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泥湾呀烂泥湾，荒山臭水黑泥潭。方圆百里山连山，只见梢
林不见天。狼豹黄羊满山窜，一片荒凉少人烟。”这是南泥湾民间流
传的顺口溜，也是彼时南泥湾的真实写照。

在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村，78岁的侯秀珍翻出一张已经泛黄的
老照片，照片里的老汉戴着毛帽子、披着军大衣，有着消瘦但棱角分
明的脸庞。“这是我的公公刘宝斋，当时在三五九旅当副连长。”

上世纪 40年代，驻守在南泥湾的三五九旅，是“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的典范。“南泥湾的许多粮田，都是我公公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开
垦出来的。他们还在陕北的土地上，第一次种植成功了南方的水
稻。”侯秀珍说。

山上有耕地，川道种水稻，还有一群群的牛羊，这曾是南泥湾独
有的景致。“过去我们这里‘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但是庄稼种得
多产量低，牛羊满山啃得草都长不上来。一下雨，山上的水冲得川道
里的稻田也种不成。人穷得没办法。”侯秀珍说。

1999年，时任村里妇女队长的侯秀珍带着妇女们上山种树，把粮田
变为树林。侯秀珍说：“公公他们当年饭都吃不饱，还要保家卫国，不开
荒就站不住脚，只有种田才有粮食吃。现在条件好了，国家号召退耕还
林，我们这一代人，就要把树补回来，咱们的生态不能再破坏了。”

“我还记得我们当年种的第一波就是槐树。槐树不仅长得快，还
能自己不断生出新苗。就这样我们一年接一年地不断种树，这里的
林子也就越来越多，再不是我们当年那样光秃秃的山了。”侯秀珍说。

虽然不见了公公开垦的粮田，但是种上了树，村里人的日子也越过越
好。“山上的洪水不下来了，山青了、水清了。因为国家给退耕还林的补
助，大家不再广种薄收，腾出来劳动力了，孩子们都去上学，村里这几年不
仅出了大学生，还出了研究生、博士生。这种日子过去哪里敢想？”

目前，南泥湾的森林覆盖率已达 87.4%。不仅有着连绵起伏的
青山和山脚万亩相缀的花海，还有着波平如镜的荷塘、鱼塘，以及川
道里的一片片稻田，一些已经消失多年的野生动物又重现山林。

清风拂面来，恰似在江南。如今的南泥湾，流传着这样一段新的
顺口溜：“荒坡上栽树崖畔畔上青，山腰腰梯田沟道道坝。秃峁峁变
绿海，沟道道赛江南。”

民谚
一

秃峁峁变绿海
沟道道赛江南

● 南泥湾好风光

“地无三尺平，产粮不够半年吃；有福的生活在州城府县，没福的
生活在黄河两岸……”念着旧时流传的民谣，延长县雷赤镇凉水岸村
村民冯志业仍能回忆起之前黄土飞扬、荒凉苦寒的景象。

20多年前，凉水岸人完全靠天吃饭，光景难过，家家户户就想寻

民谚
二

到处是花椒
遍地是黄金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纵横的沟峁中、光秃秃

的山梁上风沙漫布……曾是延安留 给人们的印象。然而，经过25

年的生态建设，延安大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

今日之延安，以青山为底，重绘草木葱郁、云雾缭绕的绮丽风光；

以碧水为脉，勾勒出清泓环绕、水清岸绿的温婉景致；以绿径为络，贯

通了自然脉络、连接起城乡间的如画美景……正如民谚所说：“荒山

秃岭都不见，疑似置身在江南。只缘退耕还林好，一路青山到延安。”

民谚，藏着大地上的故事。说起退耕还林，延安人总会情不自禁

地想起一两句民谚。而这些藏在民谚里的“绿”故事，早已深深烙印

在老百姓心里。话语中仿佛有一株株树苗的胚芽在萌发，还有一条

通往延安历史深处的充满绿色的路径。

1995年起，子长市摄影爱好者李兆飞就开始追寻、拍摄野生动
物，但他尤为喜欢拍摄鸟类。前辈们告诉他，鸟类不好拍，因为不好
找。当时流传着一句民谚：“鸟叫一村怕，十里打不上。”

让人们害怕的鸟是“黑老鸹”，即乌鸦。在当地，乌鸦的身影平
时难找，人们发现当哪家有人快要“老”时，夜晚他家附近树上、脑畔
上就会有一只乌鸦不停地叫，让人心惊胆战，也显得神秘而恐怖。

事实上，除了燕子、麻雀等杂食性鸟类，好多鸟类的身影都不好
找。很多子长人终其一生，都没有看到过一只活着的猫头鹰或老鹰
等鸟类。

子长市处于白于山区，上世纪90年代，山地植被稀少，大部分地
面黄土裸露。山上没有多少树，鸟类缺少栖息的地方，走在山山峁
峁间，偶尔只能看到一两只兔子和山鸡。退耕还林工程实施 25年
来，子长市经历了试点启动、全面实施、结构优化与调整、成果巩固
及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建设，至今累计完成退耕还林 115.87万亩，
全市林草覆盖率由2000年的6.16%上升到现在的53%，水土流失治
理率由10.05%上升到36.2%，鸟类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野生动物对自然环境要求很高，尤其是鹭鸟对自然环境要求
极高，能反映地方生态环境质量情况。”李兆飞说，近30年间，随着树
木的增加和生态环境的好转，他拍到过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二
级保护动物白鹭、红脚枭、苍鹰、红隼等 10多种鸟类，国家“三有动
物”（指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白鹡鸰、灰鹡
鸰等几十种，并且惊喜地发现，子长原来只有留鸟，后来慢慢出现了
迁徙的候鸟，光这两年他拍到的留鸟和候鸟就有60多种。

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态环境优劣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子长市
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生态环境改善为抓手，持续开展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全力保护好生态环境“真宝贝”，争做生态环境的

“优等生”，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子长。不断增加的
鹭鸟种类，正是生态环境逐渐改善的生动体现。

现在，人们更愿意吟唱新的民谣：“管好山，山中鸟儿叫得欢；管
好水，水里鸟儿成双对；管好天，天上鸟儿排对排；管好人，人与鸟儿
俱欢颜……”

绿意，于天地间流淌；碧水，在城市里荡漾。
如果说，红色是中国革命给延安留下最鲜亮的色彩，黄色是自

然赐予延安最动人的色彩，那么绿色则是当代延安人给家乡亲自绘
下最生机勃勃的色彩。

如今，在延安的每一个角落，都能邂逅那充满生机的绿色。瞧，
那翠绿的群山起起伏伏，没有尽头，就好像大自然兴致一来，用豪迈
的笔触，随手一挥而就的巨幅画卷。还有那灵动的绿水，在蓝天的
陪伴下，呈现着迷人的色彩。这绿色，是生命萌发的斗志昂扬勇往
直前，也是延安人改天换地不屈不挠的坚定决心。

民谚
四

林好鸟先知
家园变乐园

荒山，扛起镢头上了山，种起了树。这一种就是40多年。她用坏了
100多把镢头，穿坏了 300多双鞋，和父母儿孙四代人植树 20余万
棵，造林面积1750亩，让家乡从黄山变青山，青山变金山。在她的带
领下，全村95%的荒地都种上了树，村里发展起6000多亩经济林，年
人均收入超过1万多元。

2015年，张莲莲的长子王军创办了生态农场，在千亩林场发展
林下养鸡。树林以及树林里的虫子、草籽、苜蓿成了散养鸡的最佳
活动场所和食物。以张莲莲名字命名的“莲花鸡”和土鸡蛋迅速受
到市场欢迎，让张莲莲一家依靠青山实现了致富奔小康。生态农场
自创办以来，90%以上的用工都是本村和周边村民，为乡亲们提供了
就业岗位。

“植树造林一定能过上好光景”这句话，不仅是张莲莲家的家
训，也是村民们口口相传的致富秘诀。而随着村上变美变富，流传
在雷坪塔新的民谚说出了新的幸福感：“雷坪塔，种树早，满眼青山
风光好；青山产出金果果，家家过上好光景。”

● 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鹳现身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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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椒红，椒农笑

民谚
三

青山产出金果果
造林过上好光景

“雷坪塔，沟垴洼，水土流失年成瞎；地老天荒梁峁秃，糜谷旱得拧
麻花。”这是流传的一段关于雷坪塔的民谣，也是上世纪80年代当地风
貌的真实写照。那时村上不见绿树，农民们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生存
环境恶劣，村民们吃糠咽菜，期盼过上好光景。

早在延安大规模启动退耕还林之前，村上就有人开始植树造林，
村民张莲莲便用行动证明了“植树造林一定能过上好光景”。1981年
村上分田到户，张莲莲和做木匠的丈夫商量：“家门口大片荒山空着，
不如种些树。”张莲莲的父亲是林业工作者，他告诉女儿种树能过上好
光景，张莲莲把这句话听到了心里，并用行动去实践。

她把自家30亩良田置换成数百亩荒坡地，还承包了村里400多亩

个好产业发家致富。栽下红枣苗，连阴雨过后，红彤彤的枣儿落了一
地，白花花的银子就这么打了水漂，村民们眉头皱到一起，盼着老天能
给个新活路。

1990年春天，延长县委、县政府在罗子山乡政府组织召开会议，
要求黄河沿岸乡村大力发展酥梨、花椒产业。而正在前不久，下坡村
的老人冯邦银试栽了半亩花椒，没想到收获颇丰。临到过年时，老人
用卖花椒的钱买回 10袋麦面，乡亲们别提多羡慕了。东三乡会议的
决策，与凉水岸人的实践不谋而合。

2003年 3月，黄河岸边的麦场上，一个好消息让这个小村庄彻底
沸腾。按照退耕还林政策，县上决定在凉水岸栽植2000亩花椒树，并
免费提供树苗。凉水岸的村民一鼓作气，挖掉了 800亩枣树，在上千
亩的河滩地上栽种了花椒树，大伙儿学着种、种着管、管着学，都成了
种花椒的半个专家。从此，凉水岸花椒产业蓬勃发展，也影响带动了
周边村子，成为延长县雷赤镇群众重要的脱贫致富产业之一。

然而，天不遂人愿。2017年，黄河岸边阴雨绵绵，辛苦劳作一年
的花椒转眼就要发黑，村民们心急如焚。当时，中粮期货公司对口包
扶延长县，拨付了一笔产业扶持资金。考虑到凉水岸花椒形成了规
模，县上决定将这笔资金主要投放给凉水岸，帮助椒农购买花椒烘干
机，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

这几年，每到花椒成熟季，漫山遍野的花椒园里花椒树纵列分明，
花椒粒青红相间，微风吹过，一股浓郁鲜麻的椒香味飘扬在黄河岸边。

依托花椒产业，凉水岸摆脱了贫困，现在人均拥有花椒树 7亩以
上，人均年收入达1.5万元，花椒树不但扮靓了山野，更照亮了凉水岸
村民的致富路。

村民冯志刚栽植花椒树已经 10多个年头，是远近闻名的技术能
手。“以前我们这儿一吹枯，二吹黄，三吹黄土漫天纷飞扬。自从退耕
还林种花椒后，环境好了，村民收入也高了。这几年我收入最高能达
到18万元，这是真正的富民产业。”冯志刚笑着说。

如今的凉水岸，所有的山坡和沟洼全都被高高低低的花椒林覆盖着。
正如当地村民改编的花椒小曲：“上下坡凉水岸，花椒栽满山，栽呀满山，好
地方来嘛好风光，好地方来嘛好风光，到处是花椒，遍地是黄金……”

● 如今雷坪塔，满目皆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