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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3次被呼伦贝尔市授予防沙治沙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是新巴尔虎左旗十大杰
出青年，是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先进个人。

他有一段话在林业系统广为流传：
“呼伦贝尔草原养育了我，如同给我生命
的母亲，谁不爱自己的母亲，保护好她是
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的责
任。”

他叫刘再义，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

旗人。初中毕业后，看到自己生长的草原
日益严重的沙化形势，他毅然决然地选择
了林业学校，毕业后进入当地林业局工作，
从此，防沙治沙的领域处处有他的身影。

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呼伦贝尔沙地的生
态环境，他多年如一日工作在防沙治沙第
一线，每到造林时节，几十天与生产工人吃
住在一起，一边工作一边总结经验。二十
几年下来他的足迹踏遍了新巴尔虎左旗的

每一寸沙地，掌握了新巴尔虎左旗沙地
第一手资料。他组织编写的《新巴尔虎
左旗防沙治沙长远规划》和《新巴尔虎左
旗生态建设实施方案》在防沙治沙实践
发挥着指导作用。他撰写的《新巴尔虎
左旗沙漠化现状与对策》，切合新巴尔虎
左旗沙漠化实际提出了治理对策，得到
了专家的肯定。

到2015年从根本上完成了新巴尔

虎左旗境内三条沙带的甘珠尔沙地、呼伦
湖周边沙地、英根沙地、道勒都沙地、洪库
尔沙地和海东公路两侧、阿嵯公路两侧、
301 公路嵯岗段两侧沙地治理，2009-
2015年累计完成治沙面积130万亩，流动
沙地直播小叶锦鸡儿治理面积达 60万
亩，设置芦苇、牧草等机械沙障2万余亩，
部分沙地植被盖度由治理前的不足5%增
加到80%以上。

现年62岁的马云平是锡林郭勒盟多伦
县诺尔镇新民村的农民，16年来与沙丘为
伴，守护着自己种下的一片片绿洲，用爱浇
灌着自己的绿色人生，被称为治沙“愚公”。

多伦县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县境内
中北部地区分布着三条大沙带。16年前，
每到春季，大风刮来，黄沙漫漫，遮天蔽日，
沙丘滚动。当地流传着“猪上房，羊跳墙，小

孩坐在房檐上，地不打粮，沙子埋房”的顺口
溜。如今，如今这里已是一片片绿洲，这离
不开马云平16年来在山上的坚守。

2000年，多伦县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
工程，拉开了大规模生态建设的序幕。马云
平家正处于沙带腹地。县里号召个人搞五
荒承包，可政策宣布半年过去了，也没有一
个人愿意承包。看到家乡沙化日益严重，马

云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名共产党员的
担当和责任，在他脑海里油然而生。尽管家
里人坚决反对，马云平还是毅然地与村里签
订下了3700亩的《荒沙荒地承包合同》。

马云平搬进了沙窝子里的简易房，吃住
在荒山上，开始了他的治沙路，饿了啃一口
馒头，渴了喝一口凉水。就这样，漫漫16年，
马云平治沙累计投入40多万元，共栽植樟子

松1768亩，平均高度在3米多，有的生长到
5米多，杨树630亩，榆树160亩，山杏130
亩，黄柳、柠条、杨柴1012亩。

“现在我自己感到非常自豪，能给子
孙后代留下一片蓝天绿地，作为共产党
员的退伍老兵，让荒沙变绿洲是我的奋
斗目标，也是我想干和愿意干的事业。”
这就是马云平的人生理想。

张喜旺原本想种树挣点钱，没想到不
知不觉对治理沙漠生出一种使命感，最终
成了远近闻名的治沙标兵。2002年，亿
利资源集团来到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独
贵塔拉村，找到张喜旺和他的乡亲们，以
每天20元的报酬给库布其沙漠植绿。张
喜旺就此走上了治沙这条道儿。

那时候的库布其沙漠是一片死亡之

海，一望无际的沙漠连鸟都飞不过去，四
处都是高高的沙丘、沙梁，没有人敢闯进
那片沙漠。

万事开头难。沙漠里没有路，他和乡
亲们每天早上六点钟骑着摩托车上工，一
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种树的地方，风餐露宿
自不必说，单是每天往返三四个小时的路
程就把人的精气神消磨大半，再加上刚开

始种树的时候经验不足，树苗常常种不活，
工程结束时一结算，每天挣不到20元钱。

日复一日，张喜旺种树的经验慢慢增
长了，工钱也从 20元一路涨到 100元以
上，手底下也有了五六十人的种树队伍。
2010年开春，张喜旺一口气承包了700亩
沙漠种树，第二年他将承包地扩大到1100
亩，只做了43天，顺利完工。接着又在七

星湖畔承包种草，种得像模像样。时间久
了，无论是种树经验还是管理经验，张喜
旺都成了沙漠种树难得的“专家级”人物，
他们还发明了水冲沙柳和电钻种植法。

不知不觉，埋头种树的张喜旺已经种
绿了超过2万亩的沙漠。2016年6月，他
荣获第七届“母亲河奖”颁发的“绿色卫
士”称号。

原本是一名成功的陶瓷商人，在经历
了一场“飞沙走石、暗无天日”的沙尘暴之
后，巴彦淖尔市五原县的商人贺文军转变
自己的人生角色，放弃了原有的成熟产
业，成为了一名治沙先锋。

亲历沙漠的危害，贺文军萌发了治沙
的想法。他一有空就查找资料，去沙漠搞
调研……在治沙的同时，他发现，在漫漫

黄沙和狂风中屹立的梭梭及根部寄生的肉
苁蓉，不仅有着强大的固沙、治沙功能，还潜
藏着巨大的商机：梭梭肉苁蓉还被称为“沙
漠人参”，是名贵养生保健药材，为此他又转
向发展沙产业。

发展沙产业，投资大，风险大，但见效却
很慢，从栽梭梭到收获苁蓉至少要4至5年，
如果赶上干旱、大风，新栽的梭苗有的被沙

掩埋、有的被风连根吹走、有的因补水不
及时而旱死，还有的被老鼠、野兔啃掉。
一次次揪心、一次次落泪……但贺文军
依然信念如磐，不停地接种、补种……效
益没见到，可投资却越来越大。他将自
己的宾馆等企业收入全部投入治沙，甚
至还将房产、公司资产全部用来抵押贷
款。

然而，皇天不负苦心人。到 2012
年，贺文军的公司先期营造梭梭林 1
万多亩，其中接种肉苁蓉0.5万亩。梭
梭种植基地的建设起到了典型示范作
用，加快了社会力量改造乌兰布和沙
漠生态的步伐，周边的农牧民更是积
极前来取经，投身自家承包沙漠发展
沙产业。

乌日更达赖是个地地道道的牧民，
1968年出生在位于库布齐沙漠深处的鄂
尔多斯市杭锦旗白音乌素镇图格日嘎
查。由于干旱等自然原因和人为的超载
放牧，那里的生态严重失衡。15岁时，眼
看着一片片绿地和草场变成光秃秃的沙
丘，骆驼饿死在沙漠中，牛羊饥渴地跪倒

在地，沙漠的无情让他感到十分恐惧。
接下来自家草场的严重退化，让他

看到事态的严重性：再不治理沙化就没
有生存的空间了。1996年底，乌日更达
赖开始了他的治沙生涯。开始的两年
里，他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已经记不
清。1998年，他尝试着用穿沙公路沙柳

编织网格的固沙经验，为小树做了个沙障，
没想到竟然成功了。经过近半年的苦干，
3000多亩黄沙被固定住了，一片片嫩苗开
始发芽。

终于，经过人工栽植和自然恢复，他的
草场逐渐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的
旗委领导也来到他家，资助他4万元帮他种

树，当时的自治区领导也来他家视察，并
称他为“大漠骄子”。如今，他已在大漠
中治理恢复植被10万亩。

乌日更达赖连续被评为全旗、全市、
全区、全国“十杰青年”，并获得自治区劳
动模范、造林绿化标兵、优秀共产党员等
荣誉称号。2005年当选为全国劳模。

草都不长的地方还能种树？就在
村里人质疑“西风口”能不能长出树苗
来的时候，唐臣已经下定了决心向沙
地挑战。这一年是 1985 年，唐臣 33
岁。

唐臣是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万合永
镇西大营子村民，居住在浑善达克沙
地和科尔沁沙地的交汇处。在山上放

了8年羊的唐臣比别人更多地领教了风沙的
无情。

每逢春季，黄沙滚滚，风走沙流。可是
每当他看到一块肥沃的草场、农田被黄沙吞
噬，他的心里就一天比一天沉重：照这样下
去，我们的后代子孙怎么生活？望着无际的
沙丘，唐臣说：“我要治理沙丘，哪怕一生只
治个十亩八亩，也要给后代做样子，我这辈

子治理不完，就让儿孙接着治理。”家境
富裕的他处理变卖了所有家产，到离村
3公里远的西山去治沙，当起了“西山
王”。

一晃十余年过去了。吃尽苦头的
唐臣一家人脸晒黑了，但他承包的沙丘
却变绿了。在他所承包的荒丘上，长满
了黄柳、白榆、山杏、落叶松各种树木和

牧草，沙丘不再流动了。1997年以来，种草
200亩，营造樟子松200亩、落叶松200亩、
山杏200亩、黄柳500亩，现阶段他承包的
荒山已全部变绿了。

由于唐臣生态建设取得较大成绩，多次
受到国家和自治区表彰，2002年荣获全国
防沙治沙标兵光荣称号。2002年荣获全区
造林绿化标兵光荣称号。

刘再义：像守护母亲一样守护草原

马云平：治沙“愚公”

张喜旺：绿色卫士

贺文军：从陶瓷商人到治沙先锋

乌日更达赖：大漠骄子

唐臣：西山“治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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