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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相恒义 陈春艳
刘宏章 李文明

初夏的风吹过，沙枣树悄然绽出淡黄的小
花，永青加布的院子又弥漫开甜香。

最美的风景不是花黄柳绿，而是永青加布
本人。身材瘦小的她往来穿梭，健步如飞。她
走进羊圈，单手捉住一只 10 几公斤重、欢蹦乱
跳的羊羔，轻而易举地抱了起来，动作一气呵
成。

这个 63 岁的老太太，依然保持着劳动人民
的本色。“只要干得动，就一直干。”永青加布说。

丈夫根登比永青加布大 6 岁，两人曾在嘎
查、苏木任职，都有退休金，共同的特点是闲不
住。两人管理着 1000 多只羊、上千亩地、21 万
亩草场，费心费力，却乐此不疲。

正是剪羊毛的季节，忙不过来，左邻右舍都
来帮忙。永青加布要给工钱，却没人要，“你们
两个老了，也干不动了，我能帮着剪多少算多
少。要钱？我还嫌丢人呢！”邻居李荣华笑着说
道。

李荣华表达的是大家的心声。他们都曾得
到过永青加布夫妇的帮助，也都有一颗感恩的
心。尼克木早年离婚，两个娃娃上不起学，每次
开学都向永青加布求助。永青加布还给她送
羊、送草料，五六年时间帮她发展了二三百只
羊。

策得布老两口在他们的资助下，建起土木
结构的房屋、羊圈和塑料暖棚，告别了长年居住
蒙古包的历史。永青加布还一直照顾两位非亲
非故的老人，直到他们走完最后的人生历程。

上个世纪 90 年代，张英健、李建忠被根登
介绍到矿上，挣了 10 年高薪，直到矿点卖掉给
他们分了红。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仅去年一
年，永青加布夫妇借给乡亲们的钱就有 15 万元
之多。日子都好了，娃娃也长大工作了，过年
时，张英健、李建忠总是不约而同来看望永青加
布夫妇，忆不完往昔的艰苦岁月，表不尽感激的
心意。

老两口一直收入不菲。城里也有楼房，但
他们只是偶尔办事或者玩玩才去住，因为舍不
得离开草场和羊群。几年前，有人意欲出 800
万元高价承包他们的土地和草场 30 年，永青加
布不同意。她说：“人不干活儿的话，就是浪费
时间。”

世代放牧，他们将劳动作为天职和信仰。
“现在，劳动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一种精神。她
是我们的一面旗帜！”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赛汉陶
来苏木党委书记张海明说。

这样的赞誉，永青加布当之无愧。她是党
的十五大和十六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十
大女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
手、全国十大农民女状元、全国先进女能手⋯⋯
客厅里，各类荣誉证书琳琅满目，还有许多与国
家和地方领导人的合影，这是永青加布最宝贵
的精神财富。

两口子忙了大半辈子，以至于忽略了两个
孩子。女儿从小学到高中，永青加布不知她的
学校在哪、班主任是谁。1987 年，刚从苏木机
关回到藏查干嘎查时儿子尚小，日子极其艰
难。根登忙着搞运输、开厂子，女儿跟着外祖母
去了旗里，只有 4 岁的儿子和永青加布守着这
个家，守着广袤的草场。永青加布给儿子穿上
显眼的红衣服，拴在红柳树下，自己一边放羊，
一边砍红柳枝。经过 50 多天苦干，永青加布用
红柳枝扎成了能挡风避寒的羊圈和草栏，又从
几十公里外买回 2 车冬储草，让 270 只羊随她
一起在其其格敖包草场扎下了根。

冬天，是牧区最忙的季节，永青加布家的
母羊陆续开始生产。永青加布第一次给羊接
生，手忙脚乱，无暇他顾，任儿子在一旁哭叫。

“奶完羊羔半夜一点了，儿子已经蜷缩在羊圈
旮旯睡着了，包着他的大衣也早被尿湿了。”这
个坚强的蒙古族妇女回忆起这些，流露出无尽
的愧疚和伤感。“没人管，儿子就跟工人一起
玩，学说了一口流利的汉语。”几年后，这对地
道的蒙古族夫妇，只好把儿子送进了汉授小
学。

呕 心 沥 血 ，当 年 产 的 132 只 羊 羔 全 部 成
活，大羊也未损失一只。冬去春来，永青加布
扛着铁锹、镰刀走向牧场，砍红柳，扎围栏，铲
毒草⋯⋯布满老茧的双手裂开一道道口子，渗
出殷红的血。永青加布夫妇又筹措资金 40 多
万元，对牧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打井，种
树，挖沙包，开河道，推埂筑坝，使可利用草场扩
大 7.3 倍。

为合理利用草场，永青加布把围栏牧场分
隔成人工种植、自然生长和四季轮牧等不同用
途的草库伦，草场载畜能力提高 10 倍。她还把
幼畜分群放养，既使牧草得以休养生息，也有利
于牲畜的生长发育。此外，她不断加快标准化
棚圈建设，重视疫病防治、棚圈消毒，将羊的死
亡率降到零。

五六年后，永青加布的养殖规模扩大到
1150 只，每年出栏率保持在 30%，成为全旗率
先实现规模经营的示范户。有一次，永青加布
到旗里开会，在广播里听到畜群改良和旗内引
进优良种畜的消息，会一开完，她就牵着几只良
种羊回到了家。

她不断淘汰体形小的杂毛羊，增加适龄母
畜比例，羊的个体性能显著提高，羊均产绒量比
全旗平均水平多 50 克，产肉量提高 37.5%。

初尝科技甜头的永青加布，订阅和购买了
大量报刊，有空就看，不会就问。后来又在家里
办起了科技文化室 ，牧民们常来看书读报，向
她请教。永青加布读过高中，是当地名副其实
的文化人。

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永青加布开始注重机
械化作业，采用覆膜技术种植草料和高产作
物。同时，她及时抓住市场需求，搞奶食品加
工，每年仅此 2 项就可收入 9 万多元。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万元户”还是许多人心中
遥不可及的梦想，永青加布家年收入最高可达
20 万元。她所创造的干旱牧区的多种经营模
式——“永青模式”，得到地方政府的肯定，成为
农牧民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在永青加布的带
动下，嘎查 48 户牧民也早早奔向了小康，摩托、
汽车、拖拉机家家都有。

作为苏木的党员中心户，永青加布夫妇到
现在也不忘自己的使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
领乡亲们致富、改善环境。去年，根登出资 40
万元修了 2 个水渠涵洞；前几天，他还领着几个
牧民种梭梭。辛勤的汗水，让荒凉的沙漠开出
花来。曾经肥沃的其其格敖包草场又恢复了生
机与美丽，绿浪翻滚，牛羊遍地，一如记忆中的
景象。

“这些年变化太大了！不仅我们的草场变
了，连达来呼布镇很多地方都找不着了，更别说
呼和浩特和北京了！”永青加布感慨道。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日复一日的
劳作中，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举步维艰的日子
也不是没有过，烧碱厂不景气，两人负债 60 万
元，连工人三四百块钱的工资都开不了。天道
酬勤，其其格敖包草场最终给了她丰厚的回
报。

一切都在变，变得越来越好，好到超乎想
象。抬望眼，在苍天圣地阿拉善，在祖国北疆
118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广大农牧民正追随
着永青加布的脚步，高歌奋进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光辉道路上。

□本报记者 刘国新 张文强 徐永升

在一条不足 4 米宽的水泥路上，我们乘车快
速前行，树林、庄稼、树林⋯⋯透过车窗，眼里满
是绿色。

“这就是乌丹镇布力彦嘎查。”翁牛特旗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周玉英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一
片沙海，之所以能有今天的绿意盎然，要感谢一
位治沙英雄，他就是布力彦嘎查老支书唐八十。

从水泥路下来，向南拐入一条沙土路。在路
的尽头，就是唐八十的庭院。这个庭院，有 5 间
砖瓦房，四周被沙丘环绕，沙丘之上，植被茂密，
杨柳婆娑。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这儿非常美。”我们
的到访，勾起唐八十儿时的美好回忆，用他的话
讲，那时的家乡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见牛羊”。

唐八十 1948 年出生，几乎和内蒙古自治区
同龄，18 岁就当选为嘎查党支部书记。

他回忆说，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人
口增多、干旱少雨、过度放牧等原因，布力彦嘎查
的草地沙化得日趋严重。到后来，几乎没法住
了，许多人不得已搬到村东的草甸子去了。

1984 年，唐八十也在村东的草甸子上盖了 4
间砖瓦房。然而，虽然搬进新居，但看着肆虐的
沙丘无情地侵蚀着自己的美丽家园，他怎么也乐
不起来。

“大家知道沙进人退、人进沙退的道理吧。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行动起来，为子孙后代再
造一个秀美家园。”在村民大会上，唐八十苦口婆
心地作动员。

为了表明自己的治沙决心，他在沙窝子里选
择了一处位置较高的地方，又垒起了 3 间土房。
他说要在这儿住下来，和沙丘来一个持久战。

唐八十要住进沙窝的想法，首先招致家人的
反对。妻子因身体不太好，住惯了新盖的砖瓦
房，不愿跟着他到沙窝子里受罪。两个孝顺的儿
子虽然也不愿到沙窝子里生活，但是他们了解父
亲的性格，不参与也不反对，而是选择参军离开
了家。

最终，妻子还是没拗过他。1987 年一开春，
唐八十就带领一家人搬进了沙窝。

“唐八十有病吧，嘴上说说得了，还动真格
的！”“谁投资谁受益？说得好听，只怕是到头来
政策一变，岂不是白弄吗？”一段时间，唐八十搬
进沙窝的消息，成了村民们热议的话题。

“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土地，不能在我们
手里毁了。”唐八十没有理会村民们的议论，一门
心思治沙造林。

一开始，他围封了 500 亩沙地。没有树苗，
就赶着毛驴车到 50 公里之外的乌丹镇买。“买一
次来回就得 3 天时间。”唐八十说，那时候，没有
现在的交通条件，不通车，路也不好走，到处是沙
坑。为此，他自己专门准备了一副帮套，到了难
走的地方，他得帮衬一下，小毛驴才能走出沙坑。

植树得用水，他就自己打井。由于是在沙丘

上植树，所以灌溉也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夫妻
俩只能靠挑水，一个树坑、一个树坑地浇灌树
苗。

为防止牲畜过来践踏树苗，唐八十花费 1
万多元，从旗里买回铁丝网罩和木桩，和老伴一
根桩、一根桩地立，一米、一米地围封。几个月
下来，夫妻俩就像变了人似的，嘴上都起了泡，
脸和身上全都暴了皮。

树植上了，围栏封上了，两人总算可以喘口
气了。可谁曾想，半夜一场大风过后，1 米多高
的铁丝网罩连同木桩一起被埋到了沙土里，刚
栽进去的树苗有的被连根拔起。

望着茫茫大漠，唐八十欲哭无泪。老两口
只好咬着牙，一个一个地把桩子扒出来，埋牢
固，再把树苗重新栽进去。就这样，他们早出晚
归，风餐露宿，渴了喝口凉开水，饿了茶水泡炒
米，春秋两季，月余下山。

肆虐的沙丘终于低下了头。3 年后，在他
们的土屋前，齐刷刷地长出一片新绿来。由于
生 态 植 被 的 大 大 改 观 ，动 物 有 了 栖 息 之 地 ，
1990 年，在他们治理的沙地里，跑来了 1 只公野
鸡，这让唐八十欣喜若狂。随后，他又从旗里买
回 5 对家养的野鸡放在小树林里。

1 年后，小树林里不仅野鸡成群，就连多年
不见的狐狸、野兔等动物也频频造访他的小树
林。有了这道绿色屏障，唐八十就在林间开垦
出一块田地，种上了蔬菜、西瓜、玉米等。

第 4 年，唐八十乘胜追击，又围封了 700 亩
沙地。3 年一跨越，到了第 10 年，唐八十围封的
沙地达到 2000 多亩。

唐八十活生生地给村民们演绎了一把“敢叫
沙漠变绿洲的传奇”，也荣获全国绿化奖章获得
者等诸多荣誉。村民们在无比折服的同时，也开
始纷纷效仿。后来，唐八十又和村里的 2 个本家
兄弟合作围封沙地 8500 亩。

在唐八十的树林里，野鸡等野生动物的规模
不断发展壮大，也吸引了社会上一些好猎者的目
光。唐八十发现，经常有周边的村民到他的林子
里寻猎。

为了保护好这些野生动物，唐八十每年都要
宴请这些邻村村民，希望他们“枪下留情”。人们
感动于唐八十的动物情结，也自发地替他保护起
野生动物来。只要看到有人偷猎，他们就会喊：

“那是八十的野鸡，不能打。”
“一年至少收入 30 多万元吧。”在这座方圆

2000 多亩的“绿色庄园”里，唐八十光肉牛、奶牛
就饲养了 100 多头，马 50 多匹。此外，每年饲养
20 多只羊专门供自家食用。

“这些年，固沙造林累计投入 20 多万元，现
在 1 年就能挣回来了！”唐八十高兴地说，付出肯
定有回报！

“面积不扩了，要在现有基础上争取最大经
济效益。”按照唐八十的构想，他现在的任务是使
林木的品种逐渐多样化，在延伸产业链同时，把
生态保护得更好，为子孙留下一片绿水青山。

“我今年已经 69 岁了。我这辈子就干了两
件事，一个是治沙，另一个就是治病。由于过去
只顾治沙植树，没顾上给老伴儿好好看病，致使
她现在多种疾病缠身。”说起老伴儿，唐八十流露
出些许愧疚。

这就是唐八十，在过去的 30 年里，他以汗水
耕耘、热血浇灌，在茫茫沙海营造出一片绿洲。他
曾先后被评为赤峰市、自治区、全国劳动模范，并
先后获得“全区绿化造林十大标兵”“全国绿化奖
章获得者”等荣誉称号。但在他看来，这些都不重
要，“留给子孙一片绿水青山”才是最重要的。

永青加布

：只要干得动就一直干

唐八十

：誓将沙海变绿洲

唐八十

。

唐八十在林间劳作。

唐八十获得很多荣誉唐八十获得很多荣誉

。。
永青加布与老伴儿一起永青加布与老伴儿一起

看他们过去的照片看他们过去的照片。。

永青加布

。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 闫晨光 摄）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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