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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老汉三代人的生态家园！

为丰富、完善藏品体系，根据《内蒙古博物院中长期
发展规划》，本着适应展览需要、服务展览主题的原则，
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文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文物征集范围

1、能够全面反映内蒙古地区史前及各个时期历史
发展脉络的精品文物。

2、见证与体现“一带一路”战略的文物，尤其是能够全
面反映草原丝绸之路贸易与文化交流情况的重要文物。

3、本着宁缺毋滥、优中选精的原则，其他具有重要
展示价值、承载重大历史信息、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文
物，也在此次征集范围之内。

4、本次文物征集以精品、重要文物为主要筛选原
则，一般文物不予考虑，请予理解。
二、文物征集方式

1、藏品征集工作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博物馆条例》及相关的法规制度执行。

2、在未确定征集意向前，有意者可通过向指定邮箱
发送邮件的方式与内蒙古博物院取得联系，邮件中需注

明藏品的尺寸、质地、来源、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提供
像素较高的图片。

3、藏品持有者需保证藏品不存在法律纠纷及争议，
藏品具有合法性。

4、经确认入选的藏品，内蒙古博物院将组织专家进
行论证。论证通过后，内蒙古博物院将通知持有人出具实
物，经专家现场鉴定再商定具体征集事宜。经鉴定不符合
收藏要求的藏品，由持有人带回，藏品资料不予退还。
三、征集时间：本公告长期有效。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联系人
赵晓峰：0471-4608750
季江龙：0471-4608463
2、邮箱：nmgbwyzjk@163.com
3、本公告同时在内蒙古博物院门户网站（www.

nmgbwy.com）上公布，敬请关注。
内蒙古博物院
2019年3月26日

内蒙古博物院文物征集公告

有这样一群人，死去的
和活着的被一起树碑立传；
有这样六位老汉，不但把自
己“埋”进沙漠，还立下了父
死子继的誓约；有这样的三
代人，子承父志、世代相传，
守得沙漠变绿洲。

上世纪八十年代，八步
沙———腾格里沙漠南缘甘
肃省古浪县最大的风沙口，
沙魔从这里以每年7.5米的
速度吞噬农田村庄，“秋风
吹秕田，春风吹死牛”。

当地六位年龄加在一
起近300岁的庄稼汉，在承
包沙漠的合同书上按下手
印，誓用白发换绿洲。

38年过去，六老汉如今
只剩两位在世。六老汉的后
代们接过父辈的铁锹，带领
群众封沙育林37万亩，植树
4000万株，形成了牢固的绿
色防护带，拱卫着这里的铁
路、国道、农田、扶贫移民
区。

这不仅仅是六个人的
故事，也不仅仅是六个家庭
的奋斗，更不仅仅是三代人
的梦想，这分明是人类探寻
生存之路过程中对大自然
的敬礼！

3月29日，中央宣传部
向全社会发布甘肃省古浪
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
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的
感人事迹，授予他们“时代
楷模”称号。

要用白发换绿洲

甘肃省古浪县是全国
荒漠化重点监测县之一，境
内沙漠化土地面积达到
239.8万亩，风沙线长达132
公里。

在大自然严苛的条件
下，这里的人们用十倍百倍
的汗水，为一家老小糊口谋
生。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沙化加剧，沙漠以每年
7.5米的速度向前挺进，已
经是“一夜北风沙骑墙，早
上起来驴上房”。

“活人不能让沙子欺负
死！”

1981年，随着国家三北
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启
动和实施，当地六位老汉郭
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
奎、程海、张润元，在合同书
上摁下红指印，以联户承包
的形式组建了八步沙集体
林场。

当时，他们中年龄最大
的62岁,最小的也有40岁。

在一个天刚蒙蒙亮的

早晨，六老汉卷起铺盖住进
沙窝。

这一干就再也没有回
头。

在沙地上挖个坑，上面
用木棍支起来，盖点茅草，
当地人叫“地窝铺”，夏天闷
热不透气，冬天沙子冻成冰
碴子，摸一把都扎手。

六老汉节衣缩食，凑钱
买上树苗，靠一头毛驴，一
辆架子车，几把铁锨，开始
了治沙造林。

没有治沙经验，只能按
“一步一叩首，一苗一瓢水”
的土办法栽种树苗。

然而，在沙漠中种活一
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
第一年，六老汉造林1万亩，
转过年一开春，一场大风，
六七成的苗子没了。

老汉们慌了，“难道家
真的保不住了吗？”当时的
古浪县林业局局长听闻，带
着6名技术员来到八步沙，
一起出谋划策。

他们发现，有草的地方
栽种的树苗“挺”过了狂风。
兴奋之余，六老汉重拾信
心，总结出“一棵树，一把
草，压住沙子防风掏”的治
沙经验。

慢慢地，树苗的成活率

上去了，漫天黄沙中显现出
点点滴滴的绿。

沙漠里最难的不是种
草种树，而是看管养护。当
地的村民世代都在沙漠里
放羊，新种的树几天就会被
啃光。树种下后，六老汉调
整作息，跟着羊“走”：每天
日头一落就进林地“值班”，
夜里12点再爬进沙窝休息。

渐渐地，一个乔、灌、草
结合的荒漠绿洲在八步沙
延伸。

十年过去，4.2万亩沙
漠披绿，六老汉的头白了，
甚至过早走完了人生路。
1991年、1992年，66岁的贺
老汉、62岁的石老汉相继离
世。

贺发林肝硬化晚期昏
倒在树坑旁。

石满老汉是全国治沙
劳动模范。他没有埋进祖
坟，而是埋在了八步沙。他
去世前一再叮嘱：“埋近点，
我要看着林子。”

沙地播撒绿意

后来的几年里，郭朝
明、罗元奎老汉也相继离
世。老汉们走的时候约定，
六家人每家必须有一个“接

锹人”，不能断。
就这样，郭老汉的儿子

郭万刚、贺老汉的儿子贺中
强、石老汉的儿子石银山、
罗老汉的儿子罗兴全、程老
汉的儿子程生学、张老汉的
女婿王志鹏接过老汉们的
铁锹。

“六兄弟”成了八步沙
第二代治沙人。

2017年，郭朝明的孙子
郭玺加入林场，成为八步沙
第三代治沙人。

父死子继、子承父志、世
代相传，成了六家人的誓约。

1982年，62岁的郭老汉
病重，经常下不了床，30岁
的郭万刚接替父亲进入林
场。当时郭万刚在县供销社
端着“铁饭碗”，并不甘心当

“护林郎”，一度盼着林场散
伙，好去做生意。

他曾怼父亲：“治沙，沙
漠看都看不到头，你以为自
己是神仙啊！”

一场黑风暴，彻底改变
了郭万刚。

1993年5月5日17时，当
地平地起风，随即就变得伸
手不见五指，蓝色的闪电伴
着清脆的炸雷轰了下来。郭
万刚当时正在林场巡沙，还
没反应过来就被吹成了滚
地葫芦，狂风掀起的沙子转
眼将他埋在了下面。

郭万刚死里逃生。
第二天早上，一个消息

传来：黑风暴致全县23人死
亡。

郭万刚沉默半天，此后
再也没有说过离开八步沙。

1991年，21岁的贺中强
在父亲倒下的树坑旁捡起
铁锹，进入林场；1992年，22
岁的石银山接替父亲进入
林场；2002年，30岁的罗兴
全接替父亲进入林场……

当年的娃娃现在也一
天天变成了老汉。但八步沙
更绿了。

据测算，八步沙林场管
护区内林草植被覆盖率由
治理前的不足3%提高到现
在的70%以上，形成了一条
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8公
里的防风固沙绿色长廊，确
保了干武铁路及省道和西
气东输、西油东送等国家能
源建设大动脉的畅通。

在林场的涵养下，附近
地区林草丰茂，大风天气明
显减少，全县风沙线后退了
15公里。

三代治沙圆梦

治沙不能只守摊子。在
八步沙治理好后，2003年，

“六兄弟”主动请缨，向腾格
里沙漠的黑岗沙、大槽沙、
漠迷沙三大风沙口进发。

“六兄弟”连续在治沙
现场搭建的窝棚中度过了
十多个春秋。早上披星出发
巡护，夜里蜷进窝棚，每日
步行30多公里，用坏的铁锹
头堆满了整间房子。完成治
沙造林6.4万亩，封沙育林
11.4万亩，栽植各类沙生苗
木2000多万株。

柠条、花棒、白榆等沙
生植被郁郁葱葱，工程量相
当于再造了一个八步沙林
场。

从天空俯瞰下来，一条
防风固沙绿色长廊像一位
坚强的母亲，将黄花滩移民
区十多万亩农田紧紧抱在
怀里。当地林业部门的干部
说，在林场的保护和涵养
下，周边农田亩均增产10%
以上，人均增收500元以上。

“有了‘活’着的八步
沙，才有‘活’着的黄花滩！”
黄花滩生态移民后续产业
专业合作社党委书记胡中
山这样评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高度，坚定不移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六兄弟”得以不
断放飞梦想，治沙造林的步
伐不断前进。

“六兄弟”成立了一家
公司，先后承包实施了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项目、“三北”防护林等国家
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并承接
了国家重点工程西油东送、
干武铁路等植被恢复工程
项目，带领八步沙周边农民
共同参与治沙造林，在河西
走廊沙漠沿线“传经送宝”。

2018年，在古浪县委县
政府的鼓励帮助下，八步沙
林场将防沙治沙与产业富
民、精准扶贫相结合，流转
了2500多户贫困移民户的
1.25万亩荒滩地，种植梭梭
嫁接肉苁蓉5000亩，种植枸
杞、红枣7500亩，帮助贫困
移民发展特色产业，一年下
来光劳务费就发放了300多
万元。

古浪是藏语“古尔浪
哇”的简称，意为黄羊出没
的地方。但由于土地荒漠化
严重，这里的人以前就没见
过黄羊。随着治沙成效越来
越显著，黄羊的身影重新回
到了这片土地。

除了黄羊，金雕、野兔、
野猪等野生动物也时常出
没在附近沙漠，“封禁保护
区”变成了“动物乐园”。

1999年，甘肃省绿化
委员会、省林业厅、中共古
浪县委、县政府曾为“六老
汉”和郭万刚及八步沙林
场镌碑立传。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
有荒凉的人生。

个人敢做梦，时代能
圆梦。郭万刚哥几个曾经
印刷过一张名片，背后是
一幅绿茵茵的生态家园
图：山岳染绿，花木点点，
雁阵轻翔。这正是他们不
懈追求的美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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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治沙人张润元补栽花棒苗

第二代治沙人在吃午饭

第二代治沙人用稻草压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