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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惊蛰。

天刚微微亮，内蒙古阿拉善左旗

护林员包长命带齐浇水工具，驾驶三

轮车出发了。远远望去，成片的生态

林生机勃发，弥漫着春的气息。

穿行林间，包长命仔细察看苗木

长势，用随车带的水桶给幼苗浇水，一

股股甘泉缓缓流进苗木根部。一米多

高的红柳，枝条随风摇曳，鼓起的芽苞

咧着小嘴，露出点点嫩绿。

“早春浇水，有利于新枝的生长。”

42 岁的包长命，平时负责管理养护 1.5

万亩生态林。这 1.5 万亩生态林，是阿

拉善军地 20 多年携手治沙播绿的缩

影，也是军地共同播下的绿色希望。

自 2001 年以来，阿拉善军地持续

治沙造林、推进兴边富民工程，建成

“‘八一’同学生态林”“边防军民生态

林”等多个共建基地。在阿拉善军分

区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腾

格里沙漠东缘形成宽约 4000 米、长约

30000 米的绿色长廊，成为京津冀的

绿色生态屏障。

携手，为了找回
曾经的绿洲

进入 3 月，72 岁的李旦生内心涌

起波澜，仿佛又听到北疆的召唤。

他知道，再过几天，又有很多战友

和他一样，从天南海北，像候鸟迁徙一

样，奔赴位于腾格里、巴丹吉林、乌兰

布和三大沙漠交汇处的阿拉善，参加

一年一度的治沙造林活动。

从阿拉善军分区司令员岗位退下

来后，李旦生已经完成 16 次“迁徙”，

他与腾格里沙漠的这份“情缘”，从来

不曾中断。

“海子似珠，戈壁如玉，这便是故

乡……”这首古老而美丽的阿拉善民

歌描绘出阿拉善曾经水草丰美的美丽

景象。

然而，由于生态脆弱，昔日天然牧

场渐渐被黄沙掩埋。“天上不过鸟、沙

石 随 风 跑 、四 季 一 个 色 、人 烟 无 处

找”，成为近几十年阿拉善自然地理

环境的真实写照。

为了找回曾经的绿洲，2001 年春

天，李旦生带领阿拉善军分区官兵连

续奋战多日，在腾格里沙漠东缘种下

30 亩耐旱灌木，打响“绿化大沙漠、遏

制 沙 尘 暴 ”的 生 态 战 役 。 第 二 年 春

天，星星点点的绿芽带给官兵无限希

望 和 动 力 ，当 年 植 树 造 林 面 积 增 至

400 亩。此后，在黄沙漫天的沙漠边

缘，涌动的绿色身影成为戈壁滩最动

人的风景。

2004 年 12 月，家在北京的李旦生

退休了。治沙的计划没完成，他说，

“沙子缠腿，我拔不出来呀”。他毅然

留 下 ，成 为 解 甲 又 上 马 的“ 治 沙 司

令”。后来，内蒙古军区原司令员黄高

成，阿拉善军分区原司令员张新华、李

德海，刚脱下绿色军装，又投身绿色战

场，和当地群众一起奋战在治沙一线。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阿拉善军

分区官兵治沙播绿的成果极大激发了

当地群众保护生态、建设美好家园的

信心，人人治沙、处处播绿逐渐

成为大家的共识，一场群众性

治沙播绿活动在阿拉善大地上

如火如荼地展开。

30 亩、400 亩、2000 亩……

随着种植经验的丰富和社会参

与人员的增多，该军分区官兵

植树造林的面积逐年增加，最

早建设的“青年世纪林”由最初

的 50 亩扩大到 1.5 万亩。

在治沙造林的群体中，还

有一支特殊的飞播队伍——空

军某运输搜救团。多年来，这

支队伍与林业人并肩作战，顶

风沙、冒酷暑，从立地条件普查

到调研气候变化对飞播造林的

影响、从种子筛选到试播试种，

从飞播乡土树种到落种封育管

护……一项项反复试验，一步

步艰难探索，一次次抢在雨季

前飞播。经过多年实践，探索

出一整套飞播治沙造林实用技

术 ，走 出 了 以“ 适 地 、适 时 、适

种、适量、封禁”为主要特征的

飞播治沙造林之路。

军地携手探索的飞播治沙

造林实用技术，多次获得省部

级科技进步奖。飞播造林的实

际成效，也创造了人类治沙史

上的奇迹。

经过 20 多年的接力攻坚、

治沙播绿，广大官兵在这片“生

命禁区”创造出绿色奇迹。如

今，由政府统一规划和指导，阿

拉善军分区、盟林业局和生态

建设专业组织牵头，统筹

规 划 的“ 五 个 基

地”——梭梭苁蓉产

业基地、沙生灌木

采种基地、沙生灌

木育苗基地、防

风 固 沙 示 范 基

地和沙漠生态旅游基地等，正在有序

推进建设。

人不负青山，青山不负人。据气

象数据记录，自 2001 年开始，阿拉善

左旗春季的沙尘暴次数呈逐年下降趋

势，由每年春季的 13 场到 12 场再到 9

场……2013 年以后，这里沙尘暴天气

屈指可数，京津冀地区的沙尘暴天气

同步减少。

绿色，富了日子
稳了边防

3 月，正是种植苁蓉的好时节。

民 兵 谢 宝 民 放 下 自 己 手 头 的 工

作，相约另外两名民兵，一起来到牧民

叶全乡、叶德军的梭梭林，帮助他们完

成苁蓉接种。

“梭梭树是防风固沙的耐旱植物，

很少人知道，梭梭还可以孕育‘沙漠人

参’肉苁蓉。”挖坑、接种、覆土、浇水，

再覆沙、踩实，谢宝民动作娴熟地完成

苁蓉的接种。“很多农牧民家里人手

少，又不懂技术，每年播种季节，我就

义务帮他们种植。”

41 岁的谢宝民是阿拉善右旗巴

丹吉林镇的“名人”。2004 年，他积极

响应治沙造林的号召，在旗政府和人

武部的支持下，开始退牧还林、发展特

色生态产业。

“那几年，由于过度放牧，沙地裸

露，牛羊没有牧草。为了生存，许多人

选择远走他乡。”在旗人武部的帮助

下，谢宝民等一批牧民掌握了苁蓉种

植技术，并承包草场治沙造林。经过

多年悉心经营，牧民们的林地生机盎

然、满目青翠。仅谢宝民一家，凭柠

条、甘草、苁蓉等林间经济作物，几年

间已实现创收 10 多万元。

通过种植梭梭林嫁接肉苁蓉等发

展生态沙产业，是阿拉善军地立足实

际发展绿色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创新举措。阿拉善军分区还联合军地

单位，帮助农牧民建设生态种植养殖

合作社，打通“种、养、育、订、运、销”链

条，形成“基地+合作社+农牧户”的产

业模式，为集体经济注入循环发展的

动力。

在军地的共同努力下，阿拉善草

绿了，人富了，黄羊、狐狸、野兔、猪獾

等野生动物开始多了，离乡的人也陆

续返乡，发展各类产业，走上乡村振兴

的康庄大道。

“老百姓生活富裕了，人心也就稳

定了，大家固边守边的意识自然就强

了。”阿拉善军分区政委王伟说。

“父亲从小就教育我，解放军是我

们的恩人，希望我长大后也能穿上军

装。”讲这话的是阿拉善右旗民兵应急

连骨干黄佳宝，他负责定期开展巡边

任务并加固边境防护网。

黄佳宝至今记得，小时候，由于干

旱缺水，家里的牲畜数量年年递减，生

活陷入困顿。驻军部队了解情况后，

主动帮助他们家走出困境，建起了驼

奶基地。

经过多年经营，基地现有 700 多

只羊、100 多峰骆驼、70 多头驴、50 多

匹马。昔日愁云消散，欢声笑语又回

到家中。

2017 年 9 月，黄佳宝入伍成为一

名武警战士。退役后，他又主动申请

加入阿拉善右旗民兵应急连。由于素

质过硬、工作认真负责，他很快就成为

民兵应急连的骨干，2021 年年底被旗

人武部评为“优秀班长”。

“祖国北疆的每一座蒙古包就是

一 座 哨 所 ，守 卫 着 千 里 边 防 ……”

近年来，和黄佳宝一样，阿拉善越来

越 多 的 农 牧 民 加 入 民 兵 队 伍 ，阿 拉

善抵边的 26 座“蒙古包哨所”也成为

内蒙古边境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牧

民 哨 兵 ”成 为 巩 固 边 防 稳 定 的 重 要

力量。

集结，从北疆到
大江南北

“你们长大了想穿上

这身帅气的迷彩服吗？”

“想！”

洪亮而整齐的童音

从 阿 拉 善 右 旗 蒙 古 族 小

学 的 一 个 教 室 里 传 来 。

讲 台 上 ，该 旗 人 武 部 副 部

长 徐 博 荣 与 学 生 们 热 情 互

动，讲故事、话传统。今年开

学季，该旗人武部借助开学第一课

在中小学开展国防教育，增强青少年

的国防意识。

近年来，阿拉善军分区广泛邀请

优秀官兵和民兵作为校外辅导员，定

期开展国情边情教育讲座，讲述军民

携手治沙造林、固边兴边的故事。每

年植树季，军分区、人武部都组织师生

到生态建设基地，参与植树造林活动，

让青少年在亲身实践中接受国防教

育、筑牢固边观念。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阿拉善军

分区和驻地部队官兵 20 多年如一日

坚 持 治 沙 造 林 、帮 扶 群 众 的 暖 心 行

动 ，产 生 了 良 好 的 国 防 教 育 辐 射 效

应。这种精神的力量跨越阿拉善这

块“ 五 彩 斑 斓 的 土 地 ”，向 全 国 各 地

传递。

3 月 1 日，是北京市八一学校的校

庆 日 。 在 一 块 展 示 屏 上 ，正 在 播 放

“‘八一’同学生态林”的视频，引来不

少学生观看，他们正在试图寻找自己

亲手栽下的那棵树。

北 京 市 八 一 学 校 是 李 旦 生 的 母

校。校友们得知他在阿拉善治沙造

林 ，纷 纷 加 入 这 一 行 列 。 有 校 友 提

议以母校命名，建成一片“‘八一’同

学 生 态 林 ”。 学 校 欣 然 采 纳 这 一 建

议 ，积 极 参 与 到 活 动 中 来 。 每 年 植

树 季 ，师 生 代 表 都 会 赴 阿 拉 善 参 加

植 树 造 林 活 动 。 到 了 秋 冬 季 ，学 校

还派出摄像小组前往生态林察看林

木 生 长 情 况 ，并 制 作 成 视 频 在 校 庆

日 播 出 。 目 前 ，这 片 生 态 林 已 有 约

3000 亩规模。

“这既是践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理 念 的 具 体 行 动 ，也 是 一 堂 生 动 的

国情和国防教育课。”学校党委书记

牛震云感悟很深，“通过孩子们的亲

身 参 与 ，能 够 让 他 们 更 直 观 地 认 识

到 我 们 国 家 幅 员 辽 阔 、地 区 发 展 不

平 衡 的 国 情 ，更 深 刻 地 体 会 到 边 防

军人的崇高与伟大，从而树立正确的

国防观念。”

阿拉善地方政府和军分区也会定

期派代表前往北京市八一学校开展以

“传承红色基因、坚持植树育人、共圆

绿色梦想”为主题的国情教育宣讲活

动。“孩子们对这些话题都很感兴趣，

每次宣讲，教室里都座无虚席，他们还

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李旦生多次

回到母校开展宣讲，看到孩子们对治

沙造林、戍边守防的话题非常有兴趣，

他感到很高兴。

八一学校的学生分享自己亲手栽

种的树苗茁壮成长的喜悦，千余公里

外，驻守在阿拉善“天涯哨所”的边防

官兵收到来自改革开放前沿的问候和

牵挂。

“ 亲 爱 的 战 友 们 ，你 们 辛 苦 了 ！

感谢你们的付出和奉献！岁月静好，

是因为有你们的默默坚守和牺牲！”

“马上又到植树季了，不要忘记我们

一年一度的约定！到时候我还要和

你们一起种下沙枣树，一起为祖国站

岗……”

这些饱含深情的信件来自深圳、

广州等地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每年

植树节前后，边防哨所官兵都期待同

远道而来的朋友共同播撒绿色的希

望，建设美好的家园。不少参加过植

树的工作人员表示，阿拉善已经成为

他们的“精神家园”。

深圳某企业员工李莉在寄给“天

涯哨所”官兵的信中写道：“戈壁胡杨

是我人生的榜样，天涯哨所是我人生

的坐标，最可爱的边防哨兵是我心中

的灯塔……”读着情真意切的话语，官

兵湿了眼眶。

茫茫戈壁，圆月高悬。虽然初春

时 节 的 空 气 依 旧 寒 冷 ，但 想 起 远 方

的 惦 念 和 勉 励 ，挺 立 在 祖 国 边 防 线

上的哨兵心头升腾起别样的温暖和

力量。

沙海绿洲萌发新沙海绿洲萌发新的希望的希望
——内蒙古阿拉善军地携手治沙造林推进兴边富民纪事内蒙古阿拉善军地携手治沙造林推进兴边富民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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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人道木棉雄，卓尔非凡万树中。

从北大毕业后，我选择来到南方城市深

圳打拼。刚下飞机，就被这座开满木棉花的

城市深深吸引了。

木棉花花红似火，盛开在十几米高空，

开得豪情万丈，像这个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一

样，也如我刚来时的心境。

我喜欢这座城市所散发出的青春活力，

也喜欢这座城市的优雅时尚。我可以周末

与一群闺蜜结伴去购物，把辛苦赚来的薪

水换成流行的包包、时尚的衣裙；也可以选

择在工作的午后，叫上一杯咖啡，隔着落地

窗看远处繁华的街景。在这座城市，我挥

洒着自己的青春，构建并追寻着属于自己

的梦想。

一个偶然的机会，跟着同事们去了一次

阿拉善，种了树，在边防哨所参加了阿拉善

军分区组织的国防教育活动，我的一些想法

变了，一些经历这辈子也难以忘怀。

我经常在飞机起落时俯瞰大地，在远离

地面的万米高空饱览祖国大地的辽远广袤，

我总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眷恋感。但前往阿

拉善的那一次，我却有些不知所措。

我曾无数次在脑海中勾勒沙漠的形象，

却没想到，看到漫天遍野中，黄色成为主基

调，荒芜仿佛没有边界时，自己感到的是无

所适从。

在这里，大自然以一种绝对占有者的姿

态宣告着对大地的统治，仿佛转眼就能湮没

人类征服自然的雄心。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为了种出

绿色，边防军人、民兵、护林员……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扛着工具，在无垠的沙漠中留下一

串串绿色足迹。

记得参加活动的一天夜里，我要把洗完

衣服的污水倒掉时，被眼尖的哨兵看到，一

把抢过我手里的脸盆。我至今记得哨兵红

着脸说的话：“水在阿拉善金贵得很哩！俺

们还要用这水洗脚呢！”当时，我的心里五味

杂陈。

都是只有十八九岁的青涩小伙子，当许

多同龄人还在父母的溺爱下撒娇的时候，他

们却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顶着风沙“把根扎

在边防”。

他们就像我在沙漠中新认识的植物——

红柳，一年到头经受着大漠风沙的吹打、干旱

烈日的炙烤，却顽强地发芽、吐绿、向下深

扎，伸出根系牢牢裹住流动的沙丘，把绿色

的希望留在阿拉善。

我爱上了红柳。

离开哨所前，我给哨兵敬了个礼。我会

呼吁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饮水思源，关注

这些日夜守卫着边疆安宁的最可爱的人。

在阿拉善的林区中，看到多年前种的沙

枣树已高过我的头顶，种下的梭梭树、花棒

树布满沙丘，我心中充满希望：只要一代代

接力干下去，相信沙漠也能变回绿洲。

从
爱
上
木
棉
到
恋
上
红
柳

■
申

茜

阿拉善军地人员

在腾格里沙漠种植梭梭

树。 焦忠诚摄

“蒙古包哨所”

民兵吉满（左一）为巡

逻官兵送上哈达表达

祝福。

徐博荣摄

阿拉善军分区与地方公益

组织举办腾格里公益纪念林认养

基地揭牌仪式。

马德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