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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棘、花棒、黄毛柴、柠条、梭梭……这些

顽强生活在沙漠边缘的植物，呈现出勃勃生

机 ，正 守 护 着 八 步 沙 林 场 这 片 来 之 不 易 的

绿洲。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八步沙林场考察调研

时说，八步沙林场“六老汉”的英雄事迹早已

家喻户晓，新时代需要更多像“六老汉”这样

的当代愚公、时代楷模。

“ 听 了 总 书 记 的 话 ，我 们 心 里 暖 暖 的 ，

总 书 记 的话是激励，也是鞭策。我们一定不

辜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把这片沙漠治理好。”

当时的情景，郭万刚记忆犹新。

郭 万 刚 的 大 半 辈 子 都 交 给 了 八 步 沙 林

场，虽然已经 72 岁了，郭万刚依旧放心不下

这片林子，草帽一戴，铁锹一扛，每天都忙碌

在治沙的路上。

“ 一 棵 树 ，一 把 草 ，压 住 沙 子 防 风 掏 。”

郭 万刚告诉记者，父辈摸索出的压沙造林经

验，在今天仍是提高造林成活率的关键。

在郭万刚的带领下，八步沙林场职工以

更饱满的热情投入治沙造林，用实际行动践

行绿色誓言。

2021 年，八步沙完成治沙造林 1.4 万亩，

完成退化林分修复工程 6 万亩；

2022 年，八步沙林场完成治沙造林 2.97

万亩，义务压沙 0.4 万亩；

2023 年，八步沙完成治沙造林 1.92 万亩；

……

近年来，八步沙林场新增沙地生态植被

修复 11 万亩，沙产业经济林面积 1 万亩，蚂蚁

森林造林 6 万亩，八步沙区域林草植被覆盖

度 从 过 去 的 不 足 3% ，提 高 到 现 在 的 70% 以

上 ，八 步 沙 的 生 态 环 境 发 生 了 根 本 性 的 扭

转。昔日沙尘肆虐的沙窝窝变成了今天碧波

万顷的沙漠绿洲，成为南部山区人民安居乐

业的新家园。

在八步沙林场东侧，挖掘机、运土车等工

程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有

序作业，现场一片忙碌。这里是古浪县八步

沙沙产业水源工程项目建设现场。

“ 今 年 ，省 上 帮 我 们 建 设 一 座 50 万 立 方

米容量的蓄水池。建成后，铺设的管道直达林

场，还会使用先进的灌溉方式，用水量只需现

在的十分之一，到时候，林木成活率将大幅提

高，林场生态用水问题将彻底解决。”郭万刚向

记者分享着喜悦。

“项目预计到今年年底主体工程全部完

工。蓄水池建成后，将利用黄花滩移民区内

生态水资源调剂水量，为八步沙林场 3.3 万亩

林地提供灌溉用水，以巩固风沙治理成果，促

进八步沙区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八步

沙沙产业水源工程项目经理王成武介绍。

沙海添绿又生金

记者在林场深处见到郭玺时，他正驾驶

着大型运水车，在沙漠中来回穿梭，为大片新

生的树苗送去生命之水。

1985 年 出 生 的 郭 玺 ，是 郭 万 刚 的 侄 子 。

2016 年，郭玺放弃了在外打工的机会，选择走

进八步沙林场，成为八步沙林场第三代治沙人。

不同于祖辈、父辈人工背草、人工挖坑铺

草种树的模式，第三代治沙人在继承祖辈、父

辈传统治沙方式的基础上，运用创新的理念和

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治沙造林，给八步沙注入了

新的活力。

大卡车可以在沙漠里送水送草、浇树浇

花 ；挖 掘 机 能 够 在 沙 海 中 平 田 整 地 、开 山 修

路 。 洒 水 车 、打 坑 机 、梭 梭 种 植 机 …… 这 些

年，农业机械在治沙造林中大显身手，治沙效

率明显提高。

全面尝试打草方格、细水滴灌、地膜覆盖等

新技术；利用无人机对林区管护情况进行巡视；

通过虫情监测仪监测虫情……八步沙林场积极

构建科学治沙平台，对治沙工作进行网络化管

理，使得治沙工作更加精准、高效。

“要想让林场‘再立新功’，不能只守着原

来的摊子，必须再创业。”郭玺的规划中，已不

再单单是治沙，而是要实现在治沙中致富、在

致富中治沙。

近年来，在治沙之余，郭玺深挖八步沙林

区优势，努力发展林下经济。林场与周边农

户合作成立了林下经济养殖专业合作社，修

建 养 鸡 场 养 殖 沙 漠 土 鸡 ，注 册“ 八 步 沙 溜 达

鸡”商标，建立肉苁蓉种植基地，通过电商直

播，帮助周边群众拓宽农副产品销路，带领林

场走上了多元化、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如 今 ，这 些 在 沙 漠 中 漫 步 的 土 鸡 ，年 出

栏量已突破 1 万只，为八步沙林场创造了近

百万元的经济效益。同时，八步沙林场在古

浪县黄花滩移民区流转沙化土地 1.25 万亩，

完成梭梭接种肉苁蓉基地建设，林场固定资

产 由 2010 年 的 200 万 元 增 加 到 了 目 前 的

2000 多万元。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八步沙林场第三代

治沙人，我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不忘父辈们

的绿色约定，把沙治好，把树种好，把‘两山’

理念践行好，把沙产业做强做大，让我们的家

园越来越美好。”郭玺坚定地说。

同样让沙产业“开花”的还有光伏治沙项

目。来到黄花滩 15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区，

连片的光伏板，一眼望不到头。光伏板下，网

格状“草方格”错落有序，牢牢缚住了流动的

沙子。

古浪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陈文锦告诉

记者，这是“板上发电，板间治沙”的光伏治沙

新模式，古浪县目前建成光伏治沙项目 95 万

千瓦，年发电量达到了 15 亿千瓦时。在实现

荒漠化治理的同时，也实现了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绿色转型。

治沙精神代代传

如今的八步沙，已经从飞沙走石的风沙

口蜕变为享誉省内外的全国“两山”实践创新

基地和生态研学、观光旅游的打卡地。

走进八步沙“六老汉”治沙纪念馆，前来

参观、研学的人挤满了展厅。在讲解员的带

领 下 ，大 家 参 观 馆 内 图 片 、实 物 、影 像 、蜡 像

等，感受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情系家园、艰

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及接续奋斗、久久为功

的坚定信念。

武威十三中八年级二班的学生高生昊认

真地观看着展馆中的照片和视频。“我的父亲

是一名护林员。在这些影像中，我仿佛看到

了他的身影，感觉特别亲切。”高生昊说，“在

那个年代，那样恶劣的条件下，‘六老汉’种树

治沙的坚强意志力让人敬佩不已，他们困难

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神值

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纪念馆讲解员张艳介绍，为了更好地讲

好八步沙“六老汉”治沙造林的故事，弘扬八

步沙“六老汉”当代愚公精神，近年来，八步沙

林场“六老汉”治沙纪念馆从展览策划、展陈形

式等多方面整体提升，推动观展体验持续优化

升级，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和生态研学活动，

共接待游客 40.8 万人次。

大片的绿树在沙土中越扎越牢，八步沙

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的先

进事迹，也被无数人铭记、学习。

以“六老汉”三代人先进群体感人事迹为

素材的大型原创话剧、电影先后与观众见面，

以文艺作品的形式传递八步沙“六老汉”当代

愚公精神。

电 影《八 步 沙》制 片 人 潘 红 阳 说 ，“ 六 老

汉”三代人治沙造林的先进事迹，深深地感染

着创作者。八步沙“六老汉”当代愚公精神也

一代一代传递了下来。影片拍摄时，当地村

民 自 发 来 到 拍 摄 现 场 ，主 动 要 求 参 加 群 演 ，

不收取任何报酬。

郭玺利用社交媒体发布短视频，让天南海

北的人了解“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的故事。

去 年 5 月 ，郭 万 刚 文 明 实 践 品 牌 工 作

室 正 式 授 牌 成 立 。 工 作 室 组 建 了 以 郭 万

刚 为 代 表 的 宣 讲 队 伍 ，围 绕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等 内 容 ，广 泛 开 展 以 生

态 建 设 为 主 题 的 特 色 宣 讲 活 动 ，动 员 身 边

群 众 积 极 参 与 防 沙 治 沙 、植 树 造 林 行 动 ，

推 动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在 武 威 大 地 落

地 生 根 。 郭 万 刚 及 宣 讲 团 成 员 先 后 赴 农

业 农 村 部 、生 态 环 境 部 、国 家 林 草 局 等 部

委 和 北 京 大 学 、复 旦 大 学 、天 津 大 学 、东 北

林 业 大 学 等 高 校 以 及 陕 西 、山 西 、宁 夏 等

省 ( 区 ) 累 计 开 展 宣 讲 270 多 场 次 ，近 10 万

人 聆 听 报 告 。

台子村地处腾格里沙漠南缘，是离八步

沙最近的一个村子。

“ 时 代 楷 模 、八 步 沙 林 场‘ 六 老 汉 ’三 代

人 治 沙 造 林 先 进 群 体 中 的 郭 朝 明 、张 润 元 、

郭 万 刚 、郭 玺 都 是 我 们 台 子 村 的 人 ，他 们 是

我 们 村 庄 的 骄 傲 和 榜 样 ，他 们 的 故 事 激 励

着 每 一 位 村民。”台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兴录语气中充满自豪和敬意。

汲 取 精 神 力 量 ，砥 砺 奋 进 前 行 。 近 年

来，土门镇台子村借助八步沙“六老汉”三代

人 治 沙 造 林 先 进 群 体 影 响 力 ，依 托 八 步 沙

“六老汉”治沙纪念馆、八步沙“两山”实践创

新 基 地 品 牌 效 应 ，开 发 治 沙 体 验 基 地 0.5 万

亩，策划推出八步沙旅游精品线路 2 条，全力

将台子村打造为集观光、旅游、特色产品销售

和 八 步 沙 精 神 传 承 为 一 体 的 文 旅 振 兴 样

板 村。

从 北 部 沙 区 到 中 部 川 区 ，再 到 南 部 山

区 ，压 沙 、植 树 、绿 化 ，古 浪 人 民 牢 记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殷 殷 嘱 托 ，牢 固 树 立“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理 念 ，下 大 力 气 推 动 生 态 治 理 、

环 境 保 护 、污 染 防 治 、绿 色 发 展 ，全 县 生 态

环 境 状 况 不 断 改 善 。 累 计 落 实 绿 化 造 林 投

资 11.69 亿 元 ，栽 植 各 类 苗 木 1.53 亿 株 ，森

林覆盖率达到了 12.75%。

如今，祁连山麓层峦叠翠，石羊河畔碧波

荡 漾 ，荒 漠 沙 坡 绿 意 盎 然 ，绿 地 园 林 景 致 宜

人，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正在生动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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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王小枢 左玉丽
吴 涵 李永萍
曹立萍 金奉乾

新甘肃·每日甘肃网记者 王梓潼

盛夏的八步沙林场，柠条吐蕊，榆树苍

翠，满目绿意。登上瞭望塔，极目远望，一片

绿油油的“地毯”正向远方努力延伸……

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的八步沙是古浪县

最大的风沙口。40 多年前，这里寸草不生，

沙丘以每年 7.5米的速度向南推移。

以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海、

张润元“六老汉”为代表的八步沙林场三代

职工扎根沙漠、治沙造林，接续奋斗、绿色发

展，书写了从“沙逼人退”到“人进沙退”的绿

色篇章。

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八步沙

林场考察调研时强调，要弘扬“六老汉”困难

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神，

激励人们投身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用力，久久

为功，为建设美丽中国而奋斗。

谆谆教诲萦绕耳畔，殷殷嘱托铭记于心。

近 年 来 ，古 浪 县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牢 记 嘱

托，感恩奋进，大力弘扬八步沙“六老汉”当

代愚公精神，纵深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沙

化土地治理，累计完成造林绿化 107.4 万亩，

栽植各类苗木 1.53 亿株，全县 239.3 万亩沙化

土地得到初步治理，为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

全屏障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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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步沙林场绿意盎然。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张文灿

位于古浪县南部山区的古丰镇，千亩芍药花竞相绽放。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金奉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