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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河：为民勤增添一抹绿

“肃省民勤县，曾经是河西走廊上的一颗明
U珠，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被誉为

“沙漠绿洲”。而如今，它的出名却是因为沙

尘暴。

马俊河，祖上五辈生活在民勤县。民勤的

变化，沙尘暴的危害，让他深感痛心：前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关于“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

泊”的批示和一些专家关于17年后民勤将从地球

上消失的推算，让他深受震撼。为此，他放弃了

城市里的工作，只身回到民勤。从2006年开始，

7年来，马俊河用青春和汗水在民勤缔造了几千亩

生态林基地。如今，一棵棵梭梭树蓬勃生长，望

不到边的绿色把金黄色的沙漠覆盖起来。

曾经风华已不在

文／芷莎

马俊河的家在民勤县夹河乡国栋村。村里

的老人们说，国栋村曾经因水源丰富、蒿子遍野

而被称为“蒿子滩”。七八十年前，村里河汉纵

横，常年水流不断，沿着河道还有一大片胡杨

林，到了秋天，胡杨林的树叶变黄变红，很好

看。村子边缘还有许多柴湾，长着胡杨、沙枣

树、梭梭、红柳、白茨、枸杞和沙米等高高低低

的树木和蒿草，组成了立体的生态群落，能阻截

流沙。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物价上涨，生活

开支大，农民纷纷开荒种地，把树林子砍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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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经济效益较好的黑瓜子。就连一些政府害i]f-J、

企业也开始圈地搞农场。自此，绿洲逐渐变成沙

漠，曾经的蒿子滩被黄沙占领，沙枣树纷纷倒

毙，仅存的几棵也东倒西歪。沙尘暴这个魔鬼，

被人们放出了笼子，渐渐变得肆无忌惮。

1 993年，这是一个令民勤当地人难以忘却的

年份。这一年，民勤遭遇了强沙尘暴，俗称“黑

风暴”。那场黑风暴导致50人死亡、1 53人重

伤，37万公顷农作物受灾，4330间房屋倒塌，直

接经济损失达7．25亿元。

2010年4月底，黑风暴再度席卷民勤， “也

是突然变天，也是沙墙压过来，哈都看不见。”

马俊河的叔叔马玉莪说。到了这一时期，沙尘暴

成了家常便饭，甚至有专家认为，已“无法根

治”。

很快，民勤成为全国四大沙尘暴策源地之

一。沙尘暴一起，全国人民都把目光集中到民

勤。网上甚至有人指责：民勤人为什么不保护好

生态?为什么要种地，破坏植被，让全国人民吃

风沙?在面对指责的同时，民勤的许多村庄越来

越缺水，当地人也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危机。

一切为了民勤的明天

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一些人选择了逃离。

民勤当地的很多父母对小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外面的学校，以后就不

要回来了⋯⋯”。对于已经走出家乡，在城市里

有份不错工作的马俊河来说，逃离太容易了，但

他选择的是回到自己的村庄。

上世纪90年代末，民勤的沙尘暴开始肆虐的

时候，马俊河正在昆明等地打工。看多了其他地

方的绿意浓浓，他知道了拥有湖泊、森林和草地

的环境是多么美好。也是从那时候起，马俊河开

始关注家乡的环境问题。

他开始一有空就去网吧，查看有关民勤、

荒漠化之类的帖子，在论坛上有感而发地写些

东西。几年之中，他一期不落地看《经济观察

报》，读各种各样的书籍，渐渐对环境保护有了

自己的思考。

2005年，马俊河回到兰州工作，离家近了。

此时，每回家一次，他就觉得情况愈加严重，沙

漠正在向村庄逼近，每年推进十米，甚至二十

米。当地有句谚语“沙压墙，羊上房”，意思是

刮了一夜风，第二天，沙子堆得墙一样高，房门

打不开了，羊上了房顶。这绝不夸张，而是当地

真实写照! “总不能坐视不管吧，干点哈呢?”

马俊河在心里问自己。

这时，马俊河在网上认识了大他4岁的老乡

韩杰荣。和许多年轻人一样，韩杰荣也早早离开

农村，外出奔波。尽管回过家乡，但起初他却并

不在意， “挺正常的啊，没什么大不了。”直到

2004年央视新闻调查赴民勤做了报道，韩杰荣

才猛醒， “别说农田了，连沙漠都在恶化，从前

里面有狐狸、黄羊、刺猬、兔子，现在统统消失

了。”他开始觉得应该为家乡做些什么。

这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相见恨晚，一拍即

合，很快就组建了“拯救民勤网”，并创办了拯

救民勤志愿者协会，利用业余时间，整合民间力

量防沙治沙。

图圈丑汪嚣盈
“拯救民勤网”跟拯救民勤志愿者协会成立

以后，马俊河几乎每天都挂在网上，希望借助网

络实现他的理想。

2006年，他们跟媒体联合搞书画义卖，筹

了一些善款，就跟林业部门一起在民勤栽梭梭。

2007年，他们开始自己组织志愿者在民勤的沙

滩上栽梭梭，治理荒漠化。梭梭是一种落叶小乔

木，是沙漠里的英雄，抗干旱，耐盐碱，在年降

水不YtJ 1 00毫米、土壤水分含量在0_8％～1 1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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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酷条件下仍能生存。梭梭树活下来后，树根处

就能留下几棵草，刮风时沙子不至于被吹走。年

复一年，植被就能自己恢复起来。在民勤种梭梭

防风固沙，最为适宜。

第一年，马俊河通过网络招募720多名志愿

者，他们大都是在兰州、武威等大城市工作的白

领，开着私家车来到沙漠边缘，种树治沙。村民都

非常好奇，这个马俊河一天到晚不出门，还能弄出

这么大的动静来7这一年，马俊河他们种了10亩地

的梭梭，总共有1万棵。志愿者走后，马俊河几乎

天天往荒漠里跑，去照看梭梭。为了把梭梭栽好，

他请教村里的老人，查看了许多资料，搜集阅读了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的一些书和论文。为了尝试人

工繁育胡杨，他跑到甘肃省图书馆，把相关资料翻

遍，回来后找了一块荒滩，搞封育试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多月后，志愿者种下

的梭梭长出了第一片嫩绿的叶子，马俊河的眼泪

都出来了。他赶紧用相机拍了照片，传到网上给

志愿者们看，志愿者一片欢欣鼓舞。从2007年开

始至今，马俊河通过网络号召志愿者种树治沙的

方式，已经在民勤种下了500亩的梭梭林。志愿

者队伍也在一天天扩大，从当初的四五百人，到

现在注册人数达到几千。网站上，还有来自世界

各地的环保人士在关注着民勤。

治沙路上他不会孤独

马俊河的治沙事迹很快引起了社会关注，并

且得到7,／E大的反响。2011年春季，杭州日报发

起“拯救民勤绿色传递”大型环保公益活动，号

召市民用10元钱去沙漠里种一棵梭梭。

活动发起后，引发热烈而持续的社会影响。

上到90岁的老人，下至幼儿园的儿童，都纷纷捐

款。短短20天，绿色行动筹集到1 2万多元捐款。

用这些钱，马俊河与杭州市民一起，在他村庄

的荒漠里种下了120亩“杭州林”，播撒了一片

绿。活动还引发了很多后续效应，许多来自全国

各地的志愿者千里迢迢，赶到民勤去植树。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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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十多个人挤在马俊河家里的大炕上，睡在院

子的帐篷里⋯⋯

南都公益基金会“银杏伙伴计划”也关注到

了马俊河的事迹，马俊河因此获得了这一项目的

资助。“银杏伙伴成长计划”是一个资助青年人

去突破成长上的瓶颈，成为推动某一公益领域发

展的领袖型人才的长期计划。

“在自然灾害面前，没有一个地方能成为独

立的‘天堂’。”环保志愿者顾洲华意味深长地

说。许多和民勤看似没有交集的地方，许多与民

勤毫无关系的人，都因为这样的信念紧紧地联系

在了一起。

2013年7月16日，马俊河与几名苏州大学的

师生一起，走访了梭梭林附近的村庄。那里，已

经一人多高的梭梭一排排地矗立在荒漠上，其他

沙生植物正在覆盖这片荒野。而在3年前，那里还

是一片几乎看不见草的不毛之地。然而，在喜人

的成效背后，马俊河通过多年的观察也开始有了

自己的担忧。

蛐苕函盈-

他说： “若是不能保证荒漠化地区居民的

收入，那么我们所有的治理行动都有可能成为泡

影。拯救民勤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建立起一种新

的治理荒漠化的模式，以解决目前发展生产就等

于破坏环境的困境。”

因为通过长时间了解，马俊河发现，民勤治

沙的困难在于解决荒漠化地区居民的生存跟生态

之间的矛盾。在他小的时候，当地生态环境比较

好，但是生活条件比较差，等到长大之后生活条

件好了，这种好转的来源就是通过大量地破坏植

被、破坏环境换来的，环境随即开始恶劣。现在

的问题就是一方面人们需要生存，另外一方面环

境需要保护，这两个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治沙的

成效必然会大打折扣。

民勤治沙的力量，传统的是依靠政府的号

召，因为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可以用大量的资金

来进行工程治沙。但是工程治沙的问题就是工程

结束之后跟当地的居民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对居民本身生存的改善没有很直接的作用，居民

生活一旦变差又转过去继续破坏环境。而民间治

沙力量则显得薄弱，像马俊河这样在民勤进行荒

漠化治理的民间组织非常少，而且他们普遍存在

的问题就是资金的来源、人才非常匮乏，导致民

间组织这种荒漠化治理模式常常出现后继无人的

尴尬。

在马俊河看来， “产业化”治沙才能解决

根本问题。为此，201 1年他注册了农村专业治沙

合作社，开始新的尝试。他和村里协议免费使用

废弃的已经沙化严重的土地，借用志愿者的力量

种梭梭林，目前已完成治理荒漠化治理面积1 000

亩，农户则可以通过加入合作社免费使用2、3年

大的梭梭林嫁接肉苁蓉(药材)获得经济收益。

这样一来，治沙有了回报，能够改善生存条件，

村民保护生态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

马俊河说： “拯救民勤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

完成的事业，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如今，

他正坚守在自己的村庄里，通过一点一点的努

力，希望从自己开始，为民勤的美好未来献上一

份力。他相信，哪怕是一点小小的改变，都是让

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力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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