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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荒“植绿”的坚守

20 世纪 70 年代，泾川官山人烟稀少、

水土流失严重，仅有的耕地也是当地典型的

跑土、跑水、跑肥“三跑田”，附近的村民从春

到秋，犁地、播种……日复一日，广种薄收。

如何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

造林绿化，势在必行！

1974 年，官山林场成立，自此，一场跨

越半个世纪的造林绿化“接力赛”在官山林

场展开。

无数个日日夜夜，官山林场几代干部职

工风餐露宿，顶风冒雨，啃窝头、就野菜、喝

冷水、住窑洞……

“那时的条件是真苦，缺水少粮，路还不

通。”90 岁的袁玉贤，是官山林场第一代造

林者。50 多年过去了，老人对那段艰苦奋

斗的岁月，依然印象深刻，“以前巡林回趟家

不容易，十天半个月才能回去一趟，家里好

多事都顾不上。”

从刘家塬到中沟，从前山到东沟……

20 多年的时间里，袁玉贤徒步巡山无数次，

不知磨破了多少双黄布胶鞋。

1988 年，袁玉贤退休了，多年的幼苗已

长成参天大树，当年那个大步流星的青春身

影，已两鬓苍白，但他对林场的感情却刻在

骨子里。

一棵接着一棵栽，一代接着一代干。

1991 年，宋文元来到官山林场，一干就

是 33 年。

“我也没想到自己能坚持到现在。”宋文

元说，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背上水和干粮，

扛着植树工具和苗木，步行十几里甚至几十

里山路，一干就是一整天。

“为了保证苗木成活，刚开始都是担水

浇树，后来才用拖拉机拉水浇树。”

1992 年，官山林场职工自建了土木结

构的平房，但缺水依旧是最大的难题。于是

大家轮班从镇里拉水，或是用桶到水沟担

水，直到 2014 年外管网改造，才彻底解决了

缺水问题。

在荒山上种树，不是一件容易事。特别

是官山林场树种较为单一、密度大，随着林

木的不断生长，部分树木枯死，极易引发森

林火灾。

为此，官山林场采取抚育、间伐和退化

林分改造等措施，先后完成林木抚育 1.5 万

亩，退化林分改造 8500 亩，有效提高了林分

质量。

2001 年 造 林 2000 亩 ，2003 年 造 林

9000 亩……2017 年，林场组织全体职工连

续奋战两个半月，在三家村亢家山植树 40

万株……这些，宋文元都清楚地记得。

时 光 飞 逝 ，一 代 代 林 场“ 种 树 人 ”用

汗 水 换 来 了 漫 山 遍 野 的 绿 色 ，一 棵 棵 刺

槐 锁 住 了 风 沙 ，更 播 撒 下 希 望 …… 如 今

的 官 山 林 场 经 营 总 面 积 2.59 万 亩 ，森 林

覆盖率达 95%。

护林“守绿”的传承

“种树最难的不是挖树窝，而是搬运苗

木上山。坡陡、没路，骡子无法走，只能靠人

背……”7 月 4 日，在官山林场建场 50 周年

的宣讲报告会上，退休职工党秀峰分享着他

们那一代“种树人”的造林护林经历。

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凛冽寒冬，陡峭

的山路上总有党秀峰的身影。就这样，他

36 年如一日坚守林场，植绿护绿。

“现在的林场变化很大，职工生活条件

也得到了大改善。”看着越来越多像“小尚”

一样的年轻人选择走进林场守护绿色，党秀

峰很欣慰。

党秀峰口中的“小尚”叫尚会军，正坐在

台下边听边记，格外认真。他是官山林场的

文书。

2015 年，尚会军从部队转业来到官山

林 场 ，接 过 党 秀 峰 的“ 接 力 棒 ”当 起 了“ 巡

林员”。

“4 个管护站，24 小时值班，不敢有半点

疏忽。”尚会军刚开始负责西沟区巡林，每天

上午、下午都要巡林一趟，最近的地方步行

5 公里，最远的步行 10 多公里。

尚 会 军 每 个 月 至 少 有 20 多 天 吃 住 在

林场，在防火的关键时期，1 个多月都不能

回家。

种树的辛苦，尚会军从没有抱怨过，他

说：“守住这片绿色，是职责所在。比起老林

场人提煤油灯、住土窑洞来说，现在的条件

好太多了。”

尽管现在林场生产生活条件与建场之

初相比大为改善，但林场人的工作时间仍然

安排得满满当当。在非防火期和巡护之余，

尚会军和他的同事们还承担着绿化补植、病

虫害防治、森林抚育、林道维修等工作。

由于林区面积大、人员少，每一项工作

任务都非常繁重。“先顾树、后顾家”，这是党

秀峰对尚会军的嘱托，也是尚会军对党秀峰

的承诺。

官山林场现有职工 78 人。“老党”退休

了，“小尚”继续顶上，两代“种树人”手上爬

满的老茧见证了他们护林“守绿”的传承。

发展“富绿”的探索

2020 年，林场投资 600 万元，修建林区

防火道路 10 公里，方便了护林防火车辆通

行，也起到了防火隔离带作用，有效提高了

应急管理能力。

2021 年，通过实施国有林场扶贫项目，

林场升级改造现有的 27 间土木结构房屋，

维修了办公楼和柏油路面，增设健身器材，

林场面貌得到了彻底改善。

“富绿”的道路漫漫，但官山林场人的步

伐越走越坚定。

从 1999 年 ，官 山 林 场 开 始 走“ 生 态 优

先，转型发展”的路子，调整优化林业经济结

构，兴办生态旅游、种苗开发、建办果园等特

色产业，发展绿色经济。到 2002 年，各类乡

土树种、名优花木达到 42 种 10 万多株，经

济价值达 300 多万元。

“种这些经济林，就是想尝试着把生态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为林场闯出一条新路

子。”泾川县官山林场场长史再军说。

山绿了，环境好了，植树造林的效应显

现了出来。“现在巡林经常能看见野雉鸡、中

华麻头鸭的身影，林子里还有野兔、豹猫、野

猪、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宋文元说。

如今，林场又有了新的使命——保护和

培育森林资源，提供生态公益服务，开展保

护自然资源的宣传教育和林业科技推广、试

验示范。

林场相继建成了植物园、纪念馆，被评

为甘肃省青少年生态环境教育基地，先后接

待中小学生 1.9 万多人次。

同时，林场举办槐花旅游节、特色美食

节等，有效带动周边群众灵活就业。

如今的官山林场，已发展成一个集纳凉

消暑、健身休闲为一体的旅游景区，“天然氧

吧、秀美官山”的品牌愈加鲜明，林业发展效

益显著提升。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官山林场只是

泾川县造绿护绿的一个生动缩影。

多年来，当地扎实开展国土绿化工作，

由点连线，扩线成面，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47.25%，水土流失治理程度达到 82.63%，先

后获得“甘肃省实现绿化第一县”“全国绿化

模范县”“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县”“省级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等荣誉称号。

“ 我 们 将 在 抓 好 实 施 8 万 亩 陇 中 生

态 保 护 和 修 复 重 点 项 目 的 同 时 ，积 极 谋

划‘ 三 北 六 期 ’项 目 26 万 亩 ，不 断 探 索 可

持 续 、可 循 环 、可 发 展 的 生 态 治 理 模 式 ，

推 动 林 业 产 业 和 林 下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

泾 川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副 局 长 、林 草 局 局 长

吕俊英说。

泾川县官山林场植树造林泾川县官山林场植树造林 5050 年记略年记略

从“ 一 棵 树 ”到“ 一 片 林 ”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侯洪建
通讯员 李惠 李禄军

立秋时节，祁连山下的肃南县隆畅河畔水清

岸绿、草木葱茏。

走进祁连山国家公园自然博物馆，这里陈列

着各类古生物化石和动植物标本，向参观者展示

着祁连山生物多样性的精彩和神奇。

“这里收集了祁连山动植物、矿产等各类自

然标本 1000 余件，为观众‘零距离’接触生态和

沉浸式体验祁连山自然之美提供了平台。”祁连

山国家公园自然博物馆讲解员李梦皎说。

近年来，肃南县全面加大祁连山生态保护力

度，先后实施甘肃省祁连山北麓生态环境水源涵

养林生态保护和修复治理、退化草原修复治理、祁

连山国家公园自然博物馆建设等工程，雪豹、藏野

驴、白唇鹿、岩羊等大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上

升，成为当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有力证明。

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山区牧草逐渐丰

美，牧民们会将牛羊从冬春季牧场转移到海拔更

高、气候更凉爽的夏季牧场，让牛羊能够享用到

充足的牧草。秋季，气温下降，牧草减少，牧民们

又会将牛羊迁回冬春季牧场，以保护草原生态环

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减轻天然草原放牧压力，我们通过实施草

畜平衡、轮牧休牧等科学养殖模式，既保护了草原

生态，又促进了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实现了生态效

益与经济效益双赢。”肃南县林业和草原局高级畜

牧师祁晓梅介绍，通过实施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

制度，现已引导农牧民走出了一条“天然放牧+舍

饲养殖+异地借牧”相结合的畜牧业转型之路。

在肃南县的河流与湖泊之畔，总能看见河湖

长们巡河的身影。正是在河湖长们兢兢业业的

努力呵护下，全县河湖生态持续改善，在维护区

域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强化河湖长制工作中，全县各级河湖长

累计巡河湖 4682 人次，巡河率达 60%以上；持续

推进打造新时代节水型社会建设新标杆工作，截

至目前，全县节水器具普及率达 85%以上，全县

再生水利用率达 46.29%。”肃南县水务局节水型

社会建设中心主任李春林说。

近年来，肃南县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

屏障，持续抓好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依托

生态资源优势，加快生态文明示范区和“两山”实

践创新基地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

截至目前，肃南县 1102.26 万亩草原禁牧、

989.64 万亩草原实行草畜平衡，全县水土保持率

达 84%、天然草原植被盖度达 70.3%、森林覆盖

率达 10.41%，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89%，获

批全国首批 50 个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县之

一，探索建立全国首个内陆河流域水生态补偿机

制，首批 160.6 万亩林草碳汇项目获得交易资金

1360 万元。

让绿水青山成为肃南发展的底色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晓玲
通讯员 孟文佳 焦旭玉

时下，正值收获季节。农作物秸

秆如何处理？金昌康远供销有限公司

有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将秸秆这一

“生态包袱”变成了“绿色财富”。

在 金 昌 康 远 供 销 有 限 公 司 院

内，整齐堆放着 1.5 万吨未加工玉米

秸秆，走进加工车间内，生物质颗粒

机正将农作物秸秆破碎挤压成饲草

颗 粒 ，再 由 工 人 们 打 包 、装 袋 ，随 后

放 置 在 储 藏 仓 库 中 。 据 介 绍 ，这 些

饲草颗粒将被运往青海以及甘肃周

边地区。

农 作 物 秸 秆 处 理 ，一 直 是 农 业

领 域 的 热 点 话 题 ，金 昌 康 远 供 销 有

限公司利用农作物秸秆回收再生产

技 术 ，大 幅 提 升 了 周 边 农 户 的 秸 秆

收 储 能 力 ，将 秸 秆 转 化 为 宝 贵 的 有

机资源。

2018 年 ，在 国 家 大 力 推 广 农 作

物 秸 秆 规 模 化 综 合 利 用 的 机 遇 下 ，

金昌康远供销有限公司开始投资生

产秸秆综合循环利用生物质颗粒加

工 项 目 ，生 产 加 工 的 生 物 质 颗 粒 逐

渐作为煤炭替代品和有机饲草向甘

肃周边销售。

2023 年，随着农作物秸秆燃料化

及饲料化利用的大范围应用，金昌康

远供销有限公司被评为了全国秸秆综

合利用示范展示基地。

“ 虽 然 颗 粒 只 有 几 厘 米 大 小 ，但

泡水后，立刻就会变成非常蓬松的饲

草。”公司副经理王绶熙一边用手掰

开饲草颗粒向记者展示，一边说：“我

们的饲草全部是纯天然农作物，不添

加任何化学成分，一些大型畜牧企业

购买我们的饲草后，还会将我们的饲

草颗粒作为他们的饲草配方原材料

之一。”

这不仅为金昌康远供销有限公司创造了利润，也

为当地农户增加了收入，还解决了秸秆处理难题，实

现了多方共赢。

据了解，金昌康远供销有限公司 2023 年收储农

作物秸秆达 18.58 万吨，综合利用率突破 92.5%。收

储的秸秆 60%以上会直接加工成饲草颗粒，其余则

通过农林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将废弃木材与秸秆

一 并 处 理 ，用 于 燃 料 、肥 料 和 基 料 ，真 正 实 现 了“ 生

态 包 袱 ”向“ 绿 色 财 富 ”的 转 变 ，为 农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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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庆阳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安志鹏 通讯员

张艳丽）近日，记者从庆阳市相关部门获悉，庆阳市近

年来聚力实施“固沟保塬”等一系列生态工程，标本

兼治护大河清流。截至目前，完成治理抢救性沟道

29 条，治理保护塬面 1993 平方公里，年减少入黄泥

沙 7200 万吨，实现了水土流失面积、土壤侵蚀强度

“双下降”。

庆阳有 28 条较大河流属于黄河的二、三级支流，

庆阳水土流失监测资料显示，庆阳之前年入黄泥沙

1.68 亿吨，占黄河流域入黄泥沙的 1/10，占甘肃省入

黄泥沙的 1/3。同时，由于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生态环

境脆弱和人为活动的扰动，庆阳八成以上国土属于水

土流失区，全市 37 条黄土大塬被严重蚕食。

为筑牢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守护黄河

清流，庆阳市 2006 年首次提出“固沟保塬”倡议，水

利部批复了由庆阳市率先发起的《黄土高原沟壑区

“ 固 沟 保 塬 ”综 合 治 理 规 划（2015- 2025 年）》。

2020 年 10 月 ，以 庆 阳 市 董 志 塬 等 塬 区 为 重 点 实 施

的 黄 土 高 原“ 固 沟 保 塬 ”工 程 被 写 入 中 共 中 央 、国

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

纲要》。

抢抓政策机遇，庆阳市整合资源，强化举措，加快

推进“固沟保塬”等生态工程，坚持“涵养水、保持土、

治理沙”三管齐下，积极开展水土流失治理行动，创新

提出了以塬面径流调控、沟头加固防护、坡面综合治

理、沟道水沙集蓄四道防线为核心的“固沟保塬”模

式，固土保大塬，治水护大河。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2023 年 底 ，庆 阳 市 共 完 成 水 土

流 失 治 理 面 积 1.65 万 平 方 公 里 ，水 土 保 持 率 达 到

56.15%，森林覆盖率达到 26.3%，全市生态功能显著

增强。当地新修梯田累计达到 857 万亩，梯田化率

达 到 81% ；先 后 修 建 淤 地 坝 933 座 ，累 计 拦 截 泥 沙

1.25 亿吨。

今年以来，庆阳市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全面铺开，“固沟

保塬”“再造一个子午岭”提质增效等生态工程纵深推

进，上半年完成植树造林 43 万亩，草原生态修复 47.26

万亩。

实施生态工程
保护河水清流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田丽媛
通讯员 李 聪

50 年 前 ，官 山 是 名 副 其

实的荒山，难觅绿色。

现 如 今 ，官 山 是 名 副 其

实的青山，林木苍翠。

从 一 棵 刺 槐 到 万 亩 林

海 ，泾 川 县 官 山 林 场 每 棵

树 的 年 轮 里 都 记 载 着 林 场

人 不 懈 奋 斗 的 绿 色 梦 想 。

泾川县高平镇茜家沟村流域治理。 图片由泾川县委宣传部提供

8 月 19 日，阿克塞县境内的苏干湖湿地色彩斑斓，鸟类起舞

翻飞、漫步觅食尽显生态美景。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高宏善

色 彩 斑 斓 苏 干 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