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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愚公造林

內蒙古農婦植樹30年 改造逾7萬畝荒漠
殷玉珍是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烏審旗無定河鎮薩拉烏素村的一位普通農家婦女。自1986年起，她和家人為改變惡劣的自

然環境，自籌經費，植樹60餘萬株，築防風沙障逾2萬畝，在荒無人煙的中國四大沙地之一的毛烏素沙漠深處建成逾7萬畝的綠

洲。在她的感召下，周圍群眾積極承包荒沙地植樹造林，當地森林覆蓋率由十年前的32%提高到現在的70%，植被覆蓋率由45%

提高到了85%。 ■文：記者 郭建麗、實習記者 圖們內蒙古報道 圖：本報內蒙古傳真

1986年春天，殷玉珍用家裡僅有的財
產—一隻三條腿的母羊和剛產下的羊
羔，換來200多棵樹苗，種在房子周圍。
冬去春來，只有10餘棵存活下來。沒有
錢買樹苗，殷玉珍就從娘家借300元買了
幾頭豬仔，希望能換點錢。夫妻倆也到
外面給人掏糞、蓋房子、幹農活，他們
打工不要錢只要樹苗。當記者問及白萬
祥，「她這麼折騰你也願意啊？」正在
聊天的殷玉珍大聲打趣，不願意連老婆
都沒了！
1989年，白萬祥在爾林川打工時，聽

說村大院裡堆了很多樹苗沒人要。夫妻
倆如獲至寶，他們借了一頭牛，半夜3時
出發，到苗圃把苗條馱上就急着往回
趕。不料，途中狂風大作，又累又餓的
殷玉珍實在走不動了，就抓着牛尾巴，
一步步在沙海裡挪動着，翻過一道道沙
樑，大風一次次把苗垛子刮到坡底，她

哭着一次次重新抬上牛背，回到家已經
是第二天的下午了。

撿回豬羊 視為美餐
由於樹苗不當天栽上就會枯萎，他們

是連飯都顧不上吃，喝口水就接着幹
活。一趟趟從很遠的地方擔水種樹，累
得不行了，雙手護住臉在沙裡睡一會
兒。中午沙子燙，走一會兒腳就燙出大
泡。風沙最大的時候，夫妻倆面對面站
着都看不清彼此的臉。他們栽完樹，卻
辨認不出家的方向。兩人邊走邊放開嗓
子吼，家裡的狗聽見後一陣狂吠，他們
才尋聲摸到了家。
殷玉珍感歎，以前種樹，沙棉蓬、沙

蓬子、沙米、沙蓋是主要下炊之物，有
時丈夫從靖邊縣撿回來的死豬、死羊，
卻是全家人的一頓美味，剝下的皮子還
能做皮襖穿。

1992年，烏審旗政府提出，大力發展治沙造林，免費向農戶發放
樹苗。殷玉珍說：「我可樂壞了，解決了買樹苗的大問題。」她用
這些樹苗建了一個育苗基地，還和丈夫一起打了一口水井，開挖了
幾千米的水渠。
經過幾年的實踐，殷玉珍總結出一套提高樹苗成活率的方法：先
在沙地上用沙蒿做風障，把流沙固定下來，種上沙柳等沙漠植物，
然後再開始種樹。其次掌握季節性栽樹和樹種選擇，如清明前十天
挖大樹，可以栽果樹，成活率可達80%。秋季造林栽沙柳成活率最
好，反而其它樹苗在冬天的成活率都不行，沙柳長成大棵需要五六
年時間，種的時候直接從中間切開，就可以種在沙坑裡。「現在我
治沙不再種楊樹了，楊樹生長需水量大，反而樟子松適宜在沙漠生
活。」多年來，海內外近千人來找殷玉珍學習種樹經驗。

沙海披綠裝

寧願種樹累死
不叫沙欺負死摸索種樹經驗

吸引千人取經

殷玉珍曾是內蒙古第九屆政協委員，她先後榮獲全國勞動模範、全
國治沙標兵、全國三八綠色獎章、全國十大女傑等殊榮。其中，

2005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並多次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切
接見。2010年10月在韓國婦女與防治荒漠化國際會議上榮獲2010年國
際水環境大獎「蓋婭」（GAIA）一等獎， 2012年3月被邀請參加法國
馬賽舉辦的第六屆世界水論壇部長級會議並作報告。
採訪殷玉珍期間，記者不僅是感動，更多的是淚奔。殷玉珍談起7萬

畝的成果時說：「我和我丈夫之所以堅持每天種樹，就是為了改變生
存環境。當時，我們沒有固定收入，樹苗是最大難題。」為了這些樹
苗，他們想盡了各種辦法。

樹苗充當工錢
殷玉珍的丈夫白萬祥翻山去苗圃打工，大的樹苗被買走了，而地邊

上的小苗卻無人要。他白天給人幹活，黑夜就在地邊挖小樹苗。誰家
有樹苗，他們就給誰幹活，用樹苗充當工錢。夫妻倆一年365天除了吃
飯、睡覺，就是種樹，累的時候就在沙樑底下抱着樹苗躺下，休息三
四十分鐘後起來再繼續幹。
「過去種樹，中午也沒啥吃的，就是兜裡的玉米。那時候雖然很

苦，只要有活的樹苗，我們就很高興，在當時樹和草就是我們的命根
子。」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殷玉珍在一眼望不到邊的沙漠上種植樟
子松、沙柳、各種果樹以及多種農作物，真正實現了7萬畝沙海變綠
洲。

建生態示範園
2005年，殷玉珍成立了內蒙古綠洲治沙造林有限公司，主要經營自

己種植的綠色有機食品。殷玉珍告訴記者，菜園裡種着紅薯、蘿蔔、
西紅柿、紅豆、土豆、南瓜、毛豆等蔬菜，可以保證全家一年四季食
用，這在以前她想都不敢想。她種的綠色有機小米賣到了30元錢一
斤，正好迎合了現代人健康保健的需求，供不應求，公司的銷售額很
可觀。對於將來的發展，她稱：「我要發展綠色循環經濟，還將建一
個沙漠中的人工湖，湖裡要養魚，徹底實現林農牧漁一體化發展。」
內蒙古的春季依然大風不斷，記者站在防火瞭望塔上，1986年以來

植樹造林、面積約7萬多畝的植被盡收眼底。大風吹過不再是黃沙打
臉，強勁的風讓已經生綠的樹芽隨風起舞。在7萬多畝的植被環繞下，
規劃佔地2,000畝的玉珍沙漠生態示範園已建成樟子松育苗基地逾100
畝、水澆地500畝、桃園50畝、杏園40畝、花灌木林40畝，建成400
平方米的辦公樓和1,000平方米玉珍生態餐廳各1處，鄂爾多斯政府投
資建設的玉珍生態文明教育基地年接待逾數萬人次。

殷玉珍告訴記者，在沙漠裡生活實在太寂寞了，最近
的住戶離他們也有百十公里。她還清楚地記得，在她過
門的第40天時，才看見第一個人從家附近經過。
「等我驚喜地跑過去時，那人已經走遠了。我就回家

拿了個盆扣住他的腳印，隔幾天就去看看，跟腳印拉家
常：『你是誰？為什麼來這兒？跟我一樣命苦
嗎……』」從此，殷玉珍發誓，「寧願種樹累死，也不
叫沙欺負死」。
殷玉珍試着種下了兩棵楊樹，她稱，「有點綠葉，好

歹能做個伴啊」。那時，毛烏素沙漠每年要颳50多天不
見天日的黃風。當第一棵嫩芽露頭了，她驚訝地盯着看
了又看，覺得生活一下子又有了希望。她說，種樹與她
的性格分不開。「把青春撂到沙漠，奮鬥半輩子，要是
沒有強勁兒是幹不成的。我一直堅信，有了樹，環境就
會變好，莊稼能種活，肚子不會餓。」

殷玉珍造林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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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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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玉珍用一隻三條腿的母羊和剛產下的羊羔，換來200餘棵樹
苗，僅10餘棵存活。

殷玉珍同丈夫借了一頭牛，從打工處馱回無人要的樹苗栽種。

烏審旗政府免費向農戶發放樹苗，殷玉珍領回樹苗建育苗基
地，與丈夫一起打井、開挖水渠。

殷玉珍成立內蒙古綠洲治沙造林有限公司，經營自種綠色有機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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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珍沙漠生態示範園玉珍沙漠生態示範園。。

■■海內外人士到玉珍沙漠生海內外人士到玉珍沙漠生
態示範園學習種樹經驗態示範園學習種樹經驗。。

■■早年種樹的殷玉珍早年種樹的殷玉珍。。

■■殷玉珍抱自己種的殷玉珍抱自己種的
第一批樹苗第一批樹苗。。

■■殷玉珍昔日所住的地窖殷玉珍昔日所住的地窖。。

■■殷玉珍歷時殷玉珍歷時3030年把年把77
萬畝沙漠變綠洲萬畝沙漠變綠洲。。

殷玉珍1966年出生於陝西省靖邊縣，家中有
姐弟六人。1985年，殷玉珍的父親趕着馬匹經
過蒙陝交界的無定河鎮薩拉烏蘇村井背塘，周
圍全是黃沙。常年見不到人影的白萬祥叔侄倆
喜出望外，盛情留他喝水休息。熱心的殷家老
漢許下一個承諾——給白萬祥找個媳婦，然而
紅線沒有牽成，殷老漢非常羞愧。
為兌現承諾，殷家老漢同年把19歲的女兒殷
玉珍許配給了生活在毛烏素沙漠的白萬祥，殷
玉珍被一頭土灰驢馱着一步步走到了沙漠深
處，幾件衣服、一個木櫃子是她的全部嫁妝。

可憐丈夫 心軟留下
殷玉珍稱，丈夫白萬祥居住的地方叫井背

塘，方圓幾百里就一戶人家。他七歲時和叔叔
一起到這裡生活，由於家裡窮，住的房子就是
在沙地上挖一個地窖，上面蓋上茅草。
殷玉珍嫁過來時，白萬祥的叔叔已經去世，

家裡就他們夫妻二人。她看到自己要生活的地
方是一片黃沙，整個人都愣住了，渾身發軟跪
在沙地上。而且在地窖裡睡覺兩個人都需要側
着身子，要是仰着睡覺，半個身子就會露到沙
漠裡。「我當時就轉身要回娘家，我告訴他，
我不待了。我前頭哭，他後頭哭，最後他哭得
我心軟了，我看他挺可憐，就待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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