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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地绿水碧 生态满目生机
本报记者 侯国胜

虽然已经入秋，但中午时分还是十分闷热。
为追寻“宁陵蓝”的精神源头，8月23日中午，采
访组一行来到位于石桥镇万庄村的“老坚决”潘从
正故居。

松柏郁郁，但坟茔并不寂寂。一阵微风过
后，松柏阴影下格外凉爽。在此纳凉的群众说，
树下边比外边温度要低七八度，天热的时候，四
周的群众都来这乘凉，天天都有好几十人，多的
有上百人。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是老百姓对“老
坚决”的缅怀之语。

潘从正故居所在的位置就是穆青笔下举世皆
知的风沙盐碱、寸草不生的“万碧风口”。现如今，
抬眼四望，蓝天如洗，层林叠翠，满目昂然生机。

建国初期，宁陵县是全国16个重点沙区县之
一，历史上也饱受风沙之苦。“大风一起刮到犁
底，大风一停坑满壕平。”全县79.3万亩耕地中，
约三分之一沙化。

1954年，年过五旬的潘从正辞去石桥公社民
政员职务,回到离家不足三里的“万碧风口”植树
防沙。

植树防沙，历尽劫波。“他毁,俺栽；他再毁,俺
再栽。”“老坚决”凭着坚韧不拔，熬过解放初期的

“共产风”和“文革”时期的大规模毁林风，终于
等来改革开放的春风，随后，他在“万碧风口”大
规模造林成功。

1979年,新华社社长穆青发表《一篇没有写完
的报道》，热情讴歌潘从正百折不挠植树造林、防
风固沙的事迹。随后，历届县委县政府都十分重
视植树造林，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宁陵县委县政
府将生态建设放在重中之重位置，志在把宁陵打
造成“花天酒地”的商丘“西花园”。

如今，宁陵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绿色钱庄”。全县
有20万亩酥梨生产基地、26万亩花生基地、20万亩白
蜡条基地、万亩葡萄基地、百里森林长廊等，形成了

“南菜北果”和复合种植模式的特色生态农业布局。

“老坚决”的墓地，在万顷梨园深
处。植树节，梨花节，采摘节，越来越
多的人走进这一望无际的梨园,都会
在这座坟前伫立。

斑驳的墓碑上,刻着新华社老社
长穆青亲撰的遒劲碑文，文中道：

“老坚决”在世 87年,却有半个世
纪同妻子住在沙荒地培育苗圃,植树
造林……他千辛万苦栽培的苗圃和防
护林,历经劫难,几起几落,但他并不气
馁。他说:“他毁,俺栽；他再毁,俺再
栽。俺是为国家,为子孙后代!”

这位被誉为“一代农民风范”的老
人，摸索出了上中下、左中右“立体林
网”的防沙模式,被国家林业局在全国
适生沙区推广,并传至世界。

他，是毫无争议的绿色宁陵先行
者、生态宁陵奠基人。

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一代代的
宁陵人在传承“老坚决”精神，他精心
培育并大力推广的金顶谢花酥梨、白
蜡条杆、花生,逐渐成为“宁陵农业三
宝”,他育下的几十万株梨苗已长成万
顷梨园。

如今，行走梨园深处，有谁不艳羡
春有花、夏有绿、秋有果的“梨园人家”
生态居所？是呀，行走梨园，听到的是
满足，看到的是笑脸，感到的是希望。

“谁也没想到村子会是现在的模

样。”刘花桥村村民魏兴书说，“一年四
季都是花果飘香，每个季节都是风景，
不光游人觉得美，我们村里人也很喜
欢。”

“种梨树，既可绿化村庄，增福长
寿，还有可观的经济收入。”说起种植
经济林带来的甜头，刘花桥村村民刘
静学兴奋不已。“俺这 8亩果园，近两
年年均产值都在10万元以上。”

“梨果是个好产业，造林增收两不
误，这都是‘老坚决’给大家带来的
福。”石桥镇负责人说，过去这里是黄
泛区，土地盐碱化严重，这里群众在

“老坚决”精神影响下，几十年来，形成
了植树造林的传统。如今，全镇 6万
亩梨树林，形成了集生态、防护、经济、
景观于一体的生态防护屏障。

梨果产业已成为支撑石桥经济的
主导产业、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石
桥镇依托万顷梨园景区，建起了农家
乐，搞起了梨花节、采摘园，正是这种
生态发展的观念让更多的宁陵人吃上
了“生态饭”。石桥镇刘花桥村负责人
高兴地说：“每年梨花节，每家农家乐
保守收入都在六七万元以上，村里能
干生意的都出来干，有卖水的、有买小
吃的、有搞儿童娱乐的，家家有钱赚。”

如今，良好生态环境正逐步转化
成源源不断的经济发展动力。

全县有 20万亩酥梨，年产酥梨 5
亿公斤，共辐射带动 5万多农户从事
酥梨产业，产值10亿元。

当地政府围绕梨贸易、梨加工、梨
文化、梨旅游等全产业链来推进酥梨
产业做大做强，带动酥梨产业集群转
型升级。目前，全县注册酥梨合作社
50多个，建成一批酥梨储藏、贸易、深
加工企业，酥梨经纪人 5000多人，梨
果已出口到韩国、日本、东南亚、港澳
台等国家和地区。

正是看到宁陵酥梨产业的发展前
景，日前，中国网库集团投资亿元，在
宁陵建立了酥梨产业电子商务基地，
未来3年内引进1000家上下游企业入
驻平台，可形成 10亿元营业额，把宁
陵变成全国酥梨销售数据统计中心、
金融结算中心、酥梨销售平台运营中
心三大中心。

除了梨园，农田里间作的一行行
耐风沙、干旱、盐碱的白蜡杆更是“老
坚决”精神的见证。

作为全国最大的白蜡杆种植基
地，宁陵白蜡杆面积 20 万亩，年产
1000 万—1200 万根。2006 年，“宁
陵白蜡杆”顺利通过国家地理标
识产品保护认证。经过多年技
术研发，宁陵利用白蜡杆条生
产的产品已由传统的武术棍、
筐篮，发展到沙发、保健椅、花
架等高端工艺品，销售到北上
广等大城市，越来越多的贫困
户加入到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当中，摘掉了“贫困帽”。

在“老坚决”故居前有一棵泡桐
树，这是 1986年穆青第 4次前往宁陵
采访并看望“老坚决”时，两人在房前
合栽的。如今,这棵郁郁葱葱、需要双
人合抱的泡桐已成为他们友谊的最好
见证。

由一棵树，到一片树；由一片树，
到万顷林。这是“老坚决”精神的传
递，这彰显着宁陵“生态立县”的林业
力量。

近年来，宁陵县秉承“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始终把生态
建设作为全县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
以“一河两带”，“明清黄河故道生态
走廊”，“贫困村绿化”及“特色经济
林建设”为重点，深入推进国土绿
化。5年来，全县共投入资金9200余万
元，新造林8.3万亩、抚育改造4万亩，全
县林木覆盖率达31.17%，城区绿化覆盖
率 40.12%以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

14.49平方米。
为持续推进生态建设，宁陵严格按

照《宁陵县林业生态建设中长期发展规
划》要求开展做到城区、近郊、村镇绿
化“三位一体”，经济林、生态林、景观
林“三林共建”，路网、水网、农田林网

“三网融合”，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三效合一”的工作格局——

加快“一河两带”绿化。积极创新
造林管理模式，加快大沙河绿化进度
和连霍、商登高速公路两带建设。如
今，1.2万亩高规格生态防护林、水源涵
养林、打造景观林，已经形成一年四季
常绿，功能色彩全面的现代绿化格局。

做好城区绿化。坚持“规划见绿、
见缝插绿、拆墙透绿、协力植绿”的原
则，高标准建设了葛天森林公园、清水
河广场和人民路等,形成了“常年披
绿、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景观效
果。如今，葛天省级森林公园和万顷

梨园正式授牌，县城公共绿地达200
万平方米。

推进水系绿化。结合河流综合治
理，采取贴近自然的水岸绿化模式，推
进水网绿化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如
今，沟河渠绿化已达21条586公里，水
岸林木绿化率94.1%以上。

完善农田林网绿化。按照“田成
方、林成网、沟相连、路相通”的思路，
利用道路、沟渠，以本土树种为主，大
搞植树造林，完善农田林网 25万亩，
农田林网控制率95.82%。

实施村镇绿化。按照“村在林中、
房在树中、人在绿中”的要求，组织开
展好村旁、路旁、水旁、屋旁“四旁”植
树、庭院绿化和村庄公共绿地建设，特
别结合脱贫攻坚工作，对全县64个贫
困村进行绿化，栽植梨树、核桃、桃树、
枣树等经济林9500亩。

目前，全县现有林业用地 28.9万
亩，活立木蓄积 152.7万立方米，农田
林网 25万亩，农桐间作 22万亩，农条
间作 20万亩，经济林 25万亩，实现林
业总产值12.7亿元。

这是一组特征性指标（单位mg\L）——
钙 5.0—8.0，钾>0.15,锶>0.3，硒>0.004，PH值

7.0—8.5。
这组指标，来自于一瓶叫“宁陵蓝”的天然富

锶弱碱水。
“锶含量只有大于 0.2mg\L的水，才是天然富

锶水，这种水是从地下深处自然涌出的或经人工
采集未受污染的地下矿物质水，人工很难制造，
即使在科技非常发达的国家也不能制造，这种水和
纯净水、矿物质水、蒸馏水、太空水、天然饮用水
等都不一样，只有它被权威机构认定为真正意义上
的‘健康水’，具有公认的康养价值。”宁陵县长马

同和介绍说。
宁陵县“十二五”以来的环境质量监测显示：饮用

水源地的 23项监测指标均符合国家《地下水质量标准》
中的三类标准，地表水（大沙河）的 31项指标均达到国
家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中的三类标准，达标率
100%，属未受污染的清洁水。

“这种未受污染的清洁水，这种富锶又富硒的弱碱水
是我们独一无二的财富，这种水用一次少一次，吃一瓶少
一瓶，我们必须保护好、利用好它，确保一点都不浪
费。”马同和饱含深情地说。

为加强水资源保护，“十二五”以来，宁陵县以创建
生态县、生态镇、生态村为指导，采取多项措施加强面源
污染防治：在城镇，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的环保审批关，坚
决杜绝项目“先上车，后买票”，禁止高耗能、重污染、
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上马；在农村，加强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在规定的禁养区域严格禁止建设养殖场。同
时，积极引导农民以“一沼三改”（沼气池、改圈、改
厕、改厨）为重点，全面开展污染防治。

与此同时，宁陵还多措并举，硬起手腕推进空气质量
的持续改善。2011 年 1 月 1 日至今，空气质量达到 II 级
（良）以上的天数占监测天数的83.5%。

好生态为人增寿，“宁陵蓝”助人体健。与宁陵“长
寿之乡”有关的权威报告显示：全县人口平均寿命 75
岁，比全国县级高5岁以上。

绿色发展赢来荣誉，同时，也迎来发展机遇。作为全
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经济林示范县、全国
最具开发价值富硒土壤区之一……宁陵正在借力这些重
量级的荣誉，走上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康养大道”——

投资28亿元的“醉梨园”文化生态养生旅游景区
项目扎实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集旅游观
光、休闲度假、健康养老、教育医疗、娱乐购
物、大众创业、美丽乡村、科技新能源开发等功
能为一体的国家 4A级以上生态旅游景区，填补
豫鲁苏皖四省交界近600平方公里相临区域无生
态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区综合体的空白。

还利用多重自然生态优势，在成功申报省
级特色小镇基础上，积极申报国家级特色小镇
项目，加快推进梨花小镇、桃花小镇、富硒康养
小镇等旅游休闲产业。目前，梨花小镇、桃花小
镇正在做规划，富硒康养小镇正在实施。

梨花缤纷飞，葛天乐舞美，张弓美名扬，绿
色长寿地，“花天酒地”的生态宁陵，可预见的，前

景无限光明。

万顷梨园中的精神守望

“生态立县”的林业力量

“宁陵蓝”带来康养机遇

核心提示

每年梨花节期间每年梨花节期间，，吸引数万游客前来观赏吸引数万游客前来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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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条间作农条间作。。

碧水绕梨乡碧水绕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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