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囊有位 “树的爸爸”
育苗 56 种

“边久老板， 新疆杨的事情， 考虑

得怎么样了？” 又一次， 山南扎囊县孟

卡荣村村委会主任嘎玛在电话中大胆向

苗圃基地提出了要求。
听电话那头并无回音， 嘎玛这下急

了， 他提高了声调： “引水渠修好了，
客土也平整好了， 就等你的树苗了。”

“嘎玛， 别急啊。 哪次缺过你的树

苗？ 我正在摘梨子呢， 试种的树苗早就

准备好了， 现在过来拿回去。” 58 岁的

边久说， “也带些梨子回去， 雅江水养

大的， 甜得很。”
嘎玛也顾不上说谢谢， 兴奋地启动

皮卡， 向苗圃所在的充堆村冲去。 他心

里知道边久不会拒绝他， 但就是心急。
嘎玛前半生的梦想， 是让村子房前

屋后都点上绿色， 百姓少受风沙之苦。
这已经实现： 今日的孟卡荣村植树造林

面 积 已 超 1500 亩 ， 成 了 名 副 其 实 的

“绿色村庄”。
路两旁的行道树便是梦 想 成 真 的

见证 。 那 370 棵 红 叶 李 都 是 边 久 无 偿

送 给 村 民 ， 村 民 浇 灌 长 大 的 。 当 时 ，
每棵树苗的卖 出 价 接 近 350 元 ， 边 久

只说了一句话 ： “三年后如果 树 苗 成

活了， 一分钱都不要； 如果管护不好，
树苗死掉， 就加倍收费。” 但他其实从

来 没 向 百 姓 罚 过 钱 ， 若 是 没 有 成 活 ，
就再送树苗补种。

而下半生， 嘎玛的梦想依旧要和边

久一起去实现。 “我考察过， 村后还有

44 亩 25 度 以 下 坡 度 的 荒 山 可 以 做 林

地， 有生之年， 我要让 ‘光山’ 变 ‘青
山’。” 嘎玛坚定地说。

到了苗圃， 西装革履的边久在门口

迎接， 他招呼嘎玛在如同热带花园般的

草坪坐下， 吩咐妻子盛上热乎的牛肉白

菜汤， 再端上一盆新鲜的青梨。
“你真厉害 ， 梨子都能种出 来 。”

嘎玛说。
“这梨长不大， 以后得嫁接。” 边

久还没想出好主意。
“你肯定行。” 嘎玛笑着说。 在他

身边， 用蔷薇嫁接的红月季正在怒放。
“越难的， 我们越要做。 不做， 就

没有赢的希望。” 边久说。
此时， 边久的思绪又回到了和嘎玛

在一起谈论梦想的时刻。 当时， 边久对

嘎玛说： “我们都是 50 多岁， 差不多

还有十年， 一起去干吧。”
嘎 玛 和 边 久 的 想 法 不 谋 而 合 ：

“就算我们不在了 ， 树若在 ， 山就在 ，
村子就在 ， 百姓会永远记住我 们 所 做

的事情。”
即便只是现在 ， 边久就 收 获 了 周

边 村 子 的 赞 誉 。 由 于 树 苗 成 活 率 高 ，
人们对边久极为信任 ， 都说边 久 “别

人种树最多是人 和 树 感情深 ， 到他身

上 是 树 和 人 有 了 感 情 ” ， 将 边 久 称 为

“树的爸爸”。
边 久 的 苗 圃 生 意 ， 从 2004 年 开

始。 当时， 他拿出干工程积攒的 20 万

元 ， 经过开荒平整 、 客土改良 ， 在 雅

江边上办起当地第一家苗圃 。 他 走 遍

祖国河山， 从陕西 、 甘肃先后引进 80
多种树苗 ， 有成功 ， 也有失败 ， 可 他

从不气馁。
“当 2004 年， 我在苗圃种活了 40

多种树时， 有了一个想法， 我们国家有

56 个 民 族 ， 那 我 就 在 苗 圃 种 活 56 种

树！ 2008 年， 我的目标终于达成。” 边

久说， 去年， 扎囊文化广场需要花坛，
他就一口气布置了两个： 一个太阳形、
一个月亮形， 每一个都用 56 种苗。 而

放置在最前面的， 都是红花槐， 象征祖

国红红火火。

种树是为了你的下辈子

再往前推 30 年， “树的爸爸” 还

只是一名 “树痴”。
而那时的山南地区， 年沙尘天数在

60 天以上。 当地人常笑言 ： “早上出

门， 晚上回去沙子把门堵上了” “餐桌

上都能用沙子写字”。 山南林业局原局

长李纯禄则成了雅江流域向沙要地的第

一人。
“沙子的源头就是雅江。 雅江旱涝

时节河面变化幅度极大， 夏秋沙滩被雅

江覆盖， 一到冬春河水退去， 河床的沙

滩全部裸露在外。 由于没有树， 只要有

大风， 沙子就被刮到了路边、 农田、 山

脚。” 山南市林业局副局长魏军辉回忆，
上世纪 80 年代， 从拉萨到山南， 沿途

雅江两岸的沙滩上几乎一棵树都没有。
一到大风天， 漫漫黄沙能把这条道路都

埋住， 交通陷于瘫痪。
当时 ， 李纯禄在林业科 从 事 营 林

工作 。 他经常往雅江边上跑 ， 在 沙 滩

上一呆就是多半天 ， 回家一有 空 就 查

阅资料。
“千百年了 ， 雅 江 沙 滩 都 没 种 活

树， 你怎么可能做到？” “要么树苗在

夏季被雨水冲走 ， 要么在冬天 时 被 晒

干， 反正 ‘春天栽， 秋天亡， 到了冬天

下灶膛’。”
怀疑声扑面而来。
但李纯禄早 已 下 定 决 心 ， 越 是 禁

区 ， 他越想成功 。 夏天洪水会冲 刷 岸

滩？ 他引入 “丁字坝” 技术， 丁字坝是

一种水利工程设施， 一段伸入江水中的

堤， 呈丁字形， 阻滞和反射水流， 减轻

江水对岸边林地的冲击， 冬天树苗容易

干枯？ 他通过 “大苗深栽”， 增加树苗

成活率。 到了第三年， 八成以上的树苗

活了下来， 雅江的沙滩上终于营造出第

一片 80 亩的固沙林。
初战告捷给了山南人信心， 掀起了

植树造林的高潮。 到 1988 年， 雅江第

一个工程造林基地———泽当万亩人工林

基地诞生了。
边久也在那时被卷入这场种树热潮

中。 那时的他， 年轻气盛， 曾希望通过

干工程闯出一番天地。 “在给别人盖好

房子后， 我会建议对方在房子周围种上

树 ， 要不孤零零的房子实在不好看 ，”
边久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接手丁字坝建

设工程， 从此彻底爱上了绿色。 他甘愿

赔本， 也要参与到扎囊林业项目中。 很

快， 雅江南的土地， 布满了绿色。 接下

来， 就是征服雅江北大片的沙地。 他开

着拖拉机， 装着帐篷和树苗， 在桑耶渡

口包船到雅江北安营扎寨， 雇佣江北的

村民植树造林。
为了节省开支， 边久一去就是半个

月不回家。 他的二儿子罗布小时候可是

想坏了爸爸， 经常问边久为什么不早点

回家。 罗布大学毕业后， 因为种树， 和

边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罗布好不容易找到了在扎囊县一家

单位上班的机会， 但边久几乎每天都跟

他说， 辞了回家种树。
“我读大学可不是为了种树。” 终

于有一次， 罗布试着反抗。
“赚钱只是 这 辈 子 的 事 情 。 可 种

树， 是为了你下辈子、 下辈子、 下辈子

的事情。” 在边久心中， 事情依旧没有

回旋余地。
最终， 拗不过父亲的罗布还是辞掉

了工作， 回苗圃上班。 如今的罗布， 也

渐渐融入了这份事业。

树苗存活率从 5%提升到 90%

雅江山南段已形成一道跨越乃东、
扎囊、 贡嘎和桑日这四县、 绵延 160 公

里 、 平 均 宽 1.8 公 里 的 “绿 色 长 廊 ”。
30 年来 ， 山南的沙化面积从 260 万亩

减少到 156 万亩， 减少量接近一半， 主

要 沙 源 得 到 控 制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24.79%。
在上游 350 公里外的日喀则南木林

县， 雅江和湘河的交汇处， 又一场造林

运动正火热开展 。 2014 年 3 月 ， 作为

“两江四河” 流域造林绿化工程的启动

地和示范点， 雅江北岸南木林生态示范

区开启了工程的 “第一铲”。
艾玛乡德庆村 63 岁的老人赤列是

南木林 60 名护林员中的一员， 他现在

最喜欢登上生态示范区的瞭望塔， 体验

那种天地之间、 白云之下只有望不到边

的绿色的感觉。
“南木林雅江沿岸的河滩全是鹅卵

石滩 ， 以前铲子都很难下去 ， 全 是 石

头， 更别说树根扎下去了， 所以种树很

难存活，” 赤列回忆， 造林项目从 2007
年 左 右 就 由 山 东 潍 坊 援 藏 干 部 提 出 ，
2013 年正式筹划 ， 但祖祖辈辈生活在

雅江岸边的德庆村村民对此却 并 不 买

账， 包括多位村干部在内的很多村民并

不欢迎项目协调队。
“老人都说， 从没有人在河滩上种

树， 他们肯定种不活， 种树的钱， 还不

如送我们几头羊。” 赤列说， “即便是

荒地， 我们也不愿别人糟蹋它。”
顶着压力 ， 南木林县林 业 局 局 长

次仁向村民发出口头承诺： “我保证，
一定把树种活 ， 将来 ， 树和地 一 起 还

给你们。”

很遗憾， 第一年的成绩并不理想，
成活率并未达到预期 。 但让次 仁 欣 慰

的是 ， 德庆村和周边的村民并 未 因 此

兴师问罪 ， 而是给予了鼓励 。 村 民 们

看到了林业人员挥汗如雨的实干努力，
在星星点点的绿色中 ， 他们至 少 看 到

了工程的希望。
在潍坊技术人员和资金的帮助下，

南木林在第二年掀起了更加火热的造林

热情。 他们从第一年尝试的一系列获得

初步成功的案例中， 总结出了经验， 并

制定了规范的植树流程： 平整、 放线、
挖沟 、 客土 、 检疫 、 栽树 、 浇 水 、 管

护 。 “第一年 ， 成活率不高的原 因 之

一， 是我们用了多样化的技术， 去尝试

不同的方案 ， 看哪个效果好 。 我 们 发

现 ， 如果不平整 ， 高处根本吸收 不 到

水； 如果不客土， 土壤水源和肥力根本

固定不住； 如果不挖沟或者沟未排列整

齐 ， 人力花去太多不说 ， 水根 本 浇 不

透， 于是制定出上述流程。” 次仁说。
如今， 按照宜乔则乔、 宜灌则灌、

宜草则草、 宜粮则粮的原则， 苗木成活

率已从工程开始前的 5%， 提升到 90%
以上。 彻底扭转了 “年年造林不见林”
的被动局面。

作为 9 个孩子的父亲， 赤列亲身感

受着身边的变化， 他为子孙后代的生存

环境出现更多的绿色而舒心， 也为村民

的护绿意识提高而欣喜 。 他说 ： “现

在， 再也没有反对种树的家庭， 除了河

滩， 家家户户都在房前屋后种上了树，
我们村的一个村民， 不小心让羊群进了

林子， 啃坏了树皮。 他发现后立即骑一

下午三轮车， 赶到县城林业局， 要赔偿

损失以补种树苗。”
何 况 ， 绿 色 本 来 就 能 带 来 收 益 。

“随着造林工程的展开， 护林员的月工

资如今已超 2000 元， 很多人都想要这

个工作。 即便是不当护林员， 每年光种

树， 按一人种 7000 棵计算， 也能获得

一笔超过万元的收入。 现在， 邻居们也

不愿再去藏北草原折腾打零工了。” 赤

列说。

从绿起来、 美起来到富起来

新的一天来临， 赤列穿上迷彩服，
戴上 “防护员 ” 红袖标 ， 将工 具 、 材

料、 碗、 糌粑装进布袋， 提着一桶乳白

色的自制青稞酒， 准时出发， 前往他所

负责的片区。 他要将今年新栽的树苗外

圈绑上铁丝网， 防止牛羊啃咬。
三分种树， 七分管护。 在高原、 高

寒、 荒漠化地区开展植树造林， 后期管

护尤为重要， 需要注意 “六防”， 即防

火、 防病虫害、 防干枯、 防盗伐、 防牲

畜啃食、 防非法侵占。
针对管护成本， 潍坊援藏干部， 南

木林县县委副书记李晓华对此提出了自

己的想法： “林子大了， 防火、 防病虫

害， 这些已成为新的问题， 都要花钱，
而且将来随着造林工程的发展， 管护成

本还会继续上升。 我认为， 现在植树造

林工程应该让林子产生更大的效益， 以

减轻未来管护上的成本压力。 否则， 管

护上可能成为 ‘无底洞’。”
在李晓华看来， 引入知名企业， 尝

试推广经济林， 或许是一个行之有效的

解决方式。
今年， 投资 500 万元的德庆村经济

林苗圃投入使用。 项目占地 300 亩， 引

进了海棠、 元宝枫、 紫叶稠李、 平欧榛

等 18 个树种 37 个经济林品种进行试验

示范。 李晓华的想法是， 将来形成 “采
摘 +旅 游 +观 光 ” 的 休 闲 产 业 ， 发 挥

“春天看花、 夏天看绿、 秋天看果、 万

紫千红 ” 的观赏效果 ， 形成 集 旅 游 观

光、 苗圃产业、 林产品深加工、 果品销

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链条， 实现 “绿
起来” “美起来” “富起来” 的目标，
让雅江两岸开启 “绿色银行”。

记者走进该苗圃。 站在一米高的纳

斯露海棠品种前， 项目技术工程师付海

山告诉记者， 经济林树苗的首年成活率

超过了八成。 “雅江的土地具备比我们

想象中更强的生命孕育能力 。” 他说 ，
“除此之外 ， 我们针对当地春旱严重 、
土壤渗漏快等特点， 提出 ‘栽种后当天

浇水’、 ‘频繁浇水’ 等应对方案， 有

效地提升成活率。”
谈及山南有无推广经济林的计划，

魏军辉表示， 山南也在做生态林、 经济

林、 景观林的结合， 不过产业的发展以

及树种的选择还是要慎重， 必须充分考

虑生态和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效益， 一切

还要首先服务于防风固沙这个核心目标。
在 “富起来” 上， 山南作为西藏唯

一的全国防沙治沙地级综合示范区， 正

考虑引入专业的治沙扶贫项目团队， 与

传统的政府治沙、 民间治沙相结合。 据

了解 ， 目前 ， 总投资 12.6 亿元的亿利

集团扎囊县扶贫产业生态治沙基地已经

投产 。 该基地将运用库布其 ‘生 态 治

沙+产业发展+扶贫开发 ’ 模式 ， 建设

经济林、 甘草基地、 沙漠公园等项目，
未来 30 年的经营收入约 45 亿元， 预计

带动 4 个乡镇 1180 户贫困户， 年人均

增收 6000 元以上。
“人家大公司跟你抢生意了。” 记

者跟边久打趣道。
“黄沙我 都 不 怕 ， 还 有 什 么 好 怕

的。” 边久回答， “只要沙子少， 我就

心情好， 好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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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江两岸开启“绿色银行”
本报记者 赵征南

西藏之水天上来。
这片神圣的净土上 ， 发育着

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
群，滋润了众多的河流，世界上海
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便是其
中之一。 喜马拉雅山北麓， 海拔
5300 多米的杰马央宗冰川的融
水蜿蜒而下， 养育着后藏大地的
各族儿女。

过去的雅江由于大片河滩裸
露引起的风沙问题让两岸百姓头
疼不已。 “举目远望一片沙，大风一
起不见家” 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如今的雅江两岸， 沙尘日益远去，浓
郁的植被纵横交织，像绿带一样蔓延
伸展。 雅江人的成功给了身处“造林
禁区”的人们更多的信心：2014 年，
为了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西藏自治
区又在集中了全西藏 80％以上人口
的“两江四河”（雅鲁藏布江、怒江及
拉萨河、年楚河、雅砻河、狮泉河）流
域，开展造林绿化工程。 今年，西藏出
台《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推进国土
绿化的决定》，提出了“海拔 4300 米
以下宜造林地区人均 5 棵树，3 年里
逐步消除无树村、无树户”目标。

日前，记者从山南出发，沿着
雅江逆流而上，听当地人讲述他们
绿起来、美起来、富起来的故事。

文汇报：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

学考察研究于日前启动， 您怎样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次科考所作的指示？
夏青： 习总书记要求聚焦水、 生

态 、 人 类 活 动 ， 着 力 解 决 青 藏 高 原

资 源 环 境 承 载 力 、 灾 害 风 险 、 绿 色

发 展 途 径 等 方 面 的 问 题 ， 重 在 揭 示

青 藏 高 原 环 境 变 化 机 理 ， 优 化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体 系 ， 把 人 类 活 动 、 绿 色

发 展 途 径 对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的 影 响 提

到了重要位置。
文汇报： 为何要在西藏建立生态

安全屏障？
夏青： 首先， 西藏生态环境一个

重 要 特 征 是 稀 缺 性 。 这 里 是 世 界 屋

脊， 也是世界的生态高地， 为高原生

物提供了广袤的栖息地， 其境内生态

系统类型多样， 拥有许多特有的生态

系统类型， 全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

三分之一强在西藏。
其 次 ， 西 藏 被 称 为 “ 亚 洲 水

塔 ” ， 是 以 青 藏 高 原 为 主 体 的 第 三

极 ， 分 布 着 全 球 最 大 的 冰 川 区 ， 是

中 国 最 大 的 湖 泊 密 集 区 ， 也 是 世 界

湖 面 最 高 、 范 围 最 大 、 数 量 最 多 的

高 原 湖 区 ， 全 国 各 省 区 中 国 际 河 流

分 布 最 多 的 当 属 西 藏 。 西 藏 的 水 资

源 和 水 能 资 源 也 是 我 国 的 后 发 优 势

之一 ， 国家的未来发展将受益于此 ，
将 来 甚 至 可 能 作 为 解 决 西 北 干 旱 地

区水资源问题的一个选项。
文汇报： 西藏的环境保护工作有

什么特点？
夏青： 西藏环保做得非常好， 可

以说举世罕有。 为什么呢？ 因为西藏

处于高海拔地区， 水、 空气、 土壤的

“性格 ”、 “脾气 ” 和内地均有不同 ，
如空气稀薄， 水中溶解氧低， 土壤有

冻土层等等， 不能照搬非高原区的环

境标准和治理技术 ， 需要因地制宜 ，
体现地带性特征的科技创新。 这样的

特殊条件， 也造就了西藏环保的核心

理念———预防为主， 尾端处理为辅。 这

种预防为主的特点是自然条件逼出来的。
西藏干群明白， 在西藏这么一个地广人

稀的地方， 人力、 物力、 财力受限。 若

是走先破坏再治理的路， 难度会更高，
代价会更大， 时间会更长。

文汇报： 西藏环保为何能取得如

此突出的成绩？
夏青： 最关键的还是从中央到地

方 再 到 基 层 环 保 工 作 者 对 西 藏 环 保

的 重 视 。 中 央 层 面 上 看 ， 党 中 央 曾

多 次 组 织 工 作 组 对 西 藏 生 态 环 境 进

行 考 察 和 评 价 ， 并 量 身 定 制 《西 藏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保 护 与 建 设 规 划

（2008—2030 年 ）》 等 多 项 生 态 保 护

规 划 。 中 央 历 次 西 藏 工 作 座 谈 会 也

始 终 牵 挂 生 态 议 题 。 在 环 保 的 投 入

力 度 上 。 中 央 也 是 不 断 加 码 ， 近 年

来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100 多 亿 元 ， 有 力

地 支 持 了 西 藏 环 境 保 护 与 生 态 建 设

工 作 。 地 方 层 面 上 ， 历 任 西 藏 干 部

都 将 保 护 生 态 净 土 作 为 核 心 理 念 之

一 ， 他 们 始 终 以 守 住 “绿 水 青 山 ”
为己任， 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态高地。

文汇报： 您能否举个例子表明西

藏环保的决心？
夏青： 限塑令在西藏的成功落地

就是很好的例子。 国家 “限塑令” 于

2008 年 6 月 1 日 起 实 施 。 但 早 在

2004 年 6 月， 西藏就率先开展了禁止

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和白色发

泡塑料餐具的禁止白色污染行动， 从

生 产 源 头 上 杜 绝 一 次 性 塑 料 袋 的 存

在 ， 并于 2010 年底实现全区范围内

全面禁止， 走在全国前列。
如 今 ， 走 进 拉 萨 大 大 小 小 的 超

市 ， 见不到任何塑料购物袋的身影 ，
取而代之的是纸袋、 布袋或者可重复

使用的无纺布购物袋。
文汇报： 西藏的环保工作面临哪

些新的挑战？ 应该如何应对挑战？
夏青： 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增加

是新的威胁。 全球气温升高的影响在

西藏最敏感， 雪线升高， 湿地、 草地

生态系统， 对降水、 气温等气候变化

的反应更加敏感， 需要积累数据尽快

预测和评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当务之急有三个方面需要加强：
第 一 ， 尽 快 落 实 “三 大 红 线 ” ，

把 西 藏 的 生 态 功 能 保 障 空 间 确 定 出

来， 划定并严守水、 空气、 土壤等环

境质量安全底线， 明确水、 土地、 能

源等资源利用上限；
第二，继续积累基础资料，并制定

各类环境保护标准，对于新的威胁，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和防治对策研究；
第三，对西藏的绿水青山的生态价

值和经济价值开展量化评价，对西藏独

有的世界屋脊、 第三极的价值进行评

价。 对西藏、对全国都会有启示意义。

守护净土，
决心坚不可摧

———访中国环境科
学院原副院长夏青

专家访谈

绿树如碧波般随风荡起， 雅江水映照着蓝天白云、 高原神山， 令人迷醉。 普布旺堆 摄

护林员赤列正在苗圃中剪除杂草。 李晓华 摄每年春季， 雅江两岸都会掀起植树热潮。 李晓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