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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绿化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授予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
“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群体“全国防沙治沙英雄群体”称号。

茫茫腾格里，三代治沙情。是怎样的决心，让6位农民扛起治沙的铁锨？是怎样的坚守，让子孙后代立下
“黄沙不退人不退、草木不活人不走”的誓言？又是怎样的奋斗，让不毛之地成为生机盎然的绿洲？跟随记
者，一起走近八步沙“六老汉”的故事。

初冬时分，位于江西省萍乡市芦
溪县的“玉玲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基地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院内，
孩子们踢毽子、跳皮筋、丢沙包……
看着撒欢儿的小朋友们，基地创建者
肖玉玲和志愿者们边笑边嘱咐孩子们
注意安全。这样的场景，每个周末都
会在基地上演。

王思涵是来到基地的第一批学
生。父母在他年幼时就先后离世，孩
子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孤僻。直到几
年前来到基地，他的人生轨迹悄然发
生了变化。

“原来最不喜欢节假日，因为别
的同学都有父母陪着，而我没有。”
王思涵说，“自从来到这里，玉玲姐
姐他们会在节日前收集我们的小心
愿，然后帮我们实现。而且每个周末
都有好多小伙伴一起玩，特别开心。”

孩子们口中的玉玲姐姐，是萍乡
市政协委员、阳光志愿者协会执行会
长。“刚开始只觉得她像邻家姐姐一
样亲切、温柔，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位
残疾人，平时靠着义肢走路。”王思
涵说：“我们都把玉玲姐姐当作榜
样，以后长大了，也要像她一样帮助
别人。”

2010年，年仅14岁的肖玉玲为
救同学，被大货车撞倒，导致右腿截
肢致残。车祸发生后，来自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的支持和鼓励，让她重新

“站”了起来。从救人到被助，因为
这场爱的传递，一颗爱的种子深植她
的心中。

“那时候我就想，一定要好好学
习，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肖
玉玲说。大学期间，她便发起成立了
江西师范大学肖玉玲服务队，并带头
把奖学金拿出来组织各类公益活动。
几年时间，服务队在她的带领下就发
展到600余人。

大学毕业后，肖玉玲回到萍乡，
成为芦溪中学的一名教师。“工作后
还是放不下志愿服务，我想为家乡有
需要的人提供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为延续志愿服务的初心，肖玉玲加入
了阳光志愿者协会，并被协会推选为
执行会长。

在对孤困、留守儿童进行一对一
助学帮扶时，肖玉玲发现，不少留守
儿童因为缺少来自父母的陪伴，存在
着生活、学习和心理上的各种问题。

“我想给这些孩子一个‘家’，让他们
得到更好的照顾和陪伴。”

2018年，肖玉玲开始把自己工
作之余的所有时间用来建设心中这个

“家”，从挑选帮扶对象、对接爱心企
业到商量装修方案，她全部事无巨细
亲力亲为。

正在基地建设的紧要关头，肖玉
玲的截肢处查出神经性纤维瘤。因为
病情严重，医生建议尽快手术，但她
坚持要先把手头的事情做好。“我希
望孩子们能够尽快在这个‘家’中健
健康康地成长、快快乐乐地学习。”
肖玉玲说。

短短4个月后，孩子们的“家”
落地了。第一批孩子入住后，她终于
有时间到医院“报到”。手术还未痊
愈，肖玉玲放心不下孩子，又多次到
基地查看情况。

“她出院后没多久，我们去张家
湾山区挑选帮扶对象。有段路特别崎
岖泥泞，她什么话都没说，就那么一
直埋头向前走，每户家庭的情况摸排
她全部参与了。”阳光志愿者协会副
会长梁斌告诉记者。

如今，基地可以为有需要的学生
免费提供吃住，还有两位专职老师为
孩子们提供学习辅导。“可能每个人的
心中都会默默记得别人对他的好吧，

等这些孩子步入社会后，我希望他们回
忆起童年时是幸福的。”肖玉玲说：“我
想因为这段经历，他们也会把自己得到
的美好再去传递给有需要的人。”

作为阳光志愿者协会执行会长，肖
玉玲的身影还经常出现在萍乡各类志愿
者服务活动中。近年来，她克服身体不
便，直接参与帮助困境学生及走失人员
3000余人。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最美
志愿者”“中国好人”……因为肖玉玲
多年来的无私奉献，诸多荣誉纷至沓
来。但更让她高兴的是，这几年大部分
从基地走出去的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自己心仪的高中和大学。而且在
她的影响下，萍乡目前注册志愿者中有
了越来越多教师的身影。

2021 年成为萍乡市政协委员后，
肖玉玲珍惜每次为志愿者和孤困、留守
儿童发声的机会。“两年多的履职经历
告诉我，政协委员是荣誉，更是责任。
现在在志愿服务时，我会有意识地收集
更多的社情民意，倾听他们的心声。我
想做他们的‘代言人’，为他们做些实
实在在的事。”她说：“希望家乡的志愿
者组织越来越壮大，帮助更多人过上幸
福生活。”

“我要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
——一位“95后”基层政协委员的坚守与奉献

本报记者 郭帅

筚路蓝缕 绿色屏障护农田

“戈壁滩，古道边，荒漠连天；
土也黄，天也黄，沙尘常现……”
40年前，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饱受
腾格里沙漠侵袭，其中最大的风沙口
八步沙，更是一片不毛之地。

1981年，郭朝明、贺发林、石
满、罗元奎、程海、张润元 6位农
民，自发组建集体林场——八步沙林
场，联合承包沙地治沙造林，义无反
顾地向茫茫沙漠发起挑战，开启了漫
漫治沙路。

在八步沙，腾格里沙漠曾以每年
7.5米的速度向南推移，给周边10多
个村庄、超过13.3平方公里的良田
和当地3万多名群众的生产生活以及
过境公路、铁路造成巨大危害，无数
人被迫背井离乡，逃离荒漠。

“六老汉”不愿辛勤种下的庄稼
屡屡被风沙侵袭，承包了7.5万亩治
沙任务，决定在八步沙种树。

治沙造林初期，条件设施简陋，
仅有一头毛驴、一辆架子车、一个大
水桶和几把铁锨。春秋时节，是压沙
栽树的黄金期。为了赶进度，“六老
汉”全家动员，6个家庭40多人全
部上阵，还雇了不少邻居帮工。

为了节省时间，他们索性卷起铺
盖住进沙窝里；没有房子住，就在沙
地上挖个壕沟，用柴草搭上地窝铺
住；没有炉子生火做饭，就用三块石

头支口锅，开水泡馍来充饥。大风一
起，沙子刮到锅碗里，吃到嘴里把牙
齿咯得吱吱响。

初期由于经验不足，栽植的树苗
次年春季一场大风就能刮走六七成，
但他们坚信“只要有活的树，就说明
这个沙能治”。

经过反复摸索，最终探索出“一
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掏”的
治沙技术，总结出“稻草沙障+沙生
苗木”“治沙要先治窝、再治坡、后
治梁”等治沙模式，造林成活率和保
存率明显提高，第二年苗木成活率达
76％、保存率达70％。

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他们
先后治理沙漠7.5万亩，形成了一条
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8公里的防
风固沙绿色屏障，使近10万亩农田
免受风沙侵蚀，治沙效果初步显现。

三代接续 誓把黄沙变绿洲

青丝变华发。“六老汉”的儿孙
从父辈手中接过了沉甸甸的铁锨，治
沙事业也翻开了新的篇章。

2000年起，郭朝明的儿子郭万刚
带领贺中强、石银山、罗兴全、程生
学、王志鹏等第二代治沙人走进了八
步沙。他们坚持“黄沙不退人不退，
草木不活人不走”，并立下誓言：治沙
的步伐一刻不能停歇，一定要把父辈
肩上治沙这面大旗继续扛下去。

第二代治沙人向腾格里沙漠风沙

危害最为严重、远离林场25公里的
黑岗沙、大槽沙、漠迷沙三大风沙口
进发，累计在该区域完成治沙造林
6.4万亩、封沙育林11.4万亩，治理
区林草植被覆盖率达到 60%以上，
治沙效果跨越式提升。

2009 年，林场引进市场机制，
成立了古浪县八步沙绿化有限责任公
司，在麻黄塘治沙环路沿线完成治沙
造林4.6万亩，并承包15.7万亩封禁
保护区管护任务。

2016年起，在完成黑岗沙、大
槽沙、漠迷沙三大风沙口治理后，以
年仅 21岁的郭玺 （郭万刚的侄子）
和大学生陈树君等为代表的第三代治
沙人来到八步沙林场。

他们在传承发扬前辈治沙造林精
神的同时，不断探索科学高效治沙造
林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在第二代治沙
人的带领下，引进了工程机械治沙技
术，大规模压沙治沙，依托一批重点
生态建设项目，采取工程固沙与生物
治沙相结合的措施，在县城北部沙区
风沙前沿和重点风沙口大规模开展治
沙造林活动，累计完成治沙造林10.2
万亩、退化林分改造10万亩，造林
成活率达80%以上，实现了由沙漠
到绿洲的转变。

目前，八步沙林场打破原有家庭
联户式承包经营模式，成立了八步沙
绿化有限责任公司，并利用八步沙独
特自然地理条件，建成相关设备齐全
的林下养鸡场，创建了“八步沙溜达
鸡”有机绿色品牌，年收入可达50
余万元，实现了沙漠变绿、治沙人致
富的目标。

精神常在 树新时代治沙楷模

40多年来，“六老汉”三代人不
惧恶劣环境和防沙治沙的艰难困苦，
与干旱和风沙顽强抗争，先后在八步
沙、黑岗沙以及北部沙区完成治沙造
林28.7万亩，管护封沙育林草面积
43 万亩，完成通道绿化近 200 公
里，农田林网5000多亩，栽植各类
沙生苗木4000多万株以及花卉、观
赏苗木1000多万株。

他们在腾格里沙漠建起了绿色防
沙带和绿色产业带，实现了沙漠变绿
洲、绿洲变金山的转变，为构筑西部
生态安全屏障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甘肃省考察期间乘车前往八步沙林
场，听取武威市防沙治沙整体情况汇报
和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
林的感人事迹。

当时，几位林场职工正在进行“草
方格压沙”作业，习近平总书记走过
去，向他们询问作业方法，并拿起一把
开沟犁，同他们一起干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他们说，新时代需要
更多像“六老汉”这样的当代愚公、时代
楷模，要弘扬“六老汉”困难面前不低
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神，激励人
们投身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用力，久久为
功，为建设美丽中国而奋斗。

八步沙林场先后荣获60余项荣誉称
号。中宣部授予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
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
楷模”称号，全国绿化委员会、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
予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
治沙造林群体“全国防沙治沙英雄群
体”称号，“六老汉”中的石满、张润元
先后荣获“全国治沙劳动模范”“第四届
地球奖”荣誉称号，第二代治沙人郭万
刚被授予全国“林业英雄”称号……

如今，八步沙林场坚持治理保护与
开发利用并重，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
相结合，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沙产
业，林场主动引进现代企业管理理念，
对林场进行股份制改革，形成了“公
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建立公
司化林业产业经营机制，帮助移民搬迁
群众发展产业、增加收入。

此外，他们还大力挖掘发展沙漠旅
游资源，利用八步沙林场的自然资源和
传统村落，打造体现“六老汉”等治沙
人的当代愚公精神和几代人治沙群体智
慧，兼具党性教育、生态研学、绿洲休
闲及乡愁记忆的“两山”实践创新示范
生态旅游区，集中展示八步沙生态治理
成果，激励人们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筑
牢生态安全屏障。

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与沙
漠同行近半个世纪，与风沙抗争，久久
为功，从“沙逼人退”到“绿进沙退”
再到“人沙和谐”，取得了巨大的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代人一
代接着一代战风沙，缚黄龙，在追求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中，用汗水和心
血谱写了一曲让沙漠披绿生金的时代
壮歌。

八步沙林场八步沙林场““六老汉六老汉””荣获荣获““全国防沙治沙英雄群体全国防沙治沙英雄群体””————

三代人接力书写绿色传奇三代人接力书写绿色传奇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硕王硕

“浩浩，生气的时候该怎么做？浩
浩，拍拍胸口，说什么？”“说克制……
克制……”近日，在北京市通州区智兴
博悦康复托管中心，特教老师黄淑媛
正一步步引导浩浩恢复平静。

“浩浩刚来中心不久，还不能很好
地控制情绪。”10年前，黄淑媛和好友
路明共同创办了这家康复托管中心，
专门为孤独症为主的失智儿童进行康
复训练。孤独症患儿公众昵称为“星星
的孩子”，在她和这群“星星的孩子”相
伴而行的3650天里，这样的突发状况
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托管中心的大门电子锁有着复杂
密码，防止孩子偷跑出去；地上铺着厚
厚的防滑脚垫，避免孩子们摔倒碰撞
……即使处处防护，中心的马桶盖还
是坑坑洼洼、淋浴头和水管大多“分了
家”、墙上的瓷砖爬满裂缝。“中心里的

‘鸡飞狗跳’，行业外的人根本无法想
象。”黄淑媛笑着说：“当然岁月静好的
时候也有，因为孩子们就是我的心尖
儿，他们都很可爱、天真。”

“我也曾经犹豫过要不要从事特
教行业。”黄淑媛说，一次公交车经历
坚定了她的选择，一做就是 10 年。那
天，一个七八岁大的男孩和母亲一起
上了公交车。坐好后，他突然抢过前座
女孩手里的食物，自顾自趴在座位底下
吃了起来。“那个女孩吓了一跳，然后开
始指责男孩的母亲，这个母亲当时特别
无助。”黄淑媛上前劝说女孩，并告诉这
位母亲她的孩子可能患有孤独症。

“那位一脸迷茫的母亲让我坚定
了选择特教行业的决心。”黄淑媛说，

“当时了解孤独症的人太少，很多家长
都像这位男孩母亲一样迷茫而无助，
我想让更多人能理解孤独症群体，也
想让孩子们能理解外面的世界。他们
也是孩子，只不过生了病而已。”

就在这时，好友路明提出想要创
办一家康复托管中心的想法，“我们不
谋而合。”黄淑媛说，“路明原本是一家
效益不错的钢铁厂负责人，因为好友
的孩子患孤独症导致巨大家庭变故，

让他受到了很大触动。”
“一提到孤独症孩子，很多人都知

道他们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但很
多人不知道：部分孤独症孩子生活无
法自理，无法与人正常交往，情绪很不
稳定。”黄淑媛说，作为一名特殊教育
工作者，必须具备极强的“察言观色”
能力，要有百倍千倍的耐心，不厌其烦
一遍一遍地重复，“这样的辛苦和付出
不是父母却胜似父母，所以很多年轻
教师坚持不下来，流动性也比较大。”

将孤独症孩子送回原生家庭、获
得接受普校教育的机会，是特殊教育
的最终目的，也是黄淑媛最大的心愿。

10年间，在黄淑媛和20名托管中
心老师的努力下，已经有 8 个孩子回
归了家庭，这是对他们辛苦付出最好
的回报。家长们送来的锦旗挂满了黄
淑媛的办公室，孩子们也都亲切地喊
她“黄妈妈”。“但能回归家庭的孩子还
只是极少数。”黄淑媛有些无奈地说。

20名教师的工资、65个孩子的吃
喝拉撒、托管中心的日常花销、困境家
庭拿不出来的学费……作为中心负责
人，这些数字总会让黄淑媛深夜失眠。

“这些年我和路明都不拿工资。”她说：
“路明白天都会开着他那辆生锈的吊
车，四处找活做，每天能赚两三百块
钱。出门的时候，他就冲孩子们喊：‘我
为你们挣钱去了。’出车回来，晚上留
在中心值班。不出车的日子，他就下地
种菜，给中心储备粮食。”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听
说托管中心的现状和故事后，都主动
联系黄淑媛，出钱出力，为托管中心提
供各种帮助。黄淑媛动情地说：“非常
感谢这些爱心人士和社会团体，除了
给孩子们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外，也给
了我们这些老师很大的信心和动力，
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我们会在公益
的路上越走越远，继续为这些孩子创
造更美好的未来。”前路漫漫，道阻且
长，但黄淑媛前行的脚步从未放慢，

“期待和孩子们相伴的下一个 365
天”。 （苏木）

3650天，与“星星的孩子”相伴而行

本报讯（记者 鲍蔓华）浙江省
宁波市海曙区政协侨台界别近日为一
位渐冻症居民发起了一场爱心接力活
动，广受当地群众的好评。

据了解，海曙区白云街道云丰社
区渐冻症居民陈先生因病情加重，无
法继续经营其服装网店，因此积压了
大量的服装库存，让原本不富裕的家
庭雪上加霜。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海曙区政协
侨台界别委员立即启动积压服装统计

汇总工作，并在微信群内发起“爱心
认领”活动。仅半小时，界别委员及
其他侨界爱心人士就认领了348件服
装，并对陈先生进行了贴心慰问与关
怀。随后，海曙区政协侨台界别委员
还在当地为陈先生开展积压服装爱心
义卖活动，并将一部分采购服装寄往
四川凉山喜德县且拖村的“积分超
市”，且拖村居民们可通过参与社区
活动、志愿服务等方式，积累“积
分”兑换这批“暖心冬衣”。

宁波市海曙区政协侨台界别：

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本报讯 （记者 郭帅） 2023
“长江爱柚”商业向善乡村振兴公
益活动日前在浙江省江山市举行。

“长江爱柚”公益项目组现场向广
东省长江公益基金会捐赠 100万
元，用于开展“苔花开”乡村儿童
美育计划。

为解决乡村儿童的美育教育问
题，2016年广东省长江公益基金会
联合长江商学院广东校友企业家，发
起“苔花开”乡村儿童美育计划，围
绕乡村儿童美育教育提升进行系统化
支持，使乡村儿童获得和城市孩子同
等的美育教育机会与资源。

截至 2023 年 10 月，“苔花
开”乡村儿童美育计划获得捐赠善
款达4000多万元，已覆盖广东省

1221所农村小学，惠及乡村儿童50余
万人。2023年，由长江商学院爱心校
友组成的“长江爱柚”公益项目组也
加入“苔花开”乡村儿童美育计划。
本次活动中，“长江爱柚”公益项目组
成员筹集了100万元善款，用于帮助偏
远乡村的儿童。

“长江爱柚”举行乡村振兴公益活动

11月16日，安徽省怀宁县月山镇政协联络组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开展入户
慰问送温暖活动。据了解，近年来，怀宁县政协多举措引导政协委员参与社
会公益事业，广大政协委员积极踊跃捐款捐物超过5000万元。

贾宁 檀志扬 摄

委员热心公益事业委员热心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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