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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 XING GU SHI
在这 里感受辽宁奋进脉搏

倔老头侯贵：22年“草木为兵”战黄沙
本报记者 陈博雅

沙环境中长大的侯贵深知树林有着保护家乡
环境的重要意义。“护住山林，才能护住家。”
侯贵说，树种完了不能不管，就像小孩一样得
看管着，才能成长成材。

为了便于管理看护，侯贵在林地旁建了一
间简易护林房。这间护林房是单层砖和着黄
泥垒起来的墙体，房盖薄，保温效果差。侯贵
吃住都在这间房里，冬天是他最难挨的时候。

“窗户和墙都透风，晚上睡觉得穿着棉
袄，杯子里的热水没一会儿就结冰碴了。”侯
贵说，为了让屋子里暖和一点儿，他没少动脑
筋。他在距离墙体一米处挖坑，插入木杆，再
将玉米秸秆捆成捆儿摆放在缝隙处，能有效
遮挡寒风侵袭。屋内用炭盆生火，再放上地
瓜、土豆烤熟，取暖的同时解决了餐食……侯
贵在“冬凉夏暖”的护林房里一住就是14年。

造林不易，护林更难。谈到护林之初，侯
贵很是伤心。“为了护林，没少和周边村民撕
破脸。”周边村民主要以种植玉米和养殖牲畜
维持生计，牛羊多为放养模式。最开始大家
的保护林地意识不强，不少人来这里放牧，牛
羊经常啃食野草，有时连带树叶和枝条也一
并啃食折断，这给侯贵的护林工作增加了不
少难度。

侯贵与这片山林日夜为伴，巡山一次需
要两个小时，同行的还有他养的几只小狗。

“别看这些小狗个头不大，可是巡山护林的
好帮手，远远一叫，就能让放牧人离开。”侯
贵每天都要在山林里走上两个来回，到处
转，摸摸这个、拍拍那个，但就算是尽心看
护，痛心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

村民熟悉侯贵巡山的时间，便趁着晚上
偷偷溜进山林放牧，侯贵经常晚上睡不好
觉，听到动静，就得马上穿上衣服，上山查
看。一次，周边村民的牛羊，把侯贵扎根不
久的苗木啃食得精光。他去找养殖户说理，
非但没得到道歉，还起了冲突。

为了有效防止牛羊毁坏树木，侯贵自掏
腰包买来木杆。在林地周围用铁锹一锹锹
地挖出沟坑，插入粗的木杆做立柱，用细的
木杆做横杆，再用铁丝将立柱与横杆一圈圈

拧好加固。从2002年到2010年间，侯贵用木
杆建造围栏 3.5 公里，手和胳膊被木头茬和
铁丝划得都是渗血伤口。

在侯贵看来，自己被划伤是小事，树苗总
算能有个安稳的“家”了。围栏安装上，也总
是有人故意破坏，侯贵发现了就再用铁丝拧
紧修复，手上总是旧伤没好又填新伤。说起
侯贵的工作之难，李树媛满是心疼，她知道，
即便有再多委屈，想劝老伴儿别干是不可
能的，只能是自己多干点儿，给侯贵减轻点
儿负担，但是总有干不完的活儿，李树媛有
时候自己也觉得委屈。

木杆造的围栏仅能维持一年，雨水浇
灌使得木杆直接烂在地里，根本无法使用，
只得重新安装新围栏。所以，侯贵每年除
了常规的种林护林外，还要兼顾围栏安装
的工作。

2010 年，政府为这片林地外沿围上了专
业围栏，护林管理更加方便。自此，侯贵巡
山时背包里都会装好铁丝、铁钳等工具，发
现围栏破损就及时修理。

“维修围栏是个耐心活儿，有的村民恶意
破坏，生气也没用，得马上想办法解决。”侯
贵说。彰武的沙子不似常见的沙土，质感细
软、流动性强，这成为上山的阻力，而且前往
山林的路崎岖不平，有无数个堆起的沙丘，
行走十分艰难。当记者惊讶于沙土的柔软
时，侯贵告诉记者，这儿的沙子是制作玻璃
的好材料，只可惜“生”错了地方。

大约走了半小时，就到达了围栏破损
的位置，李树媛也开着三轮车从山的南边
与侯贵会合。“他沿着围栏查看破损情况，
我负责开车运送木杆。”李树媛说，两人一
直都这样配合。卸完木杆，两人就开始维
修围栏了，李树媛蹲在沙地上举着木杆，固
定好位置后，侯贵熟练地用铁丝进行固定，
两人配合十分默契。

近年来，政府不断增强造林护林的宣传，
人们的护林意识逐渐提高，在林区放牧的人
也越来越少，侯贵身上的担子轻松许多，但
他还是一刻不敢懈怠，坚持每天巡山两次，

在心里默默记下巡查情况。
在侯贵眼中，这片树林就是自己的孩子，

从养育到成长再到成材，他每天都上山悉心
照料看护，生怕错过孩子的成长。

22 年的光阴，侯贵用脚步丈量这片山
林，他熟知自己的山林内每个地块范围、面
积、树种、树龄等情况，也默默地为这片自己
亲手创造的山林规划着未来……

收获
留给后代
造福人民

“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2020-2021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近几年，侯贵因植绿固沙收获了许多荣誉。
这些荣誉是国家给予他的肯定，也成为他继
续努力抗击风沙的动力。在侯贵心里，给子
孙后代留下自己亲手打造的一片林海，助力
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造福人民群众，才
是他最大的骄傲。

这 20 多年来，侯贵已经在山林上投入
50 万元。除了种树护林，他还十分爱护山
林里自然生长的草。“树固沙能力强但生长
慢，草不一样，种子落地就扎根，也能有效
固沙。”

林子长起来了，很多人以为这下子侯贵
发财了。但在侯贵心里早就下了决心：谁也
不能赚砍树卖树的钱，把这片林子毁了，那
就是把刘家村的绿水青山毁了。

如今，在侯贵的努力下，刘家村的人工
种植林不断扩大，不少周边村民也改变观
念，主动造林护林，为家乡的生态环境改善
贡献力量。昔日黄沙覆盖的山地，有了松
鼠、野兔等野生动物的踪迹，“沙进人退”的
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去年秋天的时候，侯贵在林子周围埋下
了百余根木杆。今年春节刚过，侯贵就急着
上工，他现在的任务就是用长木条把埋下的
这些木杆连接起来，当作阻拦牛羊入侵的围
栏，否则等春天树枝吐绿的时候，这些刚栽下
的树就会被牛羊毁掉。树没了，风沙就会再
来，因为树林另一边就是科尔沁沙地。

侯贵是彰武县四合城镇刘家村人，48年
党龄，从50岁开始，用22年种下20多万棵树，
他说这些树就是他的孩子，也是他这辈子最
值得骄傲的事。

孕育
向下生根
向上发芽

2月9日一大早，侯贵和老伴儿李树媛开
始忙活起来。简单吃过早饭之后，侯贵走到
西屋的监控屏幕前，观察林地周围情况。“这
台监控电视是为了监视林地情况专门安装
的，谁在砍树，谁家牛羊在祸害林子，我在家
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侯贵说。

确定林地无异常情况后，侯贵穿上大头
鞋，戴上棉帽子、手套，肩膀挎着两匝铁丝，背
起装有铁锯、铁钳等工具的布包走出家门，他
要走山路，这样发现围栏哪里有破损就可以及
时修补了。而老伴儿李树媛则驾驶三轮车，前
往育林地，老两口要在那里集合。

以前，刘家村每年至少要遭受三次风沙
侵袭，风沙来的时候，遮天蔽日，连自己的家
门都找不到，而庄稼更是折的折、断的断，几
乎颗粒无收。风沙肆虐的程度，用侯贵的话
来讲就是“整个村子要被吹跑了”。

侯贵与这片林地结缘始于2001年，当时，
国家鼓励全民参与植树治沙。

“哪怕力量小，也得把植树固沙的担子挑
起来。”身为彰武人的侯贵觉得这事自己义不
容辞，决定加入到全民植树治沙的行列中。

可想法马上就遭到了身边人的反对。“你
50 多岁，年轻人都不敢鼓捣的东西，你能行
吗？”“种树本来就不能保证成活率，更何况咱
这沙子地。”

一盆盆的凉水从头顶浇下，没入侯贵脚下
的沙土地里。侯贵的倔劲上来了，不但没有犹
豫，反而更坚定了，他暗下决心，“这是造福子
孙后代的事，必须干，而且要干得漂亮！”

侯贵与国营四合城林场签订了三年造
林试验协议，拿出家中全部积蓄，准备和黄
沙“大战一番”。消息一出，倔老头侯贵成了
村里的名人，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有点
儿傻，侯贵不在乎大家的议论，他心里很清
楚，不靠点儿疯劲、傻劲，恐怕制服不了科尔
沁的风沙。

说干就干，侯贵一刻没有停歇，马上开始
了前期准备工作。由于资金有限，他把一切
从简作为造林原则，“买现成的树苗成本高，
自己扦插育苗经济又实惠。”县里每年都开展
植树活动，扦插育苗几乎是每个彰武人的必
备技能。

扦插育苗大致需要三个步骤，首先要在3
月份时，从树上割下一年生的枝条，修剪成12
厘米长的小段，放到土池里保湿备用。进入4
月份，土地冻层开始融化时，就要抓紧翻地合
拢，最后把枝条种到地里，气温升高后，枝条
便向下生根，向上发芽。

那段时间，为了寻找适合扦插的杨树枝
条，侯贵拿着镰刀转遍了村里的山头。“春天
栽种下去的枝条，秋天就能长到1.5米高。”侯
贵说，长到这么大的苗木就能进山移栽了。

2001 年秋天，侯贵背着育好的杨树苗和
工具进山，栽种了第一批树苗。结果树苗在
沙丘地上立不住根，遇到大风天，就被连根拔
起，种下去的树苗成活率不到一半。

“有的地方得种三四回才能扎下根，一双
胶鞋穿不到10天就得换新的，后来我索性光
着脚干活。新栽的树苗浇完水四五天后再去
看，地表就又有近10厘米的干沙了。”第一年
忙活完，侯贵种活了300亩杨树。自此，侯贵
每天的生活与植树固沙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渐渐地，植树面积不断扩大，侯贵先后在
2400亩沙地上种下了20余万棵树木，让黄沙
铺就的画卷有了绿意，谁也没能想到这个倔
老头真把这事干成了。

边走边回忆，侯贵带着记者走到了山脚
下的育苗地，老两口见面了。两人要把存放
在育苗地的木杆一根根装载到三轮车里，再
运到山上。“这些木杆是用来连接围栏两个立
柱之间的横杆，每个间隙要安装4个横杆，防
止牛羊钻入林地。”侯贵说。

守护
护住山林
护住家乡

树林，防风固沙的安全屏障。从小在风

在被记者问及今后的计划时，侯贵从柜
子里拿出了一个本子，上面写着他亲自设计
的林地升级改造方案，密密麻麻地写了数十
页。“现在年头久了，之前种的杨树几乎都得
了立枯病，救不活了……”侯贵说，为了改变
这种情况，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抓紧对林地
重新改造做准备。

“造林是百年大计，得有长远规划。”侯
贵说，实 现 目 标 ，首 先 要 确 定 树 种 品 类 。
由于杨树不耐干旱，很容易枯死，所以侯
贵决定不再使用杨树树种了。经过他多
年的实际观察，他发现山里的油松长得茂
盛，几乎没有出现枯死现象，能够适应干
旱环境，侯贵决定要在林地改造中把油松
放在第一位。

侯贵在咨询专家后得知，单一的树种
不适合大面积造林，容易引发严重的病虫
害，导致整片山林尽毁。经过多次和专家
讨论，侯贵认为使用五个以上的树种最为
理想，而且树种要具备以下性能：必须属于
乔木，树龄能达到百年及以上，能适应山林
生长环境，有超强的抗旱抗风能力。最终，
侯贵选定了油松、元宝枫、樟子松、云杉、侧
柏、皂角等树种。

设计沟槽、育苗、延伸供电线路、开设防
火隔断带……侯贵把植树造林的每一个步
骤设计得周密完美。他说，未来几年将对林
地进行改造，每 50 米宽的林带换一个树种；
开设沟槽，将树苗种在低地，如有自然降
水，水槽能够比地面多接收两倍的水量，雨
水不跑不散，人工浇灌也更省水；防止山林
突发火灾，在每隔 400 米宽的片林间设置防
火隔断带。

如今，侯贵抓紧每分每秒为改造升级
林地做足准备，将书面上的方案落实在山
林中。

“只要我还能动，我就坚决不下山，坚
决把种树造林坚持下去。现在重新改造规
划的工作已完成了一部分，再用几年时间，
这片树林一定能成为一流的防风固沙精品
工程。”侯贵充满希望地说。

侯贵：1951年出生，彰武县四合城镇刘家村人，刘家村志愿服务小队志愿者。22年来，侯贵矢志不渝，植绿治沙，在

2400余亩的沙地上种下了20多万株树木，在科尔沁沙地南缘筑起了一座抗击风沙的绿色长城。 先后获得“阜新好人”

“阜新市道德模范”“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20-2021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等荣誉。

侯贵把这些树苗当成孩子一样爱护。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查金辉摄

“绿色中国年度人
物”奖设立于2005年，是
我国政府在生态环境领
域设立的重要奖项，受
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特
别支持。该奖项旨在表
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个人和集体，每两年评
选一届。

绿色中国
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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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侯贵搬离了那间他
坚守了 14 年的简易护林房，带着
妻子，在护林房不远处盖了现在
的房子。

那间简易房还没有拆除，但是
已经坍塌一半。从屋外的火炉烟
囱、墙体裸露的黄泥、房梁上的石棉
瓦碎片，能够感受到侯贵口中所说
的那一个个难挨的冬季。站在这间
土屋前，仿佛能够看到侯贵在炕上
裹着棉袄、棉被还被冻得瑟瑟发抖
的样子，看到侯贵在院子里扦插育
苗，等待枝条赶快长大的情景。如
今，侯贵把这间倒塌一半的房屋，用
铁丝网分成了三个部分，养殖了几
只鸡、鹅、羊，还在门口拴着两条狗，
保护牲畜不受狐狸伤害。

倔老头侯贵用20多年的坚守，
收获了一片绿色沙洲，也带来了生
态环境改善后家乡的变化。蓝天白
云见证了他的努力和付出，人工林
扩大了，沙子治理了，庄稼保住了，
家乡保住了！在彰武，还有无数个
和侯贵一样的“倔老头”，在用自己
的方式为防风固沙作贡献。

70年来，无数治沙人的默默坚
守与奉献，形成了“矢志不渝、永不
退缩、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彰武
治沙精神。如今，以树挡沙、以草固
沙等工程不断开展，村民不再受风
沙侵袭，甚至能在沙窝子里种水稻、
养螃蟹，真正过上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好日子。

坚守
陈博雅

侯贵曾经在这个简易的护林房里住了14年。 侯贵和妻子来到林地边界，修补防护牛羊的临时护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