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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创造 的人们的人们
□□冯小军冯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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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陈彦娴还时常想起她和同

事们去联合国领奖的事情。她说，那段特

殊的经历她永生难忘。

这一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内人头攒

动，高朋满座。来自世界各地，操着不同

语言的人团聚一起，共同探讨着世界环境

和保卫地球的议题。这一天陈彦娴和刘

海莹、于士涛走上主席台，当他们从联合

国副秘书长手中接过“地球卫士奖”奖杯

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掌声。

陈彦娴代表塞罕坝机械林场发表了

获奖感言。她说：我代表三代塞罕坝人来

领奖，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描述。在今

天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家喻户晓。

它通俗而深刻地讲清楚了人与自然的关

系。塞罕坝人植树造林的故事印证的正

是这样一个道理。如今的中国，还有许多

像塞罕坝一样的绿色奇迹正在让古老的

中国变得更加生机盎然。地球卫士奖授

予塞罕坝，将激励我们去创造新的绿色奇

迹，也将激励更多的中国人行动起来，争

当地球卫士、环保英雄。地球这个我们共

同的家园一定会在这种激励与行动中更

加和谐，更加美丽。

会议期间，埃里克·索尔海姆主任同

她交谈了很多。在巨大的栓皮栎下，在馥

郁的肯山兰旁，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围

在一起交流着颁奖会上的议题，有人甚至

跟三个塞罕坝人探讨起在荒山沙地上种

树的方法。

陈彦娴心情异常兴奋，即使回到了自

己的房间依旧不能平复激动的心情，几次站

在玻璃窗前遥望外面的风景，不时想起心

事：“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怎么也没想到

会走出国门代表国家到联合国来领奖！没

想到当年选择上坝栽树竟有这样的结果。”

望着院子里那些陌生的奇花异草，她

的眼睛湿润了。“哦！人啊！一定要有主

见。”眼下她又回想起当年上坝那会儿的事

情。“原本说好的七姐妹一起上坝，连合影

都照了，到最后还是少了一个。虽说人各

有志不能强求，最后打退堂鼓也怪可惜

的。倒不是上坝当林业工人就好，问题是

自己确定的志向就不应该轻易放弃！”想到

这里，老人叹息一声，心底再次泛起波澜。

接着，她的心思又回到了家乡的山水

间，脑海里浮现出自己曾经跋涉过多少回

的吐力根河，那是一条河北省与内蒙古自

治区的界河，也是滦河的源头，河水绿得

发蓝，细鳞鱼真多啊！

她又想起马蹄坑会战时留存下来的

那片森林，面前浮现出同自己一起上坝的

五个姐妹的脸庞，还有王尚海书记、刘文

仕场长，和自己处过对象却最终没有走进

婚姻殿堂的陈木东。老人轻轻地哦了一

声，之后坐回到沙发上去了。

第一代创业者大多已经去世，活着的

人没几位了。想到这里，陈彦娴有些伤

感，轻轻地叹了口气。心里说，“我这一辈

子选择上坝就对了。即使我们这些人没

了，我们栽的那些树还在。即便它们被砍

伐，结出种子繁育的后代也会一代接一代

地在塞罕坝阻挡风沙。”

“终于苦尽甘来！”陈彦娴自言自语起

来，“那些艰苦创业的日子已经远去，如今

我们坝上的生态环境有了巨大改变。与

五十多年前相比，白花花的沙山不见了，

满世界都是绿色的海洋。林场里的人最

不愿意提火字，人们最怕失火。费了九牛

二虎之力造起来的林子一把火烧了？可

得把我心疼死！正因为这样，本是用来监

视森林火灾的瞭望哨儿，外人叫它望火楼

儿，林场里的人却给它们起了‘望海楼’的

名字。哎！说来也对，林海不也是海嘛？”

“有一百多万亩森林的庇护，坝上坝下

如今大风天少了，雨水多了，河水清了，气候

也比过去暖和多了。经常听到林场人说在

什么地方发现了野生动物，獐子、狍子、黄

羊、野猪等野生动物又重新回到了林间。黑

琴鸡、天鹅、白鹭等野生鸟儿也多了。”

“最让人满意的是林场逐步改善了职

工的住宿条件，改‘先治坡后治窝’为‘既

治坡又治窝’，近些年林场在围场县城先

后盖了两个小区作为职工公寓，职工的住

房条件得到改善。楼房里全部安装了暖

气设备，天儿再冷也不怕了。老工友们见

面聊的最多的是过去冻坏的老寒腿好多

了。工资翻了多倍，大伙儿都感觉到生活

幸福美满。哦，真是享福了啊！”

这一刻，陈彦娴老人仿佛听见了广场

舞的音乐声，她从沙发上站起，脚跟儿不由

自主地颠了两下。作为老年舞蹈队队长，

陈彦娴常年带领大伙儿跳广场舞。如今离

开围场好几天了，老姐妹们想我了没有？

人老了，就要做老人的事，丰富自己的业余

生活。当下，陈彦娴的耳畔响起了东北大

秧歌的鼓点儿，心中幻化出老姐妹们踩着

锣鼓点儿摇摆身子的模样，会心地笑了。

塞罕坝是蒙汉合璧语，意为“美丽的高

岭”，它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围场境内。历

史上这里曾是水草丰沛、森林茂密、禽兽繁

集的天然名苑，辽金时期被称为“千里松

林”。清朝后期由于国力衰退，日本侵略者

掠夺性的采伐、连年不断的山火和日益增

多的农牧活动使这里的树木被采伐殆尽，

大片的森林荡然无存。到解放前夕，塞罕

坝由“林苍苍，树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

皇家猎苑蜕变成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

沙起好荒凉”的沙地荒原。

1962年，为了改变“风沙紧逼北京城”

的严峻形势，林业部决定在河北北部建立

大型机械林场。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

在黄沙遮天日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

于奉献，成功培育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

工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

发展的塞罕坝精神。2014年，河北塞罕坝

先进群体荣获“时代楷模”光荣称号。

2017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

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指出，55年来，

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

唤，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

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

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

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

神。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是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2019年9月25日，

他们又被授予了“最美奋斗者”集体荣誉。

数不清的荣誉面前塞罕坝人很冷静，

新一届领导班子及时启动了“全国学习塞

罕坝，塞罕坝自身怎么做”的大讨论，深入

开展“二次创业”，探索在新形势下发扬光

大塞罕坝精神，再创佳绩的新途径。

2020年4月底，距离林区5公里的内

蒙古自治区多伦县蔡木山乡突发森林火

灾。为防止域外火灾烧进林场，塞罕坝森

林消防大队接到命令迅速出动扑火队伍，

用高压远程消防车沿公路两侧对火场东

线、西线喷水。消防员们分成两个梯队分

头灭火，打火头、攻险段，经过两个多小时

奋战终于将与塞罕坝机械林场接壤地段

的火灾扑灭了。

森林抚育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日常

工作，爬山像家常便饭。在森林抚育中，

技术员们每天都要背负沉重的测量仪器

在蜿蜒曲折的小路上攀爬，有些地段必须

牵拉附近的植物才能上去。酷暑时节阳

光炙烤、蚊虫叮咬，严冬里冰天雪地、寒风

呼啸，他们总是以苦为乐，一年一年尽着

自己的本分。

生态旅游如今成了塞罕坝机械林场创

收的一个重要渠道。林场自身在打造高品

位旅游景区的同时成功控股整合围场县域

的旅游景点，推动了围场文旅产业和万家

客栈乡村旅游平台建设，带动了周边百姓

的农家游、乡村游、手工艺品、采摘业、土特

产品加工、养殖业等绿色产业发展。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塞

罕坝机械林场以集体名义获得了全国脱贫

攻坚楷模荣誉称号，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从

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奖牌倍感荣幸。回

到林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大家传达

会议精神，对“二次创业”进行再动员，他们

决心不辜负社会各界的厚爱，发挥脱贫攻坚

的带动引领作用，创造新的绿色奇迹。

其实你是树

未经长成的树

心还没像树一样全部塞死

扎根在水里

水多凉啊

一个哆嗦

一个寒战

就是一道荡开的波纹

一层层扩到彼岸

有的单独站着，有的簇成一团

就像人群一样

远处站着一个不愿靠近人群的人

但从更远处看

还是成片的

拥挤的芦苇

平原的秋风显得凄惶

吹来时飒飒作响

成片的你们

有时候挺直腰

有时候伏下身

主要是看风怎么说

隐藏在芦苇里的野菊花

像一群警惕的小兽

默不作声

被人工种植的格桑花

在花池子里

则轻松多了

鲜艳地摇头

点头

对所有事物都要表个态

芦苇

你的身子是铁青的绿

年纪轻轻就白了头发

还不是全白，是土黄

就像枯叶的颜色

是的

那细条状的

可以把手指拉破的尖锐枯叶

远方的岛上

一丛丛的芦苇跟你遥遥相望

天低，云暗，水冷，鸟寒

船稀，人清，岛孤

这是生活的常态

衡水是我的家乡

衡水湖的冷暖都在我的血液里

我裹一裹外套

血里涌起的是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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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全双

互 换
□陈赫

二十多岁的时候

成为了一个父亲

猝不及防的就像开车时

突然冲出的行人

于是我开始学着老成

穿皮鞋，穿衬衫

舍弃短裤，舍弃T恤上的卡通

再衔上一支烟

走路双手插兜，大步流星

孩子借着上网课

总是抱着手机不撒手

我只有伪装成一个严厉的父亲

呵斥到他不敢出声

晚上，我给父亲打电话

他又买了一堆玻璃手链

以为淘到了宝，沾沾自喜

人家告诉他，那是水晶

他就信，那是水晶

我的愤怒开始上升

一样的

父亲被我呵斥到不敢出声

良久的沉默，让我明白

原来父亲从五十多岁开始

已经学着成为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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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境长城 新华社发

走进石城子村也就走进了乡愁。

寒冬的早晨跟随县文联采风队伍的脚

步，穿行于弯曲的乡间小路，仰望着白云，

看着熟悉而又想念的家乡，乡愁的滋味在

心底翻腾。

洁白无瑕的云镶嵌在群山峻岭之间，

葱绿的群山环绕着袅袅炊烟，在春耕秋收

的年华里，乡愁慢慢生长，我的童年就在这

样的环境里度过。

盼望着，盼望着，出青龙县城过肖营子

镇，路过七道河村，经彭杖子村一路往北，

看见了村口石墙装饰为板栗形状的建筑物

就到了石城子村辖区。

石城子村因到处都是石头而得名，这

里是用石头堆砌起来的“百年小村庄”；这

里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天然地质博物

馆”；这里群山环抱，民风淳朴。该村经过

几年的发展，在新农村建设方面成绩显

著。在改革开放的红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怀着好奇与淳

朴的心态，走到这里跟大自然融为一体。

穿行于村落几分钟，就来到了石城子

村部。在村部休息片刻，大家着急地想去

看看这里的民宿，这里的民宿是石城子村

重点打造的参观景点。

踏上通往民宿的小路，踩着青石板，抚

摸民宿门前的老核桃树，心情顿时开朗，放

下了现代城市带来的所有压力。

民宿由老房子翻建而成，建筑风格既

有仿古韵味又有现代风格，院落里池塘、树

木、花草、竹子错落排列，又有秋千、石桌等

休闲娱乐摆件。屋内分为客厅和左右卧

式，各种特色物品依次摆放，可以长期住

人，冬季里有壁炉取暖。餐厅在院子的西

面，里面就餐用品一应俱全。

幻想着住在民宿里品着清泉石上流带

来的声音，枕着寂静的夜，在明月的陪伴下

数着星星，时间仿佛都静止了，不忍在祥和

的鸡鸣犬吠中一起老去。

从进了石城子也就走进了乡愁。乡愁

里有的东西，这里都有，石屋、石磨、石井、

石墙，随处可见的乡野生活气息，都能找

到童年时代原生态的生活痕迹。

原生态的生活里包裹着太多人的乡

愁，那乡愁就像刻在树上的伤痕，只要有

风来吹动，乡愁的滋味就像树叶，哗啦啦

地降落，落在心上，覆盖在流淌的血液上。

石城子民宿生活如诗如画。放下曾

经包裹的自我，一人或多人，卸下粉饰过

的面具，不远万里而来，来到大自然之中，

找到淳朴的民风，幸福地依偎在乡村的土

炕上可以睡到自然醒。

这里的生活节奏很慢，冬季里的一把

火，熊熊火焰烘烤着生活，干燥的木柴，啪

啪作响的音乐，融进清晨轻轻的朗读声

中，热水浸泡的茶，慢慢地散发着清香，在

屋里弥漫，一切都是刚刚好。

走出民宿，漫步在庭院或山间，或沟

渠或山坡或梯田，鸟儿清脆地唱着歌，村

庄里的小狗紧跟着，一点儿都不认生，也

不害怕陌生人。

路过的乡亲，认识的或不认识的笑着

问候，吸吮着天然氧吧给予的新鲜空气，

沐浴着柔和的阳光，欣赏着山景，一天到

晚都有着悠闲自在的好心情。

来这里放松的朋友，愿意唱歌就放声

高歌吧！大山会用回声给你打节拍。愿

意画画就画画吧，大自然的色彩搭配，会

勾勒出你想要的任何颜色与美。

如果不愿意独处，那就找三五好友，

在门前的树下坐着聊天，或聚餐或喝茶或

玩游戏，不用管阳光在黄昏里打烊，催你

回家，在这里不一样的烟火造就不一样的

滋味，滋味回味无穷。

民宿生活如诗如画，来过的人都这样

说，走了又来的人还这样说。没有来的

人，都在好奇的要来参观的路上，在路上

的朋友我劝他们慢点，等待一直都在，热

情也一直都在。

来到石城子村最应该看看的就是石

板沟自然村。

走进石板沟寻找过往炊烟，笔直的松

树，有好几十棵，有的树龄上百年，列队于

村庄两旁，张开温暖的怀抱，迎接探望他

们的亲人。

午后阳光依旧明媚，微微的风吹痛行人

的脸，好像抱怨探望他们的人来得有点晚，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大地劝导着念叨着。

村中石头墙旁悠闲静坐着四位老人年

龄都在七十岁以上，还有一位怀里抱着两

三岁的小孩，晒着太阳，静静地张望着远

方，看着远道而来的人微微地笑着。

坐在一起的他们，或沉默不语，或谈

论家长里短，那稚嫩的孩童都陪伴着。他

长大了是否会忆起村中老祖宗发生的传

奇故事，或许没有听过，都不要紧，村里的

大石头偷偷地记录了，记录在一个又一个

石井里，一座又一座石头的房子里，还有

石磨里，记录得非常清晰，纹理可见。

往村里走，会发现有好几座全是石头

堆砌的房屋，它们吸引着游客的目光，把这

里亲切地称为石头村。石头村接待了一位

又一位朋友，来访者到了这里不停地拍照，

找到了过往的炊烟，临走的时候，摸摸石

头，什么也不可能带走，心里装不下石头，

却能装下整个村庄。

岁月催人老，时光在指尖滑落。石城

子探访中偶遇两位老人，一位劈柴，一位剪

枝。一位七十五，一位七十八，他们一生都

奋斗在黑土地上，不愿跟在大城市生活的

子女从这里离开，或许一辈子也从没有走

出过村庄，也不愿意走出贫瘠的生活。

我们没有与他们交流生活中的苦辣酸

甜，没有探访家里的柴米油盐，从他们熟练的

姿势就能看出来，生活的点点滴滴，很不容易。

驻足了片刻，不忍打扰。看着他们，让

我想起了乡间特有的生活画面，父辈们一

辈子生活在乡村里，春耕秋收，四季轮回。

他们的生活，让我从心中感到尊重，老了依

然能够自力更生。剪枝的在树上行走自

如，修剪的是诗情，劈柴的挥斧如舞，劈砍

的是画意。

人生或许有很多不如意，在且行且珍

惜的路上，慢慢地享受，一切都是美好。石

头与人生也一样，年复一年，被自然磨成属

于自己的图案，供后人欣赏与敬佩。

不论你生活在大城市多久，最想亲近

的还是乡村，那里有自己的老家。偏僻的

乡村，是你人生固定的位置坐标。淳朴的

民风都是我们的精神图腾。

如今的乡村在党的春风下，悄然发生着

变化，乡村环境焕然一新，绿化随处可见。

百姓的生活质量也在不断提高，热爱生活的

激情也不断升温，一点一滴的变化都是对热

爱生活的点缀。街道两旁粉刷一新的墙壁，

再勾勒一些图画，也是一道别样的风景。

乡间新修的水泥路或油漆路，在路旁

种点小花，孩子玩耍的童年里又多了一个

去处。明亮的路灯、整齐的垃圾箱照亮了

夜，净化了心。

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旧貌换新

颜。鞭炮声不断地响起，“我们住进新家

了”，一排一排新民居拔地而起，宽敞明亮

的新房，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也擦亮了人

们的眼睛。

改建的新厕，干净的不仅仅是生活环

境，还有人们的心情，都透着清爽。休闲广

场，走上一遭，舞动的不仅仅是歌舞的旋

律，还有新生活的激情。

自来水、太阳能、新买的交通工具，每

一样都让笑声从心坎里发出来。腰包鼓起

来了，精神也抖擞起来了，脸更朗润起来

了。百姓的日子好了，国家就更好了，我们

朝着美好的未来，更加坚定地大踏步前进。

如今的新农村，在党的春风下，会让石

头开出花。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路

衡水湖的芦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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