罗镇张川村许堡社，层林尽

染，山水成趣。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半个世纪前这里还是干

旱少雨、沟壑纵横的“苦瘠之地”。

绿水青山间，流淌着一段动人的故事：一对

双胞胎兄弟，从 20 岁开始在村里义务植树，50

余年时间，种树 8 万余株，绿化荒山 400 亩。

许堡社，因为这片林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小

江南”。75 岁的许志刚、许志强老人，被大家亲

切地称呼为“刚强兄弟”“旱塬愚公”。

“以前，刮风就是黄沙蔽日，下雨就是污泥满

院。”坐在宽敞整洁的庭院里，兄弟俩讲述起许堡

的过往。

最初，种树就是为了家里的房子不被雨水

冲毁。

兄弟俩一开始根本没有意识到，在这样的荒

山上种活几棵树，是一件多难的事。

“树苗从哪来，水从哪来，当时心里就是一笔

糊涂账。”兄弟俩笑着说，不会可以问、可以学，但

树是一定要种的。

之后的日子里，兄弟俩步行去陇西、武山买树

苗，挖了坑栽上树，再用扁担挑着水桶上山浇水。

一棵树，一坡树，一片树……日子一天天过

去，小树苗变成了大树，浇水的人却已经从少年

变成了老者。

为了种树，兄弟俩省吃俭用，甚至瞒着家里人

卖骡子卖马，把准备盖房子的钱全用来买树苗。

“就凭你俩一辈子能种多少树？”多少年来，面

对质疑和劝阻，兄弟俩种树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

“种一棵算一棵，活一片是一片。”在兄弟俩

的坚持下，房前屋后的荒地盖上了绿荫，陡坡边

的家再也无惧大风大雨，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少，

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赞赏声。

林子越来越大，荒山越来越少。村民们在兄

弟俩的感染下，也开始投身环境改造。如今的许

堡，家家户户庭院整洁，花草飘香。

为了弘扬“刚强兄弟”的当代愚公精神，通渭

县在许堡社设立了青少年植绿护绿教育基地，用

兄弟俩的故事激励更多人。

近年来，许志刚、许志强先后获得全国绿色

小康示范户、2022 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等

荣誉称号。9 月 22 日，荣登 2023 年第二季度“中

国好人榜”。

“定西人对绿色的向往是流淌在血脉里的。”

定西市林草局局长胡全良介绍，“十四五”以来，

定西市科学推进国土绿化，以“三北”防护林、天

然林保护等重点项目为抓手，加大荒坡、荒山、荒

沟、荒滩“四荒”绿化力度，坚持生态治理先近后

远、先易后难，整山系整流域规模化推进。

几年间，以水定绿、量水而行，宜林则林、宜

草则草，共计完成造林封育 145.23 万亩，治理退

化草原 27.21 万亩，建成草原围栏 14.52 万米。

通过“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网络平台，引

导社会力量网上捐款，以资代劳、捐资尽责等形

式参与义务植树，完成全民义务植树和“四旁”绿

化 4787 万株，城乡面山绿化 24.24 万亩，道路绿

化 5610 公里。

从“重数量”到“重质量”，定西市在增绿增量

厚植绿色底蕴的基础上，引导绿化观念从“绿起

来”到“美起来”，努力构建起“三季有花、四季常

绿”的美丽宜居新定西。

护绿 一草一木都是责任田

没树的地方种树，有林的地方护林，种一棵，

护一片，陇中大地上的绿色，就是这样点点滴滴

积累起来的。

在定西，既重增绿覆绿，更重护绿固绿。

秋雨过后，渭源县五竹镇鹿鸣村里空气清

新，被村民唤作“黑鹰嘴”的一道梁，正是渭河和

洮河的分水岭。

“前些年，我们下大力气植树造林，剩下的天

然林也被保护起来。”49 岁的鹿鸣村村民李明望

着眼前一人多高的小树林说，这一片都是近年补

栽的人工林，二阴山区树长得很快。

“对面那片颜色更深的大树，是我们保护起

来的天然林。”身穿一身亮眼的橘红色防火服，李

明轻盈地穿梭在林间没膝的草丛中。

作为鹿鸣村 4 名生态护林员之一，李明投身

绿色事业已两年有余。

“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是我的责任田。”李

明的管护面积 520 亩，当上护林员，步行巡山成

了他每天必做的工作。

秋冬季节是森林防火的重点时段，为了安全

就要加大巡山的频次。李明说，现在群众都深知

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自己工作起来轻松很多。

“生态恢复了，好处显而易见。”李明说，今年

周边很多地方遇到旱情，但我们这里林子好，雨

水广，庄稼长势都很好。

随着当地生态越来越好，李明和同事巡山的

时候，常常能够遇到很多野生动物，其中就有鹿。

“鹿鸣村，真的可以听见鹿鸣了！”如今的鹿

鸣村，青山环抱，绿树成荫，平坦的 316 国道穿过

山间，一个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跃然眼前。

随着林长制管理体系全面建立，定西市设立

林长 7432 名，同步划定各级林长和护林员网格

化责任区域 6387 个。 创新建立的“林长+”及林

长制监督工作机制，网格化的管理模式，让管护

责任落实到地，落实到人。

1 万多名护林员、草管员尽职尽责，真正做

到了“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

的保护发展新格局。

曾经，生态环境脆弱是导致定西市深度贫困

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定西市脱贫攻坚长远发展

无法绕过，但又必须解决的难题。

脱贫攻坚的路上，适逢对口帮扶的福州市是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既有种树经验，也有种树

技术。

福州定西两地在山地连片、生态薄弱的安定

区南山，共同探索一种“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生态

林）扶贫”模式，立足于长期改善生态环境，以治

理水土流失为切入点，在植树造林的同时进行产

业扶贫。

种下的树越来越多，林子越来越大，南山绿

意渐浓。1.08 万亩“福州林”带给定西的不只是

小流域生态的改善，更是一场关于增绿护绿的智

慧和技术帮扶。

“挹闽江之水，润陇中嘉木；集闽都才智，助

凤城展翼……”东西部协作生态扶贫种起万亩林

的 故 事 ，已 然 镌 刻 在“ 福 州 林 ”里 的 碑 石 上 。

2019 年，“福州林”项目被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

组织等机构评为“联合国全球减贫案例”之一。

“种下的树，活下来才算数。”凤翔镇党委书

记高强说，为了保护这些树苗不“口渴”，凤翔群

众从挖大坑到坡面蓄水，甚至在雨水少的时候自

发开着家里的三轮车上山浇水。

“荒坡变青山，空气清新、鸟鸣声声，这些林

子成了定西最美的地方。”一位同行的林草职工

告诉记者，在定西，每一片帮扶单位种植的林子，

都要立上一块石碑，为的是让后人永远记得这些

绿色的“恩情”。

绿色的情谊还在延续。青岛市对口帮扶定

西市后，规划“十四五”投资 1 亿元，在安定区、通

渭县建设“青岛生态林”2.4 万亩，目前已经完成

三期 1.43 万亩，全市已完成东西部协作生态林 2

万亩。

秋日的傍晚，成片的云杉、侧柏映着晚霞，散

步的市民、浇水的林业职工面带微笑寒暄问候，

绿色的梦想，拉近了山与海的距离，拉近了人与

人的距离。

胡全良告诉记者，定西市改变以往“专项抓”

的林草治理模式，转变为更科学的“全域抓”“全

民抓”，以城乡面山绿化为重点，突出全民义务植

树和农村“四旁”绿化。

如今的定西，每个县区城区每年要建设 1000

亩以上面山提升改造示范点 1 个，每个乡镇每年

要建设 300亩以上面山绿化示范点 1至 2个。

在持续的宣传引导下，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

与造林绿化，形成了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良好

氛围。

用绿 美好生活的生态底色

“种树能当饭吃吗？”曾经，一些人常常发出

这样的疑问。

随着群众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林草治理模式

的不断发展，在今天，这个问题终于有了肯定的

答案。

“定西林草生态治理成效已经从‘生态型’逐

步转向‘效益型’。”胡全良介绍，定西市在抓造林

绿化的同时，持续推进林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

提高林地综合经营效益，以经济林果、种苗花卉、

林下种植养殖、林产品采集加工、生态旅游等为

代表的林业产业经济蓬勃发展。

通渭县新景乡紧邻平凉市静宁县，一直都

有种植苹果的传统，全村 257 户人，有 223 户是

果农。

以前，苹果散户散种，果园零零星星，既没有

产量，也没有规模。

近些年，新景乡作为县里的苹果种植试点，逐

步改良果树品种和种植模式，更优质、更值钱的“惠

民短枝”系列逐渐代替了经济效益差的老品种。

站在新景乡前山郑梁上，两侧的坡地上果树

成林，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果香，沐浴着秋日的

阳光，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

“这里主要以晚熟品种为主，9 月底取袋，国

庆节采摘上市。”王湾村村主任郑长吉说，全村苹

果 4650 亩，进入盛果期的就有 3800 亩。

为了发展苹果产业，这些年县里的林草技术

人员和乡镇干部忙个不停。一面组织群众进行

老果园优化提升改造，一面为群众培训种植技

术，地头教、园里学，不仅组织群众去静宁现场观

摩，还专门组织种植大户去安徽、重庆“取经”。

郑长吉说，由于高海拔山地的苹果口感好，

地头收购价也远超普通品种。去年全村苹果收

入 1900 多万元，占全村收入的八成。

如今，种苹果的、收苹果的、贩苹果的，王湾

村几乎人人都在靠苹果“吃饭”。

环境优、生态好、产业强、农民富，在经济林

果三年倍增行动的推动下，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双赢的格局已现雏形，林果经济为推动经济可持

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襄南镇高家店村的花椒园里，保险公司的工

作人员正在现场查看旱灾理赔事宜。

“如今有了农业保险，旱涝灾情带给群众的

损 失 就 会 大 大 减 少 。”襄 南 镇 副 镇 长 孙 鹏 说 ，

2018 年，村里谋划发展经济林，大伙一商量，花

椒是最适合这里的树种。

有了目标，村干部带着群众学习种植技术，

找优良品种，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终于定下了

早熟大红袍和晚熟秋椒两个品种。

政府重视，干部认真，村民积极，1100 亩花

椒园顺利落户高家店村。请林业专家下地教学，

村干部工作之余看书自学，短短几年里，高家店

村涌现出一批花椒种植好手。

种植大户高世民家里的 50 亩花椒陆续挂

果，今年预计能收 2000 斤。“村里像我这样的种

植户不在少数，种得好的一年能收入五六万元。”

高世民说。

定西各县区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在不改变林

地用途前提下，合理利用林地空间，积极培育发

展林下经济，推广“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

模式，让群众实实在在看见绿色的“钱景”。

渭源县南谷玫瑰产业园里，上湾村村民牛冬

琴熟练地采摘着玫瑰花，凭借这份甜蜜的工作，

她每月可以拿到 2000 多元的工资。

产业园负责人王生明告诉记者，园区将 142

户易地搬迁户及周边群众纳入到合作社中，户均

每亩增收 1 万元以上。同时在田间管理、车间加

工、冷藏运输、推广销售等生产环节中提供就业

岗位 400 多个，人均年务工收入达到 1.2 万元，让

易地搬迁群众不仅搬得出、稳得住，还能稳定增

收致富。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陇西县首阳镇水月

坪村的梨园中，浓浓的梨香扑鼻而来，沉甸甸的

巴梨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碌采摘。

“今年产量比去年少，但是价格高，预计收入

不少于 20 万元。”返乡创业村民张宏亮种植了

40 多亩巴梨、化心梨。

这些年，水月坪村因势利导，鼓励村民在荒

坡、河滩地发展李广杏、化心梨、苹果、樱桃等林

果 业 。 目 前 ，成 林 面 积 1500 亩 ，挂 果 面 积 达

1000 亩。2022 年，果品销售量达 2500 吨，销售

额 800 万元以上。

近年来，定西市围绕川河经济带、美丽乡村

示范带建设，大力发展林果经济。截至目前，全

市林下经济种植面积 5.94 万亩，林下养殖 17.93

万只（头），林下经济总产值达 5143.86 万元。

通渭县的苹果、山楂，陇西县的梨和核桃，临

洮县的紫斑牡丹和蝴蝶兰，渭源县的万寿菊，漳

县的牡丹……

如今，定西特色富民林业产业正呈现出强劲

发展态势。

绿满陇中的梦想，逐步照进了现实。

循道而行，功成事遂。

为把“绿满陇中”行动推向更广范围、更深层

次，8 月 7 日，定西市委五届七次全会召开，审议

通过《中共定西市委关于实施绿满陇中行动进一

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提出明确要求：

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

奋力谱写经济发展、山川秀美、生态良好、社会和

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定西发展新篇章。

愚公之志，久久为功。翻看定西的历史，处

处可见这片热土上的人们，用勤劳的双手打造绿

色生态家园的诗篇。

青山苍茫，绿水长流。展望定西的未来，越

来越浓的绿色必将成为陇中大地上最浓郁的发

展底色。

踏上新征程，奋进再出发，一个更有活力、更

有希望的定西正在阔步前行。

只

此

青

绿

染

山

川

东西部协作福州·定西生态林建设示范点。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吕亚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