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人情怀 NEIMENGGULINYE 

嘎布亚 图 ，蒙 语的意思是 “有功 

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额济纳人，多 

年来 ，嘎布亚图一直在额济纳旗植树造 

林、治沙固沙。他放弃了城市的休闲生 

活 ，扎根在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 ，誓把 

荒滩变绿洲 。 

现年 53岁的嘎布亚图 ，1998年从 

部队转业后 ，在额济纳旗旅游局担任副 

局长一职。他 目睹了家乡沙尘暴肆虐的 

恶劣环境 ，深知生态环境对额济纳的重 

要性。2005年，他提前办理 了退休手续 ， 

和妻子搬到距达来呼布镇 22公里处 的 

航天路以东 、离黑城 l5公里的荒滩上 。 

从此 ，夫妻二人风餐露宿地种植梭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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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 的地方 ，他和妻子亲 自挖每一个树 

坑 、栽种每一棵梭梭苗或红柳苗 ，之后 

还要到几公里 以外 的地方用越 野三轮 

摩托车拉水浇灌树苗。那些梭梭苗和红 

柳苗在他们的精心管护下 ，慢慢地生根 

发芽。经过几年 的努力 ，一个不见一点 

绿色的荒滩改变 了模样 ，成为沙漠 中的 

一 片绿洲 。 

嘎布亚图种植梭梭 、红柳等沙生植 

物的行动 ，得 到了当地科 技 、林 业等部 

门的技术支持。从种植地的选择到梭梭 

接种 肉苁蓉 ，无不饱含着他的心血 。当 

初，亲朋好友劝他说，“拿着退休工资不 

好好在家享受，为啥到这荒滩来受折磨 

红柳等耐盐碱 、抗 

风沙的植物，也迈 

开 了他们 艰 难 的 

“念梭梭经 、补生 

态课”的步履。 

嘎 布 亚 图 选 

择 种植 梭 梭 的 地 

块 恰 好 紧挨 着 怪 

树林 ，那是一处 没 

有 任 何绿 色 植 物 

生长的戈壁荒滩 。 

在 这样 一 个 寸 草 

呢?”对于这个问题 ，嘎布亚图的回答很 

朴实 ：“我不为别的，就是想通过 自己的 

辛勤劳动 ，植树造林 ，改善 家乡的生态 

环境。同时，也想带动更多的牧民，在自 

己的草场上种植梭梭，接种 肉苁蓉 ，发 

展绿色经济。这样既可遏制生态恶化， 

为家 乡做点贡献 ；又能通过发展沙产 

业 ，带动当地牧民共同致富。”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几年的辛勤 

劳动 ，嘎布亚图种植 的梭梭 、红柳林面 

积已达 2000多亩。他先后投入资金 20 

多万元 ，种植的梭梭成活率达 80％以 

上 ，且达 到一定规模 ，逐步形成产业化 

格局。现在 ，他每年在 自己种植的梭梭 

林 中不仅能挖到 1000～2000公斤 肉苁 

蓉 ，还能采集到 l0公斤左右的苁蓉籽 ， 

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双赢”。 

嘎布亚图的治沙造林事迹 ，引起 了 

当地农牧民的关注 ，经常有人到他的种 

植基地 ，向他请 教 ，他也毫无保 留地 向 

前来学习者传授种植梭梭、接种肉苁蓉 

的技术。温图高勒嘎查牧民乌吉木得知 

嘎布亚图种植梭梭 、接种 肉苁蓉 、发展 

绿色经济的情况后 ，专程前来 向嘎布亚 

图学习相关技术。在他的影响下，周边 

苏木 、嘎查有 25户农牧民种植梭梭 、接 

种 肉苁蓉 ，他们的经济收人也随之有 了 

明显增加。其中，苏泊淖尔苏木乌兰图 

格嘎查牧民敖登其其格 、达镇吉 日嘎郎 

图嘎查牧 民巴拉登和额尔登 达来在 嘎 

布亚图的指导下 ，分 别种植梭梭 100 

亩 、200亩和 100亩。巴拉登指着 自己的 

200亩梭梭高兴地说 ：“这就是我未来的 

绿色银行。” 

嘎布亚图因其治沙造林的行为而被 

当地百姓所熟知 。早在 2007年 内蒙古 

蒙语广播电台报道了他的事迹后，内蒙 

古电视台《今 日观察》栏目组、中央电视 

台第二套节 目组 、新华社 、《光明 日报》、 

《北京晚报》等国内新闻媒体先后派出 

记者深入当地采访他。2010年 5月，蒙 

古国南戈壁省古尔班特斯县生态保 护 

部门派人到他的种植基地调研学习，该 

组织计划今后还要继续学习相关技术。 

嘎布亚 图说 ，他 要凭借 自己的双 

手 ，让他的绿色梦想继续延伸 ，建设 一 

片拱卫达来呼布镇的绿色屏障。他要用 

自己的行动 ，带动更多的人去治沙造 

林 ，让绿洲更绿 、家乡更美。 

(作者单位：内蒙古 自治区林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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