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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布巴图：让大漠多一抹绿

图布巴图家庭扎根大

漠，用公益行动染绿沙漠。

2016年12月12日， 在北京

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明家

庭表彰大会上， 来自阿拉

善盟额济纳旗东风镇古日

乃嘎查的图布巴图家庭，

被评选为第一届全国文明

家庭，与全国其他300个家

庭一道受到了习近平总书

记的亲切会见。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图布巴图和妻子陶生

查干都是退休党员干部。

为了改善家乡日益恶化的

生态环境， 阻止逐年严重

的土地沙漠化， 也为了给

子孙后代创造一片绿色家

园， 夫妻俩一同走上了植

树造林治沙之路。2002年，

图布巴图退休后留在古日

乃嘎查， 与陶生查干拿出

家里所有积蓄用来购买树

苗， 拉起一道10多公里长

的围栏， 围封2000多亩荒

漠， 开始植树造林。 多年

来，夫妻俩累计投入100多

万元， 围封荒漠的绿化率

达到80%以上， 成片成活

500余亩。 在他们的带动

下， 当地牧民也纷纷投入

治沙造林的行列。 一分耕

耘， 一分收获。2011年，图

布巴图荣获额济纳旗“治

沙造林标兵” 荣誉称号。

2015年， 图布巴图家庭获

全国“最美家庭”、自治区

“草原儿女赞·最美家庭”

标兵户。2016年，图布巴图

家庭获得全国文明家庭荣

誉称号。

治沙愚公

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巴丹吉林沙漠边缘， 每年

一到春季植树时节， 这里

的人们总能看到两位老人

身背水壶、手拿铁锨、埋头

苦干的身影。 他们就是图

布巴图和陶生查干。 今年

63岁的图布巴图是一名退

休干部，62岁的陶生查干

是一名退休教师。 由于常

年在大漠里植树造林，这

对老人被当地牧民亲切地

称为治沙愚公。

打小就在巴丹吉林沙

漠西部长大的图布巴图与

沙漠结下了不解之缘。大

学毕业后， 在额济纳旗工

作了8年的他主动申请回

到家乡（现在的东风镇）工

作。多年来，图布巴图目睹

了沙尘暴的肆虐， 发现古

日乃湖外围的绿洲渐渐沙

化，湖面一天天缩小，他清

醒地意识到生态恶化的严

重性。从那时起，便下定了

植树造林、 围沙固沙的决

心。

起初， 由于缺乏种植

经验， 图布巴图老两口种

的树成活率不高。后来，通

过向相关部门专业技术人

员学习、探讨，他们挑选适

宜本地区种植的耐旱、耐

盐碱的梭梭等植物进行

栽种。春天风大，夫妻俩

把梭梭苗泡在水里，等风

势减弱时， 抢时间栽种。

夏天是梭梭苗补水的季

节，沙漠中的气温高达45

摄氏度以上。夫妻俩顶着

烈日一趟趟拉水一棵一

棵地浇灌。别人种梭梭一

年只浇一次水，而为了确

保苗木成活率，他们要浇

三次。在一亩一亩不断拓

展栽种面积的工程中，在

倾尽人力的同时，老两口

已经把 80多万元投在了

这片沙地上。寒来暑往，通

过一年又一年的付出，老

两口精心养护下的苗木成

活率在95%以上，围封荒漠

的绿化率达到80%以上，苗

木成片成活面积达到500

余亩。

在造林治沙的同时，

图布巴图还掌握了用梭梭

嫁接肉苁蓉的技术， 而且

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很快， 他把这项人工嫁接

肉苁蓉的技术传授给当地

牧民， 为他们找到了一条

新的致富路。仅此一项，当

地牧民每户年均纯收入可

达4万元。

由于长期野外作业，

图布巴图夫妇面庞黝黑，

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出

许多。 皴裂的双手常年疼

痛难忍， 他们不得不在手

指和手背上经常贴上胶

布。

2010年， 图布巴图生

了一场重病， 两次手术后

医生叮嘱他要好好休养，

避免重体力劳动。可是，在

家里仅仅休养了一个月，

他就再次扑进了沙窝里，

栽种、洒水……

图布巴图的妻子陶生

查干2012年患脑梗， 经过

一场大手术后， 陶生查干

一度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

理。 一家人轮流照顾一段

时间后， 图布巴图将妻子

留在了额济纳旗的女儿

家。 放心不下梭梭林的他

又只身回到了古日乃嘎

查。几个月后，陶生查干的

身体有所好转， 但还是没

有办法行走。 图布巴图一

个人留在古日乃嘎查，她

放心不下，于是她毅然决

然地让儿女们将她送回

古日乃嘎查，送回图布巴

图身边。图布巴图见到妻

子，精神备受鼓舞。他觉

得陶生查干在身边自己

就有了精气神儿。后来的

几年时间里，他天天奔波

在梭梭林与妻子身边。儿

女们也非常孝顺，只要有

时间就会到古日乃嘎查

看望两位老人，帮老人挑

水、浇水、挖坑、养护、种植

梭梭。

受图布巴图和陶生查

干治沙精神的感染， 好多

牧民自愿加入到了绿化治

沙的队伍当中， 开始和图

布巴图夫妻俩一起植树造

林， 精心呵护沙地上那一

抹珍贵的绿色。

再种1万亩梭梭

从北京载誉归来后，

图布巴图一下火车就回到

了古日乃嘎查。 他说去了

几天北京， 梭梭林没人照

看，他心里很是挂念，看到

梭梭林安然无恙他才能放

心。 即使现在是不适宜种

植的冬季， 古日乃嘎查天

气非常寒冷，气候恶劣，而

图布巴图和妻子仍然坚持

留在古日乃， 住在上个世

纪80年代建造的没有暖气

和自来水的旧土坯房。每

天早晨， 图布巴图天不亮

就起床熬奶茶做早点。照

顾老伴吃完早饭， 打理好

家里的一切， 图布巴图就

会去梭梭林里转一转，除

杂草、去鼠害、修围根。他

像照顾孩子和老伴儿一样

照顾着这片梭梭林。 午饭

过后， 图布巴图会带着老

伴儿晒晒太阳， 给老伴儿

做按摩。下午，他就又去梭

梭林里巡查了， 以防牲畜

翻过围栏损坏梭梭。

这些天， 图布巴图仍

像往常一样穿着一身褪色

的灰色中山装，围着头巾，

在古日乃嘎查的梭梭林里

忙碌。尽管已是严冬，图布

巴图还是闲不下来。 记者

见到他时， 他正仔细地向

梭梭林里的地洞投放鼠

药， 防治鼠害。“以前没有

种植梭梭的时候， 这个地

方几乎没有老鼠、 兔子。现

在种上了梭梭，有吃的东西

了，老鼠、兔子都来光顾，

给我额外增加了一份工

作。”图布巴图告诉记者，

老鼠对梭梭林生长的危

害很大。为了保护春季种

植的梭梭能够成活，这几

天， 他一直忙着用砖头、

土块把梭梭的根部围住，

并将长在梭梭周边的杂

草除去。

因长期艰苦的野外

劳作，图布巴图与陶生查

干积劳成疾。 面对困难，

他们没有放弃，一直咬牙

坚持。近几年来，图布巴

图一边照顾生病的妻子，

一边继续种植梭梭 。如

今，他还打算进一步扩大

梭梭林面积。“趁着身体

还能动，再发展1万亩，还

是有能力的。 我生在这

儿、长在这儿，打算一辈

子在这儿生活，不愿意离

开。既然决定要做，就一

定要坚持下去，做出个样

子。我们不保护自己居住

的家园，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子孙后代的生存会

更加艰难。” 图布巴图对

记者说，在他的心里一直

有一个梦想， 就是要种1

万亩梭梭，让生他养他的

家乡古日乃重新恢复到

他儿时繁茂的景象。 只要

身体还能动， 他就要继续

实现他的梦想。

文/本报记者白忠义摄影/张怀介

爱不释手

查看鼠洞

牧民们向图布巴图（左二）学习梭梭种植经验

巡查梭梭林

带着老伴儿去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