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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热土，自古不乏有志之士。
纵观当代护林种树绿化荒山的诸多典范，他

们的成功之处在于下得了决心、耐得住寂寞、不畏
辛苦。这也正是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
塞罕坝精神的体现。

塞罕坝事迹能够传遍祖国的河山，是因为其
精神难能可贵。塞外荒原变成百万亩的林海，是
几代人的坚守和努力，成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生动范例。

《增广贤文》有云：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用当

代人的努力，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因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愿塞罕坝精神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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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这是

中 国 的 一 句 老

话。祖祖辈辈住

在大山里，就要

琢磨着怎么从山

上获得收益。

内丘县南赛

乡北赛村四周都

是 山 ，盛 产 青

石。为了谋生，

上个世纪 90 年

代，村里人开始

开 山 采 石 卖 石

板。这个短期能

获利的行当，在

周围的几个村里

很快盛行起来，

也让一部分人挣

到了钱。但是，

从 2006 年起，一

直靠卖石板挣钱

的闫振国突然放

弃了这个生意，

在人们迟疑的目

光中，开始在荒

坡上种树。

如今，11 个

年头过去，闫振

国绿化荒坡，不

但改变了环境，

还带来了经济效

益，带动周围 7

个村的石场老板

上山种树。同样

是“靠山吃山”，

他却走出了一条

绿 色 发 展 的 路

子，为子孙后代

留下了一片绿水

青山。

土地少，山场多，是很多山

区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北赛

村位于邢台内丘县西部浅山区，

全村仅有耕地600亩，人均不足

两分地，山场却有4000亩。由于

这里土地瘠薄，干旱少雨，全年

土壤平均含水量不足12%，林木

难以成活。“光山秃岭和尚头”，

曾是北赛村一带荒山的写照。

虽然守着大面积的山场，但

是山上到处是灌木和荆棘及各

种杂草，只有放牛羊的人才会赶

着牲口上山。赶上干旱少雨的

年份，村民们吃饭都会出现问

题。“既然靠山，村民就想办法吃

山。”十几年前，村里能干的青壮

年都开始上山挖石头、锯石板，

闫振国就是其中的一个。

闫振国说，不仅北赛村，周

围不少村都有人采石卖石板，一

般几年下来，雇上十几个人，每

年可卖上千吨石板，都能挣下点

钱。“我们经常去前南峪，看到人

家那里的山郁郁葱葱的，我们这

里的山挖得都是窟窿，山挖空

了，我们心里也空了。”闫振国

说，同样是“靠山”，我们怎么就

不能向人家学习呢？那个时候，

别人的石板生意做得正火，他开

始有了转行的心思。

2006年，闫振国打定主意上

山种树，这让很多同行感到诧异。

同为山里人，大家都知道种树的时

间长、见效慢。闫振国这么做，不

仅同行们不理解，家里人也不理

解。“那时候做生意，我交往最多的

是浙江、温州的人。人家的思想就

是不一样，我们考虑是怎么打工养

家，人家考虑的是怎么创业。我能

下这个决心，也受他们的思想影

响。”闫振国说，“要做成一件事，必

须有决心，能坚持。”

挖沟，垫土，种树……闫振

国把自己采石卖石板挣的几十

万 元 全 部 投 到 荒 坡 治 理 上 。

2006年，他在自家的500亩山场

上开始种树，主要是核桃和苹

果。但 4年后，他收获的苹果没

人要，原因是品种太杂了，还有一

部分柿子也无人问津。“我以为是

当时整地的标准低，果树的品种

不好。等后来慢慢接触到很多农

业专家，我才知道自己是吃了没

技术的亏。”闫振国说，自己埋头

种树是行不通的，还得靠技术。

之前在山上每年十万多元

的投入也没见多少收益，但闫振

国不甘心。为提高管理水平，他

多次到邢台、保定等地参观，学

习先进的技术及管理模式。光

秃的山坡有了起色，他的行为得

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有一年，

我参加陕西杨凌农高会，遇见一

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农业专

家。在交流中，我说自己是邢台

来的，中午想请人家一块吃饭，

多交流一些。那位专家居然为

此推掉了其他应酬。这让我很

受鼓舞。”闫振国说。

在闫振国的带动下，周围 7

个村的十多个做石板生意的老

板，放弃了开山采石，开始在山上

种树了。他们专门从西安、郑州等

地买来杏、桃、梨、苹果等果树苗，

哪里林果搞得好，他们就带人到哪

里学习。2010年，闫振国带头成立

了辽清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对面是3000多亩的村民自

留山场，现在也让我来绿化。村

民不需要投入，个别时候，合作

社还要补贴一部分。”闫振国说，

除了自己的投入，他现在还争取

到国家补助资金，把这个事业干

好的信心更大了。

植树造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闫振国说，除了塞外的塞罕坝，在谋求绿色

发展上，离他最近的两个成功典范是内丘县的岗

底村和邢台县的前南峪村，也是他去得最多的两

个村。这两个村的村民种树治山的种种艰辛，他

都很了解，都是数十年的坚持才换来现在的成果。

“最初去前南峪，我看到人家的一袋栗子能

卖五六百元。我们村这里也有山，也不缺人，怎

么就不能做到人家那样呢？能种庄稼，就能种

树，我们山里人最不怕的就是吃苦。”闫振国说，

2016 年他曾到过塞罕坝，也从中受到了启发。

他理解的塞罕坝，就是一种坚持。

“我今年56岁，首先把山先绿起来，其次才

考虑经济效益。如果能在有生之年坚持下去做

出点成绩，我也是非常自豪的。”闫振国笑着说。

如今，闫振国承包的山头上，红的是苹果，绿

的是核桃。附近几个村子的1.5万亩山场也都绿

了起来，其中三分之一是以侧柏为主的生态林，

其他是经济林。眼见多年付出已见到成效，但是

他仍闲不下来。

闫振国是个爱琢磨的人，他用当年加工石板

的下脚料垒成了地堾，在植树治山中节省了不少

资金。每一分钱都得花到刀刃上，种下的果树结

了果，还要把果子卖出好价钱。现在，闫振国注

册了自己的商标，专门在山上安装了监控，全程

记录林果生长过程。“我们做的就是绿色产品，没

有农药化肥的污染，果树的生长管理过程都能看

见。”有了监控，在外地比如北京的顾客，可以直

观地看到自己要采购的、远在内丘深山的水果生

长及管理情况。通过打造这种“看得见，信得过”

的绿色产品，以及采用全新的销售模式，闫振国

的水果还长在树上就早早被预订了。

“解放思想”是闫振国挂在嘴边的话，他说起

来也是那么自然，“山区相对封闭落后，山区乡亲

要想致富，必须解放思想，必须尊重科技。”

2014 年，闫振国以省、市、县大力开展沟域

经济建设为契机，抓住内丘县建设北赛生态经济

示范区、实现丘陵山区“绿、富、美”的机遇，在自

己多年植绿治山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

合作社的示范带动作用，以大户治理为主，依托

“公司+农户”的模式，组织带动北赛及周边张

赛、石梯、郝家赛、马家赛、寺沟等村9个种植大

户、700余户、2000余名农民，栽植苹果树、核桃

树60余万株，并完成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配套

建设，在干旱少雨靠天收的丘陵区栽上了果树，

把以前的荒坡变成集“旅游、采摘、观光”为一体

的生态旅游示范区。

本
报
驻
邢
台
记
者

卢
玉
辉

文/

图

2

3

4

1 挖山卖石，越挖心里越空

种树也得靠技术

解放思想是致富之本

只要坚持，就会有收获

结束语

塞罕坝精神永存

当年的采石场和荒坡披上了绿装当年的采石场和荒坡披上了绿装。。

从开山采石卖石板从开山采石卖石板，，到植树治山绿色发展到植树治山绿色发展，，闫振国实现了绿色转型闫振国实现了绿色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