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浪縣騰格里
沙漠的沙化土地有
240 多萬畝，如今
90%得到了治理。
我們的風沙線倒退

了整整30公里。」在郭萬剛看來，
八步沙一路走來，離不開黨和政府的
支持，尤其是國家三北防護林體系的
建設，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為了鼓
勵承包者在看護林地的同時積極治沙
種樹，三北工程每畝給予5元人民幣
補助，隨着三北工程資金投入逐年增
加，如今已經能給到 1,200 元人民
幣。資料顯示從2001年開始，三北
工程資金投入逐年增加，至2011年
至2020年的五期工程，已累計完成
投資 1.2 億元。不僅僅是風貌的改
變，「村裏沙化的土地現在已經開始
復耕了。」郭萬剛說，由於三北工程
帶來的生態效應，近年來古浪縣復耕
的土地達12萬畝。

2019年正在甘肅考察的習近平總書

記沿着沙石路，一路顛簸來到八步沙
林場。走進林場，看到漫地黃沙中顯
現出片片綠地，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高
興：「中國造出了世界上面積最大的
人工林，為全球生態保護作出巨大貢
獻。特別是黨的十八大後，綠色發展
的觀念更加深入人心。」「新時代需
要更多像『六老漢』這樣的當代愚公、
時代楷模。」習近平總書記讚譽道，
「要繼續發揚『六老漢』的當代愚公

精神，弘揚他們在困難面前不低頭、
敢把沙漠變綠洲的進取精神，再接再
厲，再立新功，久久為功，讓綠色的
長城堅不可摧。」

「我們一個普通農民，為了保住我
們的土地，我們做了我們應該做的
事，總書記那麼忙，國家大事那麼
多，還能來看望我們最基層的農民，
感覺到非常的榮幸，也很高興。」
郭萬剛說。

2019 年，中宣
部授予古浪縣八步
沙林場「六老漢」
三代人治沙造林先
進群體「時代楷

模」稱號。同年，八步沙林場被生
態環境部命名為第三批「綠水青山
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

2020年，八步沙林場「六老漢」治
沙造林先進群體榮獲環保領域最高
獎項「2018—2019綠色中國年度人
物」等。如今的八步沙林場已有50
餘項榮譽稱號。
2021年，「沙進人退」到「人進

沙退」的綠色奇跡被搬上銀幕，電
影《八步沙》在中央電視台電影頻

道首播。2022年，甘肅省話劇院創
排的話劇《八步沙》被中宣部、文
化和旅遊部、中國文聯列為「慶祝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優秀舞台藝
術作品展演」50部晉京展演劇目之
一。八步沙「六老漢」三代人「困
難面前不低頭，敢把沙漠變綠洲」
的當代愚公精神已成為時代烙印。

郭朝明
（1921-2005）

古浪縣土門鎮台子村
人，中共黨員。1973
年至1982年在八步沙
治沙。1982秋，長子
郭萬剛（生於 1952
年）接替治沙。

石 滿
（1930-1992）

古浪縣土門鎮漪泉村
人，中共黨員。1981
年至1992年在八步沙
治沙。1992年，次子
石銀山（生於 1970
年）接替治沙。

羅元奎
（1935-2018）

古浪縣土門鎮土門村
人。1981年至2002年
在八步沙治沙。2002
年，四子羅興全（生於
1972年）接替治沙。

賀發林
（1925-1991）

古浪縣土門鎮漪泉村
人，中共黨員。1978
年至1991年在八步沙
治沙。1991 年，三子
賀中強（生於 1969
年）接替治沙。

程 海
（1936-2020）

古浪縣土門鎮和樂村
人。1974年至2004年
在八步沙治沙。2004
年，四子程生學（生於
1969年）接替治沙。

張潤元
（1942-）

古浪縣土門鎮台子村
人，中共黨員。1981
年至2016年在八步沙
治沙。2016年女婿王
志鵬（生於1969年）
接替治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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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萬剛

1952年生，古浪縣土門
鎮台子村人，中共黨員，
1972年至1980年曾在古浪
縣供銷社工作，1982年秋
起接替父親郭朝明在八步
沙從事治沙事業，2000年
起擔任古浪縣八步沙林場
場長至今。

石銀山

1970 年 生，
古浪縣土門鎮漪
泉村人，中共黨
員，1992 年接
替父親石滿到八
步沙林場治沙至
今。

羅興全

1972 年 生，
古浪縣土門鎮土
門村人，中共黨
員，2002 年接
替父親羅元奎到
八步沙林場治沙
至今。

賀中強

1969 年 生，
古浪縣土門鎮漪
泉村人，中共黨
員，1991 年接
替父親賀發林到
八步沙林場治沙
至今。

程生學

1969 年 生，
古浪縣土門鎮和
樂村人，2004
年接替父親程海
到八步沙林場治
沙至今。

王志鵬

1969 年 生，
古浪縣土門鎮台
子村人，2016
年接替岳父張潤
元到八步沙林場
治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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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璽

1985年出生，
古浪縣土門鎮台
子村人，2016年
進入林場治沙。
郭朝明孫子，郭
萬剛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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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步沙三代治沙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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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的 八 步
沙，滿眼綠

色。「當初我父親他們只是想保護村
裏的莊稼不再受風沙侵蝕，那時候的

農民沒有奢望，只要能種糧食就行。」郭萬剛回憶
着父輩說，當時他們家十口人雖有八畝地，但其中有兩三畝地已
經讓風沙侵蝕無法耕種。懷着這個單純的目的，父親郭朝明及賀
發林、石滿、羅元奎、程海、張潤元六人決定在八步沙種樹治
沙。

一代治沙人：質樸初心保護土地
一把鐵鍬、一頭毛驢、一架水車，一場長達四十年，歷經三代

人的治沙之路就這樣開啟……
他們頭頂烈日，腳踩黃沙，辛苦種下的樹苗，在經歷幾場大風

後存活率不到30%。但這卻給了他們戰勝沙漠的信心。「只要有
活的，沙就能治住！」六人為提高樹苗存活率，索性住進沙漠。
終於，他們發現，在樹苗周邊埋上麥草，能起到固沙作用。就這
樣，「一棵樹，一把草，壓住沙子防風掏」，樹苗成活率大大提
高，治沙工程進度也全面加快。
2003年，八步沙造林點7.5萬畝任務全部完成，早前使用的固

沙方法也經過第二代治沙人改進為「網格狀雙眉式」沙障結構，
再進化成如今「打草方格、細水滴灌、地膜覆蓋」的固沙方法，
並在全國推廣。

二代治沙人：不能讓娃娃再受難
為了讓治沙後繼有人，郭朝明讓自己的兒子郭萬剛接班。對於
當時在供銷社掙着工資的郭萬剛來說，這並不是一個明智的選
擇。但在父親的催促下，郭萬剛還是選擇回家治沙。「當時也沒
有想着長期幹，算是權宜之計。」郭萬剛說。
不過，1993年的一場特大沙塵暴改變了郭萬剛的想法。5月5

日下午郭萬剛和第一代治沙人羅元奎老人正在沙漠裏巡邏，「黑
沙暴」突然襲來，他們左突右衝，轉了六七個小時才走出沙漠。
再定睛一看，沙暴所到之處，莊稼受損，大樹傾斜，大棚的塑料
覆膜漫天飛舞。第二天早上消息傳來：「黑沙暴」致全縣二十餘
人死亡，其中有不少小學生。「那種悲慘，怎麼描述都不過分，
沒經歷的人是不會相信的。」這場災難堅定了郭萬剛堅持治沙的
決心，「不能讓娃娃再受難」，這支撐他的治沙之路一直走到了
現在。
經過四十年的艱苦奮鬥，如今八步沙林場管護區內林草植被覆

蓋率由治理前的不足3%提高到現在的70%以上，形成了一條南
北長10公里、東西寬8公里的防風固沙綠色長廊，不但保護了當
地的生態環境，更是確保了干武鐵路（連接包蘭鐵路干塘站和蘭
新鐵路武威南站的支線鐵路）及省道和西氣東輸、西油東送等國
家能源建設大動脈的暢通。「2020年以後，這裏七八級以上的大
風都沒颳過。」郭萬剛自豪地說。

三代治沙人：互聯網讓更多人成治沙人
85後的郭璽，是甘肅省古浪縣八步沙綠化有限責任公司技術

員，也是八步沙林場第三代治沙人。從2016年起，他攜手第二、
第三代治沙人累計管護封育和治沙造林面積達15萬畝。此前的他
一直在外地打工，在談到回到八步沙的原因時，郭璽說：「爺爺
們當年有承諾！」
八步沙林場成立之初，「六老漢」曾約定，無論再苦再累，每

家至少要有一個子孫接續幹下去。為了「一代一代幹下去」的綠
色承諾，也為了林場事業後繼有人，在大伯郭萬剛反覆勸說下，
郭璽決定回來「試試看」。
如今的郭璽負責壓沙種草、植樹澆水、防火巡護……目睹自己

栽種的樹木生根發芽，目光所及到處開的都是黃顏色的小花，郭
璽深受觸動，「上兩輩人連肚子都吃不飽，還能堅持把沙漠治理
成這樣，我作為年輕人要留下來繼續幹下去。」
從第一代治沙人趕着毛驢拉水，到第二代治沙人騎着農用三輪
車澆樹，再到現在開起大型運水車，灌溉效率越來越高。打坑
機、挖掘機等多種農機設備都已運用到治沙當中，進一步提高治
沙效率。
自從回到林場，郭璽便積極謀劃，如何讓壓沙造林與培育沙產

業、發展生態經濟有機結合。在滴灌培育梭梭林（乾旱荒漠地區
生成的一種小喬木）的同時，郭璽帶領林場職工和周邊群眾，開
挖蓄水池，接種肉蓯蓉，嘗試走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贏之路。
不僅如此，郭璽還引進資金建成土雞養殖場，成立八步沙林下經
濟養殖專業合作社，招聘當地農戶就近務工。「我們現在年出欄
量超過1萬隻雞。」郭璽介紹。
科技的發展，也讓八步沙的治沙過程插上了互聯網的翅膀，

「螞蟻森林」（螞蟻金服於2016年8月在支付寶上啟動的一個生
態保護計劃）的加入，讓全國各地的人們都可以在八步沙植樹防
沙，今年前6個月，八步沙林場已完成「螞蟻森林」防沙治沙項
目3萬畝。此外，郭璽在互聯網上開設了短視頻賬號，積極宣傳
八步沙治沙造林的故事，以實際行動弘揚困難面前不低頭、敢把
沙漠變綠洲的奮鬥精神。短視頻的傳播吸引了很多年輕人到八步
沙義務植樹，「很多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看到我的短視頻來到
八步沙實踐，最遠的有來自天津和武漢的，網絡時代，每個年輕
人其實都是第三代治沙人。」郭璽說到。

「秋風吹秕田，春風吹死牛。」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騰格里沙

漠南緣甘肅省武威市古浪縣的八步沙，肆虐風沙以每年7.5米的

速度吞噬農田村莊。為了不將家園拱手讓與荒漠，1981年當

地6位農民，以聯戶承包的方式發起和組建了八步沙集體林

場，開始了與沙漠的決鬥。40年來，以「六老漢」為代表的

八步沙林場三代職工接續奮鬥，先後在八步沙、黑崗沙以及北

部沙區完成治沙造林25.7萬畝，管護封沙育林草面積43萬

畝，完成通道綠化近200公里，農田林網5,000多畝，栽植

各類沙生苗木4,000多萬株，花卉、風景苗木1,000多萬

株，在不毛之地的騰格里沙漠建起了綠色防沙帶和綠

色產業帶，實現了沙漠變綠洲、綠洲變金山的

轉變，為構築西部生態安全屏障作出了

重要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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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工程逼退沙漠三十公里

「八步沙」的故事拍成影片

◆第二代治沙人郭萬剛，在仔細地修剪樹
枝。 受訪者供圖

◆八步沙治沙現場（2021年）。 受訪者供圖

◆治理中的沙漠。受訪者供圖

◆八步沙第一代人治沙現場（1987年）。 受訪者供圖

◆「六老漢」榮獲「時代楷模」頒獎現場。 受訪者供圖

◆治理後的八步沙鬱鬱蔥蔥（2017年）。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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