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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故事6

他是一个普通的牧
民，却将种树当做自己的
职业，扎根毛乌素沙漠腹
地义务种树60年。他过着
艰苦的生活，执拗地挥舞
着铁锹年复一年，最终为
2000亩沙地披上绿装。他
就是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
旗城川镇呼和陶勒盖嘎查
牧民扎巴。3月30日，在3月
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
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
场交流活动现场，扎巴被
评为敬业奉献“中国好
人”。

千方百计提高成活率

“到现在，我栽树也只
用铁锹和手，从来不用机
械化设备。”4月2日，扎巴
一边挖树坑一边对记者
说，60年来，他用坏了20多
把铁锹。长期的劳作也让
扎巴右手臂轻微变形，有
时会使不上劲。但是，身体

的不适并没有影响到扎
巴，他还张开手指在眼前
摇了摇，“我还能再种5年
左右”。

1958年，扎巴跟随父
辈响应防沙造林的号召，
来到毛乌素沙漠种树。“坑
要挖得好，苗栽进去立马
竖起来，成活率很高。”他
说。当时，栽一棵活一棵，
扎巴总能获得大人们的表
扬，为此高兴好多天。

1979年，正值壮年的
扎巴没有选择外出打工，

而是承包了2000亩沙地，
并将全部心思用在这片土
地上。在他看来，他只能做
好一件事，那就是栽树，这
一栽就是60年。

那时候，沙地种树成
活率不高，新栽的树苗一
场风沙吹来就被连根拔起。
为了提高成活率，扎巴利用
白天挖树坑，晚上栽树苗。

“现在成习惯了，每天要是
不去种树，总觉得心里空落
落的，好像有什么事情没
做。”扎巴告诉记者。

坚守初心与树相伴

在扎巴眼里，每一棵
精心种下的树就像一个孩
子，看着小树茁壮成长，他
心里头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可以说，扎巴的全部生活就
是育苗、挖坑、种植、浇水，
即使冬天也不闲着，要防
火、护林。他当年种下的树
木，如今长得郁郁葱葱。

前些年，扎巴的老伴
儿和孩子到鄂托克前旗、
城川镇居住了，而他舍不
得这些树，依然坚守在这
片土地上，与树相伴……

“每天有这些树陪着
我，我一点都不觉得孤单。”
扎巴说，逢年过节，孩子们
都想把他接过去或者回来
陪他，他都拒绝了，“孩子们
的心意我知道，但我不放心
这片树林，他们回来的话要
耽搁好几天，燃放的烟花爆
竹极易引起火灾……”

虽然扎巴岁数大了，

但是聊起与种树有关的话
题，他顿时精气神十足。他
说：“没有心思想别的东
西，每天满脑子就是树。我
爱种树，要是能活到100
岁，就种到100岁。你不让
我吃饭行呢，你要是不让
我种树就不行。”

林地年制氧10万公斤

60载光阴，从青丝到
华发，2000亩沙地披上了绿
装，每棵树都见证着扎巴在
自己“岗位”上的无悔付出。
2000亩的林地里到底有多
少棵树，扎巴自己也数不
清，但是他知道树“值几个
钱”。2017年7月，3名男子相
中了扎巴林地里的一片树
木，说这棵树300元，那棵
400元，盘算着伐了运走。望
着参天大树，扎巴频频摇
手，“我承包的是公家土地，
公家不让卖，我就不卖。”

中国林业大学专家曾

受鄂托克前旗林业局的委
托，对扎巴这片林地作出
评估，2000亩林地约10万
棵树，折合资产1000万元
以上。林地年制氧气10万
公斤，可提供一个成年人
348天的供氧量。

而这位“千万富翁”却
常年不修边幅。走进扎巴
的家，一个20多平方米昏暗
的房间里，啤酒瓶上的蜡烛
是唯一光源；所有家具都是
木制的，连床都是木板铺成
的，床上没有完整的铺盖。
扎巴饿了吃方便面，一锅挂
面还要分几回吃……外人
来此拜访无不瞠目结舌，可
是这位蒙古族老汉淡然一
笑，也不做解释。

早在1992年，扎巴就被
林业部授予“三北防护林体
系二期工程建设先进工作
者”荣誉称号，表彰他为国
家防沙造林所作出的突出
贡献。望着这片林海，扎巴
说：“这个树是国家的……”

远山如黛，近水含
烟……在乌兰察布市察右
前旗平地泉镇南村的羊倌
刘发笔下，山川之美被展
现得淋漓尽致。他的作品
多描绘乡土风情和山水风
光，质朴中透着一种世外
桃源般的雅致。今年62岁
的刘发是当地一个农民，
画画、书法、种地和放羊，
是他的日常。

曾被嘲笑“不务正业”

“这个羊倌不简单，画
好看着哩！”走进南村，知
道刘发的人无不对他竖
起大拇指。刘发画的大多
是乡村的景致和山水风
光，隔壁邻居家的大公
鸡，村东头的放牛娃，喂
羊的蒙古族姑娘，黄旗海
的风光……画风质朴，笔
触细腻，充满了浓郁的生
活气息，有不少作品还参
加过大大小小的画展，有
些还被外国友人收藏。

小有名气的刘发，早
些年却被乡亲们认为是

“不务正业”的人。别人在
忙着种地，他却窝在家里
画画，侍弄庄稼的担子就
落在爱人赵敏肩上。每逢

赵敏在地里劳作时，其他
村民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她
说：“你男人不好好种地，
每天写写画画不务正业，
能有啥出息？”但如今，大
家开始叫他画家，村里的
女人们甚至羡慕赵敏嫁了
一个艺术家。

从描摹开始自学

“最近正在赶这幅作
品，准备参加河北省一个
美术展览。”4月7日，刘发
在创作画作《长城·黄河》。
画纸上，长城蜿蜒曲折，像
一条巨龙盘旋在群山间，
母亲河与长城遥遥相望。

刘发不修边幅，由于
常年放羊种地的缘故，手
掌粗糙而宽厚，布满老茧。

若不是看过刘发的作品，
很难将他与“画家”这个名
词联系在一起。

刘发与绘画结缘始于
几本小人书，看到上面活
灵活现的人物，他开始照
着画。当时他上小学三年
级，没人启蒙也没人教。

“小学四年级，我创作
了第一幅画《春灌》，内容是
新打的机井水喷涌而出，一
位妇女站在机井旁边灌溉
田地。之后又画了一幅《悯
农》，一位庄稼汉拿着锄头
在锄地。这两幅作品参加了
当时察右前旗中小学生画
展。”刘发说，他画画的天赋
在学校崭露头角。之后，他
更加勤奋刻苦练习。晚上回
到家，当父母和兄弟姐妹睡
下后，他拿出旧书本和废

纸，在透着微弱亮光的煤油
灯下临摹。天空中飞过的小
鸟，路边绽放的野花……他
看到什么画什么。

在刘发的记忆中，由于
家里穷，他没有机会去系统
地学习绘画，每年利用寒暑
假步行到距离村子50多公
里之外的集宁市（现集宁
区）少年之家看画展，通过
观察别人的作品学习。

走村串户画窗花炕围

“我们家兄弟姐妹9个，
靠着几亩薄田日子过得很
艰难。上初中后，我开始出
去画窗花、画炕围画补贴家
用。”刘发说，学会这两门手
艺也是出于偶然。

当时，刘发的堂姐嫁

到呼和浩特市小台村，他
有机会去堂姐家住了一个
星期。在小台村，谁家娶亲
办喜事，会拾掇房子、贴窗
花、邀请师傅去画炕围画。
刘发看到谁家有师傅在画
炕围画，就跟在后面观察。
再破旧的房子，有了炕围
画也会显得焕然一新。

刘发跟着这些师傅后
面看了几天，回到家中便买
来纸和水粉颜料开始练习，
不到半个月，就有模有样
了。这之后，他利用学习之
余，靠着画窗花和炕围画走
村串户挣钱补贴家用。

1977年，刘发在读高
中时遇见了他的伯乐———
集宁四中美术老师魏泉
深。魏泉深发现刘发很有
绘画天赋，便鼓励他学习
中国山水画。可惜的是，由
于家庭贫困，刘发高中只
读了一年便辍学了。

作品被博物馆收藏

上世纪九十年代，受
打工潮影响，乌兰察布盟
（现乌兰察布市）的许多农
民选择外出务工，刘发也
抱着画画的梦想前往深
圳。在深圳闯荡两年后，因

为生活成本太高，又不忍
和妻儿常年两地生活，
1995年他回到了家乡，养
了100多只羊，成了羊倌。

这些年，刘发每天下
地干活，农闲时在家里画
画、研习书法。有时候在野
外放羊，他也会一手拿着羊
鞭，一手拿着画笔和本子，
随时随地作画。几十年如一
日的坚持和不懈努力，让他
的绘画技艺日渐成熟，终于
在书画圈打出名气。

2014年10月，刘发的
作品《龙马歌图》《深山牧
歌图》《双骏图》荣获了察
右前旗成立60周年书画展
一等奖；2015年，他创作的
国画《鹏程万里》和书法作
品《贵在坚持》被乌兰察布
市博物馆收藏。至此，“羊
倌画家”名声响了起来。

不过，虽然有了名气，
乡亲们逢年过节来向刘发
要画装点门楣，他毫不吝
啬。他还多次为中国爱心
慈善协会捐画或现场作画
拍卖，捐赠给失学儿童和
困难家庭。

刘发告诉记者，他现
在很享受这种平淡生活，
未来，只要他能画得动，他
就会继续画下去。

牧民扎巴种树60年 2000亩沙地披上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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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精会神画画刘发在喂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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