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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树掩映下，延安市宝塔区河庄坪镇赵家岸村
依山而建的窑洞民宿，显得格外古朴静谧。

“要是不搞退耕还林，没有好的自然环境，肯定办
不了民宿。”村民张启国说，“退耕还林虽然减少了耕
地，但凭借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的收入节节攀升。”

在吴起县南沟村的村口，一潭倒映着蓝天白云的
碧水静静地躺在青山的怀抱里。靠着青山绿水，南沟
村顺势做起了旅游生意，还申报了 3A级旅游景区。

“一家五口都回来了，办起了民宿，卖上了农家饭。”南
沟村村民李志清笑着说，“旅游旺季时 3天就能收入
2500元，肯定比出去打工强啊。”

好山好水带来好“钱”景。安阳市林州市石板岩
镇地处太行大峡谷，壮丽的美景吸引着全国大中专院

校师生来此写生。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美术写生基地
产业，使偏远的石板岩镇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国画
谷”，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投资者来此经营发展民宿。

变化随处可见。谁能想到，曾经光秃秃的石头荒
山，会变身为碧波荡漾、景色优美的景区。2012年，在
外打拼多年的建筑商张益智，积极响应政府保护生
态、发展旅游的号召，将几乎废弃的林州市万泉湖景
区变成湖清林秀的观光胜地，每年可接待游客50余万
人次。

现如今，走对了路子的延安，实现了绿色崛起；找
对了路子的安阳，实现了重整河山。两地人民凭着不
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树起了一座
不朽的精神丰碑。

大河浩浩，奔流不
息。在逶迤东行的大
河两个拐弯处，安卧着
两座古城——延安和
安阳。

24年前，延安市实
施“绿色革命”的伟大
工程——退耕还林，山
川大地被慢慢晕染成
绿色，以干旱出名的黄
土地告别了挥之不去
的“黄色哀愁”。

54年前，安阳市林
县红旗渠工程竣工，从
此渠道网山头、清水遍
地流，摆脱了缺水羁绊
的中原沃土，发展迈出
了坚实步伐。

宝塔山、红旗渠，
见证了两地人民创造
的奇迹。数十年重整
河山的伟大实践，让绿
色发展理念如汩汩清
泉润泽着两地人民的
心田。

初冬时节，站在延安市吴起县一处山头远眺，只
见苍翠的松柏盖满山山峁峁。

时间回到过去，这里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幅景象。
“下一场大雨脱一层层皮，发一回山水满沟泥。”

一首陕北信天游，唱出了当地人民生活的艰辛与不
易。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来延安市考
察曾断言，这里不具备人类居住生存的基本条件。

清代光绪年间，翰林王沛棻曾作一首《七笔勾》：
万里遨游，百日山河无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
吼。四月柳絮抽，山川无锦绣，狂风骤起哪辨昏与昼，
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话虽刻薄，但却是陕北当
时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

为了生存，人们在“越垦越穷、越穷越垦，越牧越
荒、越荒越牧”的怪圈中打转，发展模式到了难以为继
的地步。

1999年，党中央发出西部大开发伟大号召，延安
人民“变兄妹开荒为兄妹植树”，实施退耕还林，建设
美好家园。

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延安告别了旧日模样，成为
山川秀美的“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市”。

同样，在安阳市林州市（1994年林县撤县设市，改
称林州市）的历史上，始终就是与旱魔抗争。

“旧林县，真可怜，光秃山坡干河滩，有雨冲得粮
不收，没雨旱得籽不见。”

“一部林县志，半部旱荒史。”史料记载，从明朝正
统元年（1436年）到新中国成立的 1949年的 500多年
间，林县发生自然灾害 100多次，大旱绝收 30多次。
水啊水，给了林县人民最深最痛的记忆。

林县缺水久矣，百姓盼水心切。
1959年，林县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干旱，境内的

四条河流断流，已经建成的水渠无水可引，水库无水
可蓄。

当时担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多方考察后，决
定从山西平顺县引浊漳河水入林县，彻底解决林县的
缺水问题。1960年 2月，林县人拉开了重整河山、建
设红旗渠的序幕。

一锤、一钎、一双手，风餐露宿、吃糠咽菜，林县儿
女苦战10年，削平1250座山头，架设152个渡槽，打通
211条隧道，硬是在太行山悬崖绝壁上，凿出了一条
1500公里的“生命之渠”。

在延安市安塞区，一位种树“种上瘾”的农村妇女
42年与荒山作斗争，为1750亩荒山披上绿装，她叫张
莲莲。

1968年，16岁的张莲莲嫁到了雷坪塔村，村庄
被连片裸露的黄土包围着，村里仅有 20多户百余口
人。

提起当年的生活，张莲莲感慨：“太穷了，一家人
吃完上顿没下顿，连最起码的温饱都解决不了。”

1981年，眼见着女儿一家的日子越过越恓惶，
时任延安地区林业局副局长的父亲张静告诉张莲
莲，“上山造林吧，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有好光景”。

一心想换个活法的张莲莲，听从了父亲的劝导，
上山植绿。于是从 1981年开始，29岁的张莲莲扛起
锄头就上了山，从此再也没有停下来。

张莲莲每天背着干粮和水，从早干到晚，风雨无
阻。年幼的孩子哭闹，她一根草绳往炕上一拴就出门
种树，一干就是一整天。

张莲莲一家四代接续种树20万棵，也从绿水青山
中享受到生态红利。1995年，她承包了村里上百亩果
园，种上苹果树、桃树和杏树。几年过后，果园进入盛
果期，一年收入就有20多万元。

“幸福的家庭是奋斗出来的。”在张莲莲家的院墙
上，这行红色的大字醒目可见。40余年来，从当初的
不理解，到后来主动上山种树，她的4个儿女和9个孙
辈都在林子里栽过树。

站在雷坪塔村最高的山顶，举目四望，曾经满目

苍凉、飞沙走石的荒山，已成为密不分株、枝缠藤绕的
绿色屏障。轻风拂过，林海泛起绿色的波涛，一浪高
过一浪。

在安阳市林州市，也有一位老人，他叫付用生，被
称为万宝山的“守护神”。20年来，付用生在被称为

“百里无人区”的万宝山开荒种树近300亩。
万宝山一带曾是村里的林场，上世纪因村民大量

外出打工，林场日渐荒废。付用生觉得十分可惜，他
对家人说：“这里的山尽管贫瘠，但是养活了一代又一
代人，所以，咱也不能亏待它。”

2002年，因孩子都在上学，家里日子日渐拮据。
作为教师的付用生就想到了上山开荒种树，想贴补家
用。经过和老伴儿商量，他利用课余时间上山种了
8000多棵核桃树，5年后核桃树开始挂果，付用生从此
和山结下了缘。

2015年，付用生退休，他干脆就长住到了山上。村
里有人开玩笑说，付用生是被山里的“妖精”迷住了。

万宝山上不通电、不通水，也没有手机信号，打电话
还得上到山岭高处找信号。做饭时，老人需要提着一个
水桶拐过山岭，下到低洼地带，从一个旱井里打水。

“苦不苦？”
“不苦！”
“累不累？”
“不累！”
话语简短朴实。付用生说：“这山我要守一辈子，

我一走，这山林就又荒了。”

一片绿色一片情

誓把山河重安排

绿水青山育产业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习近平

好生态才是“金饭碗”
数十年前，“要绿”“要水”已是延安、安阳两地人民的共识。

随着退耕还林工程和红旗渠工程的实施，改变的不仅是山川大地
的面貌，更改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些地方体现得淋漓尽致。安阳
市精心打造中华古板栗园，将保护和开发有机结合，让祖祖辈辈
以板栗为生的桑园村人再次受到了古树的馈赠，农家乐、美食小
摊位、民宿经济跟着繁荣起来。延安市宝塔区赵家岸村将传统农
业转绿色生态，闲置窑洞变特色民宿，沉浸式农作体验和时代情
景演绎，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打卡。

如今，一个又一个村庄，从点到面，再到连成片，端起“生态
碗”，吃上“绿色饭”，走向致富路。

两地人民的生动实践再次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良好生态
其实就掌握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守护好绿水青山才能发挥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让人民群众在“诗意栖居”中共享生
态红利，共建绿色未来，开创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孙文珍 乔建虎 南卫东 延媛 祁小军 安阳日报记者 刘剑昆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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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全媒体行动

伟大精神绽放时代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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