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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從蘭州機場驅車進入市區，是否會問是

誰讓原本光禿禿的荒山披上綠衣？是誰撥開了

遮擋艷陽的塵土？是誰讓空氣變得如此清新？

這一切的改變都不得不提到一個響噹噹的名

字——鄭永青。

他用10年默默地付出，改造了千畝荒山，栽

種了30萬棵樹木，為國家級新區——蘭州新區

築起一道綠色屏障。

他用堅忍的意志戰勝了重重困難，書寫了一

段綠色傳奇。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楊、肖剛

鄭永青：用堅忍書寫綠色傳奇

■在更為廣袤的戈壁荒山上，鄭永青在籌劃 他的「文化、旅遊」生態治
理之路。 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

■國家旅遊局黨組副書記、常務副局長王志發（左）參觀蘭州星河生
態文化旅遊景區及鄭永青收藏的書畫作品。 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

■「星河鳳凰台108窟」效果圖 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

■鄭永青的生態建設剛剛起步時，承包的荒山滿目蒼涼。
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

■十多年的努力，如今的千畝荒山全部
披上了綠裝。 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

甘肅西有莫高窟，東有麥積山，如果在甘肅中部的蘭州由中國當代書畫家打造
出108窟，這是一個創舉，也是對歷史的貢獻。這是中國文化部副部長勵小捷在
甘肅工作時對鄭永青「文化為產業」環保創意的評價。
2007年，鄭永青提出依托星河種植園現有的地形地貌，以及自己在書畫界的人

脈資源，打造出一個當代中國乃至世界的書畫藝術家108窟，鄭永青稱之為星河
鳳凰台108窟。這個創意方案現在已被政府相關部門批准，成為蘭州星河生態文
化旅遊景區的標誌性景觀，目前已進入實施階段。
洞窟設計為30平方米至70平方米不等，設計有仿古簷廊、鋪設琉璃瓦，總建築

面積達6600平方米。每座洞窟以藝術家的名字命名，窟內展示碑刻和壁畫。
少林寺達摩禪武院院長、少林童子功第31代衣缽傳人、亞洲佛教文化交流協會

常務副會長釋德力大師還將與鄭永青合作，在蘭州星河生態文化旅遊景區內建設
佔地66畝的西少林達摩禪武院和少林影視基地，以弘揚甘肅三千里絲綢之路上的
佛教歷史文化，為文化大省的建設做出貢獻。
此外，鄭永青計劃設計創作150平方米的「絲路勝景圖」大型壁畫，造就一個

甘肅之最。園區還設計了天龍迷宮、葫蘆長廊、碑廊、名家書法石刻等景觀。引
大入秦和南北兩山綠化建紀念館的建設也被鄭永青園區列入園區規劃，以供遊客
和後人了解戰天鬥地改變生態環境的艱辛。
鄭永青認為，甘肅雖然有燦若星河的文化遺產，但歷史卻是不斷發展運動的，

後世人不能只是一味的「啃老」，如果現在不但能動手在戈壁荒山造出大片的森
林，還能建造一個文化寶庫，甚至將來成為有思想內涵的遺跡，成就更加非凡，
這將成為後人的歷史。歷史既是傳承更在於創造，真正的歷史是創造出來的。

很多來新區投資的客商在參觀完星河種植園後，都會
情不自禁地感慨：「星河人在這樣惡劣的自然環境下取
得如此驕人的生態建設成果，讓我們看到了蘭州新區的
希望。」
鄭永青慨歎，當年他承包荒山時，有人說：「看！老

鄭頂 北大的光環卻做起了農民，肯定不會長久。」殊
不知，他已立志將環保和生態建設作為終身的事業。星
河種植園成立時，有人說：「看！老鄭終於耐不住寂寞
要下海了。」殊不知他是為了讓林區走入良性發展之
路，有更多資金用於環保。星河種植園被評為國家AA級
風景區時，有人說：「看！老鄭還是個沽名釣譽之人。」
殊不知他是為了引起更多人關注環保和生態，支持他將
工作做得更好。
生態為基礎、文化為產業、旅遊為平台，在鄭永青探

索出的這條可持續發展環保之路的引領下，已經有越來
越多的人走入位於騰格里沙漠邊緣的蘭州新區，從事生
態建設、農業種植、旅遊開發為一體的多元化經營。
千畝玫瑰園、千畝苦蕎園⋯⋯各種大型生態農業種植

園應運而生，不僅創造了經濟效益，解決了失地農民的
就業問題，更妝點了新區人的生活，美化了環境。
「這些年冷的、熱的，什麼樣的話我都聽過了。」鄭

永清說，「我追求『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人生境
界，從不刻意收穫榮譽和溢美之詞，只希望更多人理解
環保的意義，致力於生態建設，為我們的後世子孫創造

更好的生活環境，讓那時的天更
藍，水更美。」
這種以環保為終極目的，深

度挖掘有限資源，使之產生
最大效益和價值的特色環保
之路，是鄭永青多年從事環
保事業的探索和總結。未
來，他將在種植園內增加文
化元素，傳承和保護現代藝
術，這些經營所得他將全都用

於荒山改造。 ■鄭永青與書畫家朋友商談「星河鳳凰台108窟」建設規劃。 香港文匯報蘭州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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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菊東籬 閒吟佳句怡詩情生態為基 探索環保新模式 築台引鳳 再造當代莫高窟
鄭永青為人謙遜，朋友眾多，大家都喜歡親切地稱他

「老鄭」。老鄭的朋友遍佈政、商、文化等領域，凡是和
他打過交道的人都會說：「老鄭這個人實在，對朋友從
無二心；老鄭這個人樂觀，總能感染周圍的朋友；老鄭
這個人有追求，做的事情讓我們欽佩。」
但也有人認為鄭永青是一個狂人，放 安逸的日子不

過，總要跳出來折騰。
庭前幾度花開花落，世間數度人情冷暖。鄭永青也有

他的孤獨、寂寞。他用三句話概括了別人對其事業的態
度：「上士聞道，身體力行；中士聞道，將信將疑；下
士聞道，冷嘲熱諷。」他也為自己的事業總結出了三個
有利於，即有利於國家、有利於社會、有利於大眾。正
是這樣的信念，才成就了他的堅守。
鄭永青形容自己是「不倫不類」，商人不像商人、文人

不像文人。他也時常寬慰自己，這樣也挺好，因為在內
心深處，自己有 詩人的情懷和隱士的追求，等心中生
態和文化的建設目標完成時，他自然會退居，去過他一
直嚮往的採菊東籬、閒吟佳句的恬淡生活。

上個世紀中後期的蘭州城，兩山植被稀疏、城內工廠林立，大
量污染物肆意排放。到了冬天，天空更是灰濛濛、霧騰騰，

太陽無光，更別說見到藍天白雲了。蘭州也因嚴重污染而「聞名」
海內外。
生長於蘭州的鄭永青小時候最大的願望就是冬天能看到暖暖的日

頭、藍藍的天空，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一個關於環保的懵懂念頭在他
心靈深處慢慢生根、發芽。
長大後，鄭永青奮鬥成為令人羨慕的國家公務員，可心中的理想並

未被磨滅。機會終於來臨，蘭州市政府為治理污染、保護生態，將荒
山對外承包，鄭永青告別舒適生活，踏上了一條坎坷卻充滿希望的環
保之路。
2002年，包下千畝荒山的鄭永青拿出全部積蓄買了樹苗、噴灌和種

植設備，背上行囊，做起了地道的山裡人。挖坑、栽樹、澆水、施肥
⋯⋯什麼苦活、累活、髒活都幹過。鞋磨破了多少雙，衣服掛破了多
少件，手裂了多少道口子，他都已記不清了，心中留下的只有因環境
改善而帶來的快樂。
「最開始遇到的問題就是如何種活樹，種好樹。後來，樹種活了，

發現錢也用光了。」鄭永青粗略估算了一下，這10年間他已投入了近
6000萬元。「資金是一直困擾我的主要問題。每天一睜眼，我就在想
如何籌錢。政府每年給的萬餘元補助資金，對於上千畝林地來說，幾
乎是杯水車薪。我不僅投入了所有的收入和積蓄，還多次將房屋抵
押，險些無家可歸。」

鄭永青常說，無樹哪有林？無林哪有生態？無生態哪有社會的可持
續發展？無論遇到怎樣的困難我都要堅持到底。為解決資金問題，鄭
永青成立了星河種植園，為市民提供休閒之地的同時，也為林區找到
了一條發展之路。經過10年努力，星河種植園已形成了獨特的小氣
候，空氣清新，瓜果飄香，吸引了大量遊客。
蘭州新區升格為國家級新區後，鄭永青被問到最多是「你這片林子

值多少錢？」這讓他覺得很委屈，自己種樹並不是為了發財，而且一
棵樹為社會創造價值豈能單純用金錢衡量？印度加爾各答農業大學的
一位教授認為，一棵正常生長50年的樹的價值是20萬美元，這還不包
括這棵樹為社會發展帶來的後續價值和隱性效應。
有一年，林區兩棵松樹枯死了，在一片鬱鬱蔥蔥的綠樹中顯得十分

扎眼，工人想剷去枯樹，來年再種，可鄭永青捨不得。那夜，他端
酒杯站在樹旁，將自己的不捨統統道出。他說：「我給你倆一年時
間。明年你倆要是活了，即使只有一片葉子，我也會保護好你們。」
這兩棵枯樹好似聽懂了鄭永青的話，第二年竟然奇蹟般地活了。
鄭永青指 滿山綠蔭，略顯激動地說：「這30萬棵樹木都是我的孩

子，看 它們一天天變得強壯，我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它們終將長
成參天大樹，那時，我會收穫屬於我的驕傲！」
「人們喜歡用財富價值考量自己的事業，而我是用內心的感受衡量

自己的收穫。」鄭永青說，「種樹10年，我最大的收穫就是內心的安
定。每當我遇到困難時，就會和樹說說心裡話，說完了，心裡就舒服
了。我愛我的事業，千金不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