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六月，我们驱车走进达拉特旗风水梁
镇乌兰壕村，站在绵延起伏的梁卯坡壕之间，放
眼沙海绿洲，瞬间就被眼前的美景所陶醉：这里
杨柳参天、沙柳葱茏，漫山绿茵如海，万顷碧波
荡漾，林中的鸟儿叽叽喳喳发出悦耳的叫声，崭
新的农家瓦房被绿树环绕，成片的农作物随风
而动……此时，耳畔仿佛响起了马玉涛那优美
的歌声：

“马儿啊，你慢些走，
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
没见过青山滴翠美如画，
没见过人在画中闹丰收，
没见过绿草茵茵如丝毯，
没见过绿丝毯上放马牛……”
谁能想到，这片绿色如染、丰饶富庶的土

地，曾经是“大漠刮狂风，滚滚沙海浪”的不毛之
地，谁又能想到，世代居住在这里被沙害、干旱、
脊薄、贫困困扰着的农牧民，能够经过与天、与
地、与沙的艰难搏斗，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生存
困境。

一块墓碑的故事

库布其沙漠是我国第七大沙漠，它像一条
黄色的巨龙横卧在杭锦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
境内，威天慑地，风呼沙啸。因风大沙多，草木稀
有，人迹罕至，环境恶劣，被称为“死亡之海”。特
别是达旗境内的十大明沙更让人望而生畏，而
其中的三大明沙：毛三巴拉沙、白图沙、数营沙
就在马场壕、乌兰壕一带，严重威胁着居住在周
围人们的生命安全。在乌兰壕的数营沙深处，有
长 10 公里左右、宽约 1 公里多的“天然沙柳
林”，在林地不远处的山坡下，一块高约 1 米，宽
约 45 公分的石头墓碑，矗立于野草丛中。我们
走进墓碑细看，墓碑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三
月九日立，墓主人叫王超。因乌兰壕这片“天然
林”，是达旗最大的成片天然林，背后的故事颇
具传奇色彩，我们决定一探究竟。几经周折，我
们找到了墓主人的重孙，现年 87 岁的蒙古族老
人，达旗原政协委员白永胜，通过他的口述，才
理清了这一传说的缘由，还原了这块“天然林”
的本来面目。这块墓碑的主人名叫王超，蒙古
族，原名旺楚格，是清朝末期原伊克昭盟蒙古族
军队的统兵将领。清末，因宁夏回族首领马化龙
不满清政府统治率部造反，伊克昭盟的蒙古军
队受清政府之命前去平叛，旺楚格作为统兵将
领带兵参战，前后烽火硝烟 12 年。在战争间隙，
旺楚格发现宁夏沙柳很多，生长速度快，两三年
就能成林，防风固沙效果好，他想如果家乡种上
这种沙柳，长起来固沙防风该很好。战争结束
后，正值秋天，他把沙柳上的毛籽捋了两叉头子

（一种毛织的口袋，中间开口，物品装两边）驮在
马鞍子上一路骑行。回来后，他将两叉头沙柳籽
撒在乌兰壕保少圪堵周围的下湿地和沼泽地
上。第二年，沙柳籽孕育的树苗成活了，长起了
绿油油的一片树林。多年后，这片沙柳西至乌兰
壕，东至准格尔旗的黑圪佬湾、巨合滩等地，绵
延几十里。西行平叛的胜利，对维护清朝统治至
关重要，清朝皇帝为此将自己的女儿下嫁给当
时担任盟长的准格尔王爷，将亲王的女儿下嫁
给准旗四王爷。因平叛战功显赫，伊克昭盟盟长
令达旗王爷，将马兰壕一带的土地奖给了旺楚
格。至此，我们解开了乌兰壕这片“天然林”之
迷。这片“天然林”也开启了达拉特旗人工造林

防风治沙的先河。

被风沙袭扰的乌兰壕人

乌兰壕村总面积 87 平方公里，地属沙漠丘
陵区，沙大风多，土地贫瘠。沙漠分固定、半固定
及流沙三种类型，野生植物以沙蒿、登相籽为
主。清朝末年至民国年间，在“河曲宝德州，十年
九不收，女人挖野菜，男人走口外”的景况下，内
地“走西口”的人们蜂拥外出谋生，经准旗古
城—纳林—达旗马场壕—新民堡行至包头或河
套地区，在沿途农牧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方逐
渐安顿了下来，和当地蒙古族牧民居住融合在
一起，成为了当地的村民。由于纳林到马场壕途
经乌兰壕村的石匠圪卜、扎日格沟、大庙圪堵等
地，很多走西口的人便在这里安家落户，1949
年，乌兰壕村的人口达到了 400 多人。鸡沟坝梁
一带，沟壕众多，人烟较少，旧时曾驻扎军队有
一营盘，成了土匪兵痞劫财的主要地方。因此，
这里常有土匪兵痞、杂牌军出没，兵荒马乱，瘟
疫流行，也给当地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解
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
人，安居乐业，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加上医疗条
件的逐步改善，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到上世
纪 80 年代，乌兰壕村人口增加了 150%，达到了
1000 多人。但由于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的限制，
这里的人们依然沿习几千年“一犁一耧一张锄，
人背肩挑畜拉车”的原始生产方式，过着靠天吃
饭的日子，人口的过快增长和农业生产条件的
滞后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年景好的时候，人们大
量的开荒种地，以防荒年。年景不好的时候，种
的多了也打不下粮食，亩产只有二三十斤，一户
人家种上几十亩地也打不够吃的，正所谓：“春
种一坡，割不下一车，收不了一笸箩，吃上一顿
剩下不多。”但土地还得年年种，这种扒荒皮、倒
山种田的掠夺性的生产方式，给原本脆弱的生
态环境带来了极大地破坏。加上本地村民和准
旗过来跑青牛犋的农民取暖做饭大量掏沙蒿、
搂杂草，对生态的破坏不亚于农耕。到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乌兰壕自然生态严重恶化，大量
土地沙化，全村沙漠面积达到了 80%以上，狂风
肆虐，沙进人退，道路被阻隔，农田被沙压，人们
的生活苦不堪言。每到大风过后，村里的人们就
从家里往外扫沙，清理房前房后的沙土。劳动一
天，回来家里洗脸洗头，洗盆底上铺一层沙土。
处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人们各自为战，顽强地与
风沙抗争着，在房前房后迎风处载种杨柳和沙
柳防风固沙，用沙蒿、农用桔杆、树枝结网固沙，
但最终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难以与风沙抗衡，沙
逼人退，沙进人退。春天能种的地都种上了，有
的头一天种上，第二、三天一场大风连籽种都吹
没了；有的庄稼幼苗长起来了，几场大风被风沙
打死了。生产队组织群众在下湿地或水利条件
较好的地方打大口井，用撑杆吊水，用牲畜拉小
水车提水，种上几亩、十几亩园子，解决人们的
吃蔬菜问题。尽管人们千辛万苦耕耘着土地，仍
然过着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
日子。很多人远走他乡寻找出路，年轻人则当民
工，学木工、瓦工等技术，姑娘们大都嫁在达旗
沿滩或生产条件较好的地方，而大多数人还在
原地苦熬着、支撑着。1966 年的一天，保少圪堵
的蒙古族牧民白永胜，白天出去放羊，狂风四
起，飞沙扑面，找不见回家的路。无奈，他只能跟
着羊群走，直至天黑才回到了家。1972 年，大庙

圪堵村民王福喜，放羊归来圈羊时，看到西边大
风卷着黄沙就要来了，房后的沙岗离他的住房
墙还有十来丈远，估摸着风沙不会危及住房，回
家就睡了。天快明时，房顶檀椽圪叮叭嚓的响声
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赶忙往外跑，刚出门房顶
就塌了下来。多少年来，王福喜想起此事还心有
余悸，头皮发麻。这里的百姓有四难：住房难，出
行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简陋，三十六眼窗
子、土打墙，有的人家刚盖上好房子，住不了多
少年也被风沙追的倒地方。乌兰壕村大多没有
固定的路，刮大风人走出几十米，回头就看不见
来路。机动车、摩托车都进不去，出不来，信息十
分闭塞，到马场壕或村代销点买点油、盐、醋、酱
等日用品，也得用一天的时间。当地医疗条件落
后，人们有个头昏脑热，只要能行动就硬撑着，
平常家里预备些止痛片，不管什么病先吃点止
痛片或用民间土方子治疗，有急病大病用畜力
车拉上或者用几个人用门板、箩筐抬上去马场
壕医院，路上就耽搁两三小时。女人生小孩，大
多用当地临时培训的医生或者接生婆，因此而
丧命的事常有发生。小学生到学校念书得走十
几里远的路，几岁十来岁的小孩，不论严寒酷
暑，冰天雪地，刮风下雨，早上黎明跑步往学校
赶，下午大的孩子拉扯着小的孩子饿着回家。年
年如此，一茬接一茬，娃娃们为了上学受尽了苦
头，有的女孩子因此不上学，娃娃多的人家也培
养不起，让孩子念上几年认点儿字就算了。文化
娱乐方面更是落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旗沿
滩和马场壕政府上了电，家里有了电灯照明，看
上了电视，可乌兰壕的黑夜却依然静悄悄，哪里
有电影或文艺演出，人们互相招呼结伴而行，跑
几里甚至几十里路去观看，看完回来也就后半
夜或鸡叫时分了。乌兰壕的社员群众被贫困折
磨着，被风沙袭扰着，被落后禁锢着，与此同时，
乌兰壕村（大队）的党员、干部群众也在思考着
出路，谋求着改变。

用汗水浇灌绿色

1961 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在乌兰壕大队破
烂不堪的大队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围坐着
一群大小队干部，他们正在开会，时而热烈地讨
论，时而默不作声，商议着关系乌兰壕大队近千
人命运的大事。大队长訾双宝说：“不治沙造林，
我们这地方就会被沙漠埋没。只有大家齐心协
力，艰苦奋斗，植树造林，才能救我们，干上几十
年，不但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还能给子孙后代打
下好的基础。”然后，他拍板道：“从今秋起，开始
植树造林，每年春秋两季不间断，各大队干部分
头下去，帮助生产队长开好社员会，全体社员行
动起来集体造，社员自己也要造。”至此，乌兰壕
村的治沙造林，改造自然的持久战役轰轰烈烈
展开了。村党支部书记换了几任，责任依然延
续，他们带领群众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干就是半
个多世纪。“达拉特旗好，达拉特旗好，蒙汉兄弟
志气高，改造自然闹革命，红柳沙枣换新苗
……”这是 1965 年，社员群众在植树造林的间
隙，大队长訾双宝给大家改编并教唱的民歌。这
首歌曲也真实地反映了乌兰壕蒙汉群众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向沙漠宣战、改变家乡面貌的决
心和信心。1999 年至 2018 年期间任职乌兰壕村
党支部书记的李文玉，当时只有八岁，乌兰壕全
大队男女老少，大小娃娃能拿动锹的，全部上了
治沙造林第一线，他和他的同学们也参加了植

树，由于年龄小掏不动树坑，就顺着大人挖下的
树坑放树栽子，这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
绿色的种子。1968 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防止
边造林固沙，边掏沙蒿做饭取暖破坏植被的现
象再次发生，武培胜召开大队干部会议，决定给
每户社员拨 20 亩自留林地，在村干部指定的地
方，允许社员在自留地上割沙柳和杂草烧火做
饭，不准到其他地方乱割滥伐，而在当时那个年
代，给社员分自留树是需承担很大风险的。果然
有人报告到公社要求问责，后来公社派人进行
调查，大队领导给解释了原委，公社认为这样的
决定也符合实际，没有追究责任。

1968 年，大队决定将全村的沙漠进行集中
规划管理，成立了队办林场，从各小队抽调了十
几名社员，组成林业生产合作社，一方面育苗，
一方面造林，给大队统一造林提供苗条和技术
指导。1969 年，武培胜接訾双宝担任大队支部书
记，他在这个岗位上干了 28 年，栽了 28 年树。
为了把治沙造林长久的开展下去，他带领支部
一班人和村社干部，根据以往造林实际，先后制
订和完善了一系列治沙植树的具体措施和办
法：一是通过实地勘查给生产队划定植树范围，
安排植树先后顺序划分地片，明确任务要求，规
定完成任务时间；二是和公社（乡）干部一起实
行承包责任制。乡干部包大队，大队干部包小
队，小队干部包户、包任务、包质量；三是严格按
照造林技术要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超额完
成任务授奖，以口头表扬为主，物质奖主要是水
壶和饭盒，这些物品也是造林拿水、拿饭的必需
品，比较方便实用；四是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苦干实干，特别是村社干
部要和群众一样分担造林任务，同甘共苦，甚至
要比群众干得更多，发挥榜样带头作用；五是组
织青年民兵突击队，在完成队里分配的造林任
务后，还要造青年林、妇女林等；六是及时组织
学习，调动社员和群众的造林积极性，增强主人
公的意识和责任感；七是护林者奖，毁林者罚，
羊啃了一苗树罚款 5 元，这在当时的物价也是
处罚很重的；八是及时发现和解决治沙造林中
出现的问题，达到治沙造林的目的。治沙造林一
般采用种一行沙柳栽一行沙蒿，既防沙又能保
护林苗不被风吹走。大的沙丘利用沙蒿、树枝、
桔杆做成网格，防沙拉沙，根据当地冬春大多刮
西北风的特点从西向东推进。还总结出了“治山
先治顶，治沙先治根，迎风栽沙根，背风留余地”
的经验，防止刚栽的树苗被风吹走，或被沙压的
情况发生。1969 年又将沙地造林任务按股份制
的形式承包给社员，全大队七个生产队，按户和
居住条件分成 13 股，每股 17-20 户人家，每股
选出承包负责人，承包负责人把任务分解到户
直至个人，按完成任务评分，这也开启了在集体
化时代按劳动分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改
革开放后，特别是 80 年代中期实行五荒地划拨
到户后，群众造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乌兰壕坚
决贯彻了谁造谁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的政
策，而且决定五荒划拨到户，谁不造林，允许其
他村民造林，而且谁造归谁，形成了人人抢造林
的局面。乌兰壕的社员家家普遍造林 1000 多
亩，涌现出上百个种树专业户和几百个个人林
场。蒙古族政协委员白永胜带领自己的儿子造
林，白天黑夜植树造林，还花钱雇人造，共造林
3600 多亩，控制沙漠 1 万多亩。保少圪堵的白根
海爱种树，一种就是一辈子，他和子女们植树一

万多亩，治沙两万多亩。白二小造林 3000 多亩。
乌兰壕的群众在实践中充分意识到，要想从根
本上防止沙化，必须建设基本农田，固定了种粮
地，解决好群众的吃饭问题，才能保护好植被。
村党支部通过讨论，利用母哈日沟的洪水引洪
淤地，既能治沙又能建设高质量农田，在公社党
委的支持下，1967 年开始开挖“六六红卫渠”，每
个小队抽 5 名壮劳力，共 35 名，组成民兵工程
队，在大队民兵连长的带领下常年奋战在工地
上。到农闲时间，组织全村社员大兵团作战，用
四年的时间动用土方 20 多万方，淤地 1000 多
亩，治沙 3000 多亩，平均全大队每人分得一亩
多优质土地。1997 年和 2001 年飞播造林 3 万多
亩。

万顷黄沙变成了绿色银行

2000 年，从八岁就参与集体植树造林的李
文玉成为了乌兰壕又一任村支部书记，他号召
和带领全村人继续向沙漠进军，继续植树造林。
在国家有关政策和项目的鼓励支持下，对沙柳
平茬复壮，飞播种树种草，光沙柳就达到了 7.5
万亩，乌兰壕村群众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同
时靠种沙柳治住了风沙。乌兰壕的沙柳不仅救
了当地人，富了当地人，也帮了外地人，支援了
外地人。1953 年，白永胜一行 12 人赶着 12 辆牛
车将“天然林”的沙柳种苗送往蓿亥图的阿什泉
灵召。1959 年，又将沙柳栽子送往了展旦召治沙
站。不仅如此，他们还支援过达旗从东到西好多
沙区种植沙柳，现在那里的成片沙柳林都是来
自乌兰壕保小圪堵的“天然林”种苗。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乌兰壕人把沙柳红条子销往萨
拉齐、包头，白条子销往山东、河北、浙江、江苏、
武汉等地，并建立了柳编厂，把柳编织品卖到外
省市，人均收入二三千元，这在当时顶一个干部
一年的工资。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乌兰壕人
春天卖苗条，夏天卖白条，秋天卖红条，冬天卖
大沙柳，一年四季都有收入。白永胜说，他就是
靠卖树给五个儿子娶上媳妇的。白六十五说：

“我当大队长 30 来年没白干，村民富了，我也富
了。”2013 年，东达集团将生态建设与林沙产业
作为二次创业的目标，建成全国首家年产十万
立方米沙柳刨花板项目，当年乌兰壕就在村里
设了销售点，并和东达签订了年供沙柳成品半
成品 4000 吨的协议。因为村里沙柳多，村里社
员每年沙柳收入两三万元的户子很常见。现在，
村里一些外出打工的人到了冬闲时间回来平茬
沙柳，每吨 200 元钱的价格给农牧民带来了丰
厚的收益。天然林保护、沙柳平茬复壮等方面国
家还给予资金上的扶持，这让乌兰壕成为了远
近闻名的富裕村。曾任二十多年村长的郝来说：

“这片绿色是一千多乌兰壕人用汗水浇灌出来
的。”现任村支部书记的周云清说：“我们还将不
忘初心，继续奋斗，把乌兰壕建设得更加美好。”

如今的乌兰壕，通过几十年大规模的治沙
造林，天蓝了，地绿了，仅有 1000 多人的村子拥
有 7000 多亩耕地，7000 多头（口）大小牲畜，7
万多亩沙柳和无数杨柳树，农、林、牧产业兴旺，
绿富同兴。柏油路和砂石路通到了各个居民点，
一条铁路横贯东西，博泰洁净煤集装站业已建
成，围绕着集装站的运营，交通运输业、旅游业
及餐饮服务业、汽车修配等产业相继兴起。乌兰
壕，这个沙漠中的绿色村庄，成为了令人神往的
地方。

绿 色 的 梦 想
——— 风 水 梁 镇 乌 兰 壕 村 治 沙 造 林 纪 实

苏培成 赵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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