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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河流

把养了三年的小龟
拿河里放了生。经过一个漫长的

季节
也不知它是死，还是活

当我不由得，驱车
又一次来到河边
蹲下，把一条河流捧脸上

一条河流
仿佛已经是我的

我也是曾被放生的，一个念想
在那个老旧的小站
在许多年前
如今，在父母隔世的泪眼里

27路公交车

上下班高峰期
退休后的我，一次次像自我罚站
尽量不去挤 27路公交车

我的小老乡王开军
在城郊电石厂上班
他每天，疲于往返在这条线上

我腾出一个空位，有可能
让他不必站着补觉
也让一个疲惫的青春，保持尊严的

坐姿

沉默

一只雄性百灵鸟，总是沉默着
每一天，主人提着它
走在薄雾笼罩的清晨，或傍晚

据说，鸟贩子捕获它时
它是挣扎之后，愤然
咬断自己舌头，变哑的

所幸它遇到，一位好心的买主
多年了，主人待它
像对待自己的亲人

多年了，没人知道
主人晃动自己的余生，只是在
擦去一个捕鸟人，曾经疯狂的过往

车上的大白菜

一架沾了泥巴的驴车
停在菜市一角，车上的大白菜
如棉被下安睡的胖娃娃

那个眼里圈下一场秋风
此刻，又霜色锁眉的老汉
不时手搭驴背，轻拍一下
土地生出的年景

而那些被人拎来拎去
一下子惊起，又搂紧叶子的白菜
在这个早晨，露珠纷落
像一个个痛别亲人，哭成的泪人

一只黄蜂

一只粗心的黄蜂
不小心，误入我房间
这一刻的安静，瞬间
被它面对玻璃，发出的
巨大而持久的嗡嗡声，塞满了

它金黄的身子，微型马达一样
声音是金属质地的
当它，把足够震撼的愤怒
掏空，用尽了
也就走到生命的尽头

多像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自己一个小失误
也会惹恼自己，葬送自己

一棵秋天的树

风住了。一棵树突然打个趔趄
止住起伏、挣扎
逐渐放松，也安静下来

斜靠秋阳，听虫鸣
看落花。满树叶子在飘落
它两耳越来越清净

此刻，我经过这里
被一小片树荫摁住，小坐
并感受着四周的静谧
和它内心的荡漾

当我倏然，抽身离去
像是它一直目送
请来又送走的，最后一尊神

寒流来袭

寒流突然来袭，人们脚步匆匆
纷纷竖起衣领，穿着加厚

寒风中，刚刚换上黄裙子
摇晃的树，也感到了冷

树也想给自己，添加衣裳
但眼下，只能用鸟影的发卡

将散乱的长发，别上
只能把一件宽大的风声穿身上

走过秋天（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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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似乎将所有的光，都慷慨地洒在了广袤
的内蒙古高原上。

仅仅这片溢满房间的光，就足以让我和朋友
觉得，这一场千里迢迢的相聚，是此刻生命存活于
世的全部的意义。即便此后我们回归琐碎日常，
很难相见，它依然会照亮我们漫长的岁月。

越过重重的树木和楼房，会看到远山如黛，横
亘天际，那是绵延起伏的阴山。此刻，山顶积雪皑
皑，犹如圣洁的哈达，飘逸千里。群山在凛冽中，
现出脉脉深情。

就在大风呼啸的高原上，我和朋友坐在窗边，
饮完了绿茶，又喝奶茶；吃完了奶酪，又嚼牛肉干，
还有黄油酥饼。窗外天寒地冻，房间里却暖意融
融。我们沐浴了几个小时充足的阳光，说了许多
细碎的话，又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安静地坐
着，享受这稍纵即逝的美好。

也只有在这样千里冰封的冬日，从遥远的南
方飞抵北方的人，落地后横穿整个城市，从阴山脚

下行至昭君墓前，再一脚踏进热
气腾腾的房间，脱下笨重的棉衣，
坐在窗下喝完一杯阳光煮沸的奶
茶后，才能真正地理解生活在内
蒙古高原上的人们，他们深入骨

髓的热烈，是怎样来的。
我究竟是如何被命运的大风，偶然间吹抵这

片广阔大地的呢？就像秋天在戈壁荒原上追着大
风奔跑的沙蓬草，它们一生的命运，神秘莫测，动
荡不安。挂在灌木丛中，就在灌木丛中繁衍生息；
跌落砂石瓦砾，就在砂石瓦砾间争抢阳光雨露；逢

着肥沃良田，就在肥沃良田间蓬勃向上。命运裹
挟着它们，随意潦草地安置它们，却从未改变它们
漫山遍野落地生根，又在秋天的大风中，义无反顾
奔赴新的家园的浪漫基因。

一切都是偶然，一切也都是必然。所有不可
预测的神秘“此刻”，都是承载我们命运的河流浩
荡途经的“必然”。这无数的“点”，组成辽阔的生
命的“面”。我们行走一生，也无法知晓将在哪里
停驻，靠岸，或者抵达。唯一明了的，是所有生命
的航程，都从出生开始，在死亡处终结。就像长江

从青藏高原出发，最后注入东海；黄河从巴颜喀拉
山出发，最终抵达渤海。它们漫长的一生，行经无
数的“点”，冲击出大大小小的湖泊，但从未改变过
起点与终点。人的一生，也不过是江河一般，蜿蜒
曲折，却又向着死亡浩浩荡荡，勇往直前。

或许，当朋友在酷寒的北国大道上走过，看到

厚厚冰层下汩汩涌动的泉水，辽远的天空上空无
一物，风席卷了一切，却并未改变大地上的事物。
山河依旧，日月永恒。衰朽的生命行将消亡，新鲜
的生命蓬勃向上。这个时刻，朋友将会理解我为
何选择顺从于命运，一路北上，最终在茫茫草原
上，化为一株大地上日夜流浪的沙蓬草。

就在这座边疆城市，我寻到了灵魂的自
由。我可以长久地坐在窗边，沐浴着日光，沉入
孤独，又在这块小小的方寸之地上，精骛八极，
心游万仞。一切喧哗都被阻挡在窗外，被大风

撕扯成无数的碎片，而后化为尘埃。树木在长
达半年的冬日里，裸露着枝干，将本质直指天
空，那里是同样裸露的空。有时，我会出门走
走，避开拥挤的闹市，去阴山脚下听一听树叶从
半空簌簌落下的声响，看一看每棵树在古老的
时空中如何缓慢地生长。飞鸟与野兽隐匿在山
的深处，发出遥远的呼唤。芒草在夕阳下摇曳，
冷硬的山石散发出醉人的光泽。我在崎岖的路
上走着，或许这样一直走，就可以抵达山后那片
永恒的蓝。即便无法抵达，也没有什么，我将在
这样的行走中，化为途中的白桦、油松、山丹，或
者寂寂无闻的野草。生与死，都无人关注，也不
需关注。我就这样站立在大地上，安静地度过
漫长又短暂的一生。

当我离去，我什么也不带走。我所历经的
爱与风景，皆化为饱满的种子。我将像沙蓬草
一样在大地上流浪和歌唱，将那些种子，散落在
每一寸可以让爱重生的土地上。比如河流，沃
野，山川，戈壁，森林。而后，我会像一只临终的
野兽，在无人的旷野里缓缓停下脚步，化为泥
土，消泯于无尽的空。

那时，请不要为我哀伤。我饮下最后的一
杯茶，对朋友说。

洒落高原的光
□安宁

□王占义

库布其沙漠，沿黄河逶迤伸展，横跨鄂尔多斯
境内杭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千余年间，由
于无节制的放垦开荒，加之干冷多风的气候，使库
布其被沙尘侵没，生态环境恶劣。在20世纪 90
年代之前，库布其像一峰弓背瘦腰的骆驼，横卧黄
河南岸，在400余公里的河岸线上，延展成1.86万
平方公里的沙漠瀚海。

俗语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库布其是我的
家乡，自我参加工作后，与库布其沙漠聚少离多，
然而，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
它。因它昔日的沙尘肆虐、沙丘滚动、沙害严酷，
而心生牵挂。沙漠里还有我众多的亲人，还有我
的老屋，我的家园，在时刻遭受着沙漠的威胁。那
时的库布其，是名副其实的“穷窝窝”。我的心被
它揪得紧紧的，须臾不得安宁。自1997年第一条
穿沙公路修成以来，库布其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库布其3200多平方公里的绿植，海海
漫漫地铺展在金黄的沙海之上，如明眸善睐的少
女的眼神那般神韵动人。十多万沙区群众，因治
沙播绿而走上了“绿富同兴”的康庄大道。我的心
由不安转为欣喜，我的笔触也深入到了这一伟大
转变的生动细节，为它的蓝天、绿海、明湖、金沙、
光伏、风电交织而成的新时代壮美画卷赋笔而歌。

一

沿着穿沙公路，高空航拍库布其沙海，传说中
的黄鳞滚滚无边无垠的沙海隐入了绿光娉婷的浩
瀚生机之中，一望无际的绿林和植被覆盖着沙漠，
郁郁葱葱的林海在阳光下无限伸展，沙柳、梭梭、
肉苁蓉、沙竹、沙枣、胡杨、旱柳、甘草、红柳等沙漠
植物地毯似的铺展在沙丘之上。盐海子移民新
村，就在这一条穿沙公路的腹地，像一朵白莲花一
般安卧于公路之畔，尽享阳光、温暖、明艳的恩
泽。搬迁在此安居的牧民们，心里的幸福感像一
泓清泉流淌……

1997年的深秋，在穿沙公路修筑过程中，为了
让公路北段散居的百余户牧民得到妥善和有效的
安置，为施工提供通畅方便的条件，避免牧民散养
的牲畜对穿沙公路护路林带的啃食损害，对护路林
带嫩苗进行有效保护，杭锦旗政府与亿利资源集团
研究决定，实施搬迁移民计划，由亿利资源集团捐
资150万元，新建一处移民新村——盐海子移民新
村。由此，集中安置了五个大队的100户牧民。新
村每户占地面积500平方米，包括住房、凉房（青贮
室）、羊圈、储草窖、菜窖、通电围墙等，并配置了3
亩水浇地，安置牧民到盐海子捞盐、倒硝，增加收
入，使牧民们能够搬得出、住得好，居有屋、行有业，
生活有奔头。

依靠政府的支持和亿利资源集团的力量，成
功实践并实施了移民搬迁扶贫这一壮举。从沙海
深处搬出的100户牧民，从此拔掉了穷根，过上了
安居乐业的新生活。

随着纵横500公里的1号到7号穿沙公路的
陆续建成伸展，一条条沿路绿化林带也相伴铺展，
沿路电、水、网格、飞播等“绿色走廊”综合治理工
程全面推进，人工生态屏障牢牢锁住了荒沙。之
后，亿利在大漠深处陆续实施了沙区禁牧、生态移
民与修复工程，让几万农牧民走出沙漠，走向富
裕，库布其绿色传奇由梦想变成现实。

二

库布其治沙史是一部实施生态战略的奋斗
史，也是一部人民治沙英雄的创造史。在30多年
的治沙历程中，涌现了许许多多的治沙英雄。他
们为了治沙播绿，放弃了各种外出创业的机会，为

了改变家乡穷困面貌，他们义无
反顾扛起树苗走入沙海。沙海
种树，容易种也容易死。成活了
3年的树苗也可能会因自然原因
而枯萎。所以，他们与沙害进行
反复争夺，不断地种下一棵棵沙
柳、柠条、羊柴、花棒……向沙漠
宣战，不征服沙漠绝不罢休。

陈宁布，道图嘎查老支书，
带头进行治沙种树，为乡亲们树
起了榜样，并且挨家挨户进行思
想沟通，“咱库布其 20世纪 50
年代到90年代防沙治沙的事业
就从未间断。可是栽树种草40
年了，还是让黄沙撵着跑。因为
咱不懂科技，荒沙地在咱手里一
文不值，但现在经过企业的科学
修复，就变得有价值了。树种到
你家，路修到你家，受益的还是
咱自己。”在老支书的反复劝说
下，全村农牧民都加入了治沙种
树的队伍，成立了治沙民工联
队，绿化沙漠面积达到了2万多
亩，成活率均在95%以上。

敖特更花，道图嘎查村主
任，治沙民工联队队长。自
2009年开始承包种树，在库布
其沙漠中种树已有 20余载，她
带领的治沙民工联队，绿化库布
其沙漠面积达到3万亩，成活率
在95%以上。他们还用杨柴、花
棒做禽畜饲料的原材料。这些
植物的枝叶富含高蛋白，做饲料
可以让牛羊的肉质更好，而且四
季生长，具有防风固沙的功效。
它们每隔2至3年要平茬复壮，否则会枯死。她还
带领治沙民工联队到新疆、西藏等地承包种树1
万多亩，并且成立了神湖养殖专业合作社，开办了
内蒙古花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希望用自己
的绿色梦，染绿更多沙漠。

洪永驱，库布其阿木古龙甘草健康产
业园的技术管理员。洪永驱爱唱歌，爱看
书，爱种菜。他从24岁开始种菜，在当地
早就小有名气。2013年，亿利资源集团建
立了阿木古龙产业园，建起100个大棚，开

始发展温室大棚和节水灌溉为
主的现代农业。他们特意邀请
洪永驱来做技术指导。就这样，
洪永驱成为园区的技术管理
员。“大棚采用的滴灌技术为降
低空气湿度来抑制病虫害的发
生，采用‘高垄栽培’和‘膜下滴
水’新技术，让作物均匀地吸收
光和热。”洪永驱津津有味地介
绍着他的“技术包”。他有句非
常有哲理的座右铭：“你懂菜，菜
就懂你。菜也有生命，它也会懂
你的心思。”

没错，库布其生态治沙本身
就是生命与生命交融的过程，也
是人与自然和谐融汇的过程。
许许多多治沙英雄一起凝成了
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长城。种
树固沙，一寸寸绿了沙漠；顺应
自然，一天天改变了气候。让自
然生命与人类和谐共存，让人类
行为不再违背自然之道，保护大
自然中的每一寸沙土、每一株小
草，以绿色生态的生命观和自然
观，来看待一切生命现象和自然
界的生物链作用，人类的存在才
会更有意义，人类曾经为恶劣环
境所付出的代价，才会得到根本
改变。世界的一切都存在于人类
的意识之中，善与恶决定了自然
环境是会得到保护或者破坏的两
种命运。如能视地球上的万物
与人类都是平等的存在，用心呵
护万物的生存规律，知天道而存
善念，护山水而毓万物，则大自

然也会给予人类最慷慨的回馈。
30多年前，库布其还是一片风沙肆虐、寸草不

生的荒漠。如今，这里的沙丘披上绿衣，沙漠变良
田，产兴业旺，绿富同兴。从甘草到西瓜、西红柿等
有机果蔬，再到肉苁蓉、梭梭等中草药，库布其种出

一条食品产业链，成为库布其沙漠绿色经济
的组成部分。就连广阔的沙漠腹地也变身
光伏农场。近年来，库布其每年的降雨量达
到310毫米，涵养水源240多亿立方米，沙
尘天气减少了95%；绝迹多年的野生动物重

现沙漠，生物种类增至1026种，库布其成为京津冀
地区风沙防护的“绿色之墙”。

过去，人人都想逃离这片沙漠，如今，大家靠
沙脱贫致富；过去，库布其沙漠是死亡之海，如今，
这里遍布绿色，充满希望。

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技是库布其治
理荒漠、摆脱贫困、走向振兴的利器。30多年来，
亿利资源集团累计投资超过10亿元，用于治沙技
术的研发和工程配套，平均每年实施上百个科技
攻关项目，寻求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带来生态
和民生改善的新路径。通过多年坚持的科技研
发，亿利资源集团发明创造了世界领先、简单实用
的“微创气流植树法”“风向数据植树法”“甘草平
移治沙技术”“种质资源技术”等十大治沙核心技
术，大大提高了治沙效率，大大提升了植物成活
率，大大减少了治沙投资，治沙技术成为人类治沙
的重器，也成为当地农牧民脱贫致富的利器。

近年来，亿利资源集团已将这些科学治沙的
技术和模式向塔克拉玛干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
布和沙漠，以及西藏、青海等生态脆弱地区推广和
应用。据测算，如果将库布其治沙技术和模式推
广应用到我国可治理的沙漠，将创造出2万亿元
GDP 和上百万个工作岗位，可以使2亿多沙区群
众走上致富道路，从而实现生态修复、产业发展、
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的良性循环轨道。

2020年，为落实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
量发展战略，亿利资源集团在库布其沙漠、乌兰布
和沙漠与腾格里沙漠规划了五年种植1亿株治沙
护河碳汇林，每年种植2000万株，带动沙区农牧
民通过租种植用地和劳务种植增收致富，每年向
农牧民和治沙民工联队支付土地和劳务费用1亿
元，带动30个治沙民工联队和500多户农牧民增
收。迄今为止，该集团已种植碳汇林8000万株，
成活率在85%以上。

在碳汇林不断深入拓展的同时，库布其立体
生态光伏治沙产业也登上了治沙产业榜首。
2018年5月29日，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
动工，并于当年12月 10日实现一次性全容量并
网发电。至此，全国规模最大的沙漠集中式光伏
发电应用领跑基地宣告建成。项目秉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托本地丰富优质资源，形
成了“绿富同兴、追风逐日、立体治理、生态种养、
循环节水”的产业循环体系，在节能、节水、环保、
种养、治沙、增绿、增收、就业等诸多方面实现了整
体系统的优化创新。项目累计实施“林光互补”生
态修复工程3.6万亩，有效治理沙漠面积6万亩，
生态显效周期提升到两年左右，年输出绿电
23.12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省标准煤76万吨，减少
排放二氧化碳185万吨、粉尘45万吨。该项目当
年荣获中国能源项目创新奖，2021年荣获国家优
质工程奖，是全国首个陆地光伏国优项目，彰显了
开拓者的勇气和“领跑者”的风采。

库布其治沙 3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四次转
型迭代。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由于风沙肆
虐，挤压生存，进而被动治沙；到20世纪 90年代
穿沙公路兴建后，集中社会力量，依靠科学治沙；
到 21世纪初的产业化、规模化治沙；再到 2012
年以来的立体生态光伏治沙，创造了世界治沙史
一个又一个奇迹，形成了具有可推广复制的丰富
的治沙经验——库布其模式。在库布其模式推
动下，库布其沙漠 1/3变成绿洲，十几万沙区民
众脱贫致富。

沙海绿洲吹浪去，蒙古马精神亦闪光。在库
布其七彩交叠的壮美沙浪中，一条由库布其人智
慧与汗水铺就的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幸福路，在新
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正在拓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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