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0% 10-20% 20-30% 30-40% 40-50% 50-60% 60-70% 70-80% 80-90% 90-100%

治沙工具
▲最初僅有3輛架子車、40把鐵鍬
，靠人力肩扛手拉；如今使用飛播
造林，治沙已實現機械化

毛烏素沙漠是中國四大沙

地之一，面積約4.22萬平方公里，

位於陝西省榆林市長城一線以北。

1959年以來，陝西榆林開展了改造

沙漠的巨大工程。到21世紀初，已

有600多萬畝沙地被治理。2018年

11月，面積約4.22萬平方公里的毛

烏素沙漠即將被消滅，變成毛烏素

森林。

毛烏素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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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毛烏素沙漠南緣的陝西榆林，自秦漢以來自然
環境急劇惡化，新中國成立前更一度到了 「沙」 臨城下
的境地。為了徹底治住困擾了數代人的風沙，讓鄉親們
從貧困窩子裏走出來，上世紀70年代，54名平均18歲的
女青年成立了 「長城姑娘治沙連」 ，從3輛架子車、40
把鐵鍬幹起，戰風沙、鬥嚴寒、造良田、育樹苗，築成
綠色屏障百餘里，治理荒漠上萬畝。45年來，一代代、
一批批治沙姑娘，用青春和汗水向鄉民獻上一份巨大的
生態厚禮，也創造了一個震驚世界的奇跡。

大公報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每當回到這片曾經戰鬥過的土地，看着自

己當年親手栽下的柳樹在風中傲然挺立，女子治

沙連第一批隊員賀莎蓮總會覺得又回到了那個火

紅的年代。 「連隊成立時每個人都是豪情萬丈，

然而真進了沙漠，大家就都傻了眼。」 肆虐的風

沙讓人幾乎張不開口、睜不開眼，流動的沙丘就

令人連走路都很困難，更別說種樹。

苦戰6天6夜 刨救被埋樹苗
面對這樣的困境，這群年輕的女戰士不但沒有退縮，反

而爆發出超常的堅韌。沒有大型挖沙設備，姑娘們便肩扛手

提，用獨輪車搬出一片片平地；沒有樹苗，姑娘們頂着烈日

在沙漠中往返百餘公里，背回一捆捆七八十斤重的柳樹枝；

沒有水源，姑娘們硬是一撅頭一撅頭挖出馬槽井……在大家

齊心協力日夜奮戰下，沙漠在短短幾個月就漸漸露出第一抹

新綠。

正當姑娘們為初戰告捷而歡欣鼓舞之際，一場突如其來

的風沙，一夜之間便把一寸多高苗木埋得嚴嚴實實。對於那

場變故，女子治沙連老隊員賀利娥至今仍記憶猶新。 「姑娘

們都哭了。就在大家無助之時，技術員突然說，只要用手刨

苗木還有救活的希望。」 此話一出猶如一聲驚雷，從小生活

在沙窩窩裏的席永翠第一個跪在地上用手刨，當淚水伴着沁

滿鮮血的雙手將第一棵幼苗救出時，54名姑娘倍受鼓舞，齊

刷刷跪在地上一把一把地刨。經過6天6夜的苦戰，姑娘們挖

走2000多立方黃沙，救活了全部被埋的樹苗。

到賀利娥出任第三任連長時，補浪河的治沙事業已初見

成效，不僅成功固住大片流沙，同時防護林也成排成縱。 「
前面的成績有目共睹，而我們當初都是鄉親們敲鑼打鼓送來

的，幹不好真沒法向國家和鄉親們交代。」 壓力也是動力，

賀利娥在隨後幾年沒日沒夜地帶領大家努力。在她的帶領下

，連隊在沙漠中打出9眼機井，開挖30公里引水渠，使昔日 「
四處黃沙、不產五穀」 的不毛之地，變成了林成行、地成方

、渠成網、年產8萬斤糧食的「塞上江南」。

代代更迭 推平沙丘八百多座
45年來，女子治沙連先後經歷了14任連長，進出了380

多名女民兵，隊伍換了一茬又一茬，但治沙的目標和決心卻

從未改變。她們在茫茫大漠中推平沙丘800多座，營造防風固

沙林帶35條，修引水渠35公里，打機井36眼，種草1320畝，

栽植經濟林、彩葉林各300畝、樟子松3000畝、柳樹和楊樹

35萬株，治理荒漠14225畝，將曾經的沙漠 「黑風口」 變成

了生命的綠洲。聯合國環境專家在考察女子治沙連的 「戰績

」 之後，都不由豎起大拇指稱 「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跡」 。

隨着生態環境好轉，當地百姓的生活也迎來轉折。 「現
在不愁吃不愁穿，家家住上小 『洋樓』 ，很多家裏還買了小

轎車。」 說起這些年的變化，很多附近的村民都用 「翻天覆

地」 來形容。 「感謝女子治沙連，正是因為她們的勇敢和奉

獻，才趕走肆虐幾百年的風沙，讓鄉親們都過上好日子。」

戰風沙治萬畝荒漠 育樹苗築百里屏障

位於補浪河鄉的小灘村昔日黃沙漫漫、滿目荒涼，被人

們稱為 「窮小灘」 。2013年，大學畢業的高佳佳通過考試來

到這裏，成為一名大學生村官。經過細緻的了解，高佳佳發

現，小灘村歷來經營種植和養殖業，經濟來源單一，加上生

態環境脆弱，一旦遇到自然災害，當地民眾的生活就變得很

艱難。高佳佳意識到，良好的生態環境尤為重要，而進入新

時代的治沙事業給這個村莊的改變帶來契機。

近年隨着女子治沙連治沙的效果逐步顯現，當地生態環

境不斷好轉。14425畝沙漠變綠洲，曾經風沙漫天的窮鄉僻

壤，變成了天藍地綠、氣候宜人的世外桃源。憑藉優良的生

態環境，高佳佳毅然決定帶領村民發展文化旅遊產業。 「因
為與內蒙古接壤，我們有獨特的陝蒙民俗文化，建設新型旅

遊度假村發展 『農家樂』 ，都有很好的前景。」 高佳佳說。

而今當地許多村子的鄉村旅遊發展得如火如荼，鄉親們

的日子過得紅紅火火。高佳佳和村民心裏都明白，這些幸福

生活源自補浪河女子民兵治沙連幾十年的辛勤付出。自小生

活在補浪河鄉的女子民兵治沙連現任連長席彩娥告訴記者，

看着這些年家鄉發生的生態巨變，心裏由衷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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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代代治沙人的努力下，榆林市的綠色版圖不斷向北推進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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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永翠是補浪河女子民兵治沙連的首

任指導員，治沙連組建的那一年她剛19歲

。從小深受風沙之苦的席永翠，一入連隊

便全身心投入到治沙工作中，她希望通過

自己的努力，徹底改變家鄉的面貌，讓父

老鄉親們也換一個活法。

70年代的陝北農村，19歲已是談婚論

嫁的時候，村裏同齡的女孩都一個個成婚

生子。時光如梭，一晃席永翠已二十四五

，連裏的姑娘都換了3茬，而她卻還沒有結

婚，成了周圍人口裏的 「老女子」 ，席永

翠的父母也着急了。此間，一些好心人先

後九次為席永翠提親，她都毅然拒絕，因

為在她看來，結了婚就什麼都幹不成了。

80年代初，席永翠和一位叫卜鳳雲的

軍人訂了婚。眼看婚事終於有了着落，然

而此後兩年，席永翠又三次推遲了婚期。

面對周圍人及未婚夫的疑惑，席永翠說，

自己是幹部，自己一走，別人很可能就都

走了。治沙到了關鍵的時刻，不能為了結

婚而誤了國家交給我們的任務。卜鳳雲十

分理解她，決定去連隊開拖拉機，這樣就

可以天天和他的 「領導」 席永翠見面。別

人常打趣說是老婆管着丈夫，而卜鳳雲卻

覺得很自豪。

回憶往事，如今年逾六旬的席永翠表

示，在最美好的年齡將最美的青春獻給祖

國的治沙事業，她一生無怨無悔。

九拒提親三推婚期 最美青春灑大漠

中國治沙
從榆林起步

50-60年代
•成立國營林場，廣

泛發動群眾治沙造林

，數十萬群眾扛起鎬

頭、背起樹苗，挺進

毛烏素沙漠

2000年以後
•發展三北防護林、京津風沙

源治理等國家林業重點工程；

大面積發展防風固沙性能優良

的樟子松。從0到130萬畝，

樟子松成就了毛烏素沙漠

最令人驚艷的綠色

60-70年代
•大規模集體治沙造林

大會戰相繼上演。榆林

在全國首創飛播技術，

600多畝沙地通過飛播技

術得到治理 80年代
•推行承包治沙造

林，湧現出石光銀

、牛玉琴等造林大

戶和造林先鋒，榆

林治沙成為中國治

沙的一面旗幟

2000年2018年

榆林市植被覆蓋度遙感監測圖

昔 今

環境改善
▶曾經毛烏素沙漠風沙肆
虐；如今流沙全部消失
固化，補浪河女子民
兵治沙連已建成展
覽館

昔

今

憶往昔
治沙歲月

綻放榆林45載
鏗鏘玫瑰織綠洲

（記者李陽波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