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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这边，，塑料大棚抵抗着外面的冰寒塑料大棚抵抗着外面的冰寒，，

长出一片不可思议的翠绿长出一片不可思议的翠绿；；那里那里，，新鲜的新鲜的

草莓已经远赴北京和崇礼草莓已经远赴北京和崇礼，，摆上了摆上了2022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餐桌年北京冬奥会的餐桌，，把鲜香满溢把鲜香满溢。。

草莓个大、圆润、晶莹、殷红，品相绝

佳：酸甜、鲜嫩、芳香，味道纯正。这些优

质草莓，产自塞外坝上的河北尚义。把

它培养成出类拔萃果品的，是李伟斌。

一

尚义，1400多米的海拔和北纬44度

的气候，让这里的天气更冷、风更大、大

地更干旱，对农作物极度挑剔、苛刻。每

一粒种子进入土地，都可能经历发芽时

被冻死、分蘖时被旱死、收获时被刮跑的

威胁。这里有263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耕地达110多万亩，但适合种植的只有

莜麦、山药、杂粮等少数品种，且因寒与

旱产量低下。偌大之域，能够看得见生

长的贫瘠；一年之中，更长时间都沉睡于

冰封。20万尚义人，在风寒叠加中生活

在沉甸甸的贫困之中。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年又一年。

因为草莓，北京人李伟斌与尚义扯

上了瓜葛，而且，用草莓这种娇嫩的东

西，叫醒了尚义硬邦邦的大地。

2017年，昌平区代表北京市实施国

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与尚义结对，李伟

斌的万德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被指定为

承办企业。在万德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众多的产业中，草莓产业是重中之重。

到尚义之前，李伟斌做了很多功课，

惊奇地发现，尚义的半高冷地区、昼夜温

差大、光照充足、病虫害干扰少等特点，

都是种植草莓的良好条件。

在与尚义开展对接的时候，李伟斌用

更多的时间到地头查看，到农业、气象、自

然资源、环保等部门收集资料进行研究。

遇见尚义，便注定了李伟斌为草莓产

业呕心沥血，也注定了这片土地的沸腾。

对李伟斌而言，这可能只是一个新

增的种植基地，但对于尚义，却是一件天

翻地覆的大事。

几乎没有人知道，寒冷的塞外坝上，

能够种植草莓，它那么娇嫩，凭什么抵挡

漫天的风寒！

李伟斌带着人员到尚义筹建草莓

园的时候，看到的大多是人们疑惑的眼

光——有史以来，尚义的土地上，只种

植莜麦、山药、胡麻等抗旱抗寒作物。更

何况，草莓园的建设，临近冬天。坝上的

冬天，寒冷得令人害怕。

二

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在塞外坝上

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创业。对于没有坝上

生活体验的他而言，这不啻冒险。

万德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昌

平的知名企业，草莓苗繁育和鲜果生产

全国知名。凭着优质高效的服务和经

营，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

换句话说，李伟斌并不是因为缺钱

才来塞外淘金。他没有在北京安享晚年

而是投身塞外，只想生产出最好的草莓，

用这个产业的质量和效益体现奋斗的价

值，体现履行国家战略的责任。

在人们将信将疑的目光中，李伟斌已

经在首期规划的500亩土地上甩开膀子。

坝上的冬天是以一种无情的方式降

临的。而几乎与冬天一同开始，铲车开进

了园区开始整地了园区开始整地。。这里不比北京这里不比北京，，场地上场地上

搭成的帆布帐篷和生着的炉火搭成的帆布帐篷和生着的炉火，，在凛冽的在凛冽的

寒风面前寒风面前，，毫无抵挡能力毫无抵挡能力，，里边只能避风里边只能避风，，

却难以御寒却难以御寒。。况且况且，，他不能一直待在帐篷他不能一直待在帐篷

里，随时都要提醒铲车司机，哪些地方需

要挖下去，哪些地方又需要垫起来。忙活

上一天，既缺水又吃不合适，晚上回到住

处，他的身上尤其是肚子里特别难受。

园区建设内容很多，整地、修路、引

水、通电、扎大棚，越是往后，天气越冷。最

冷的时候，气温达到-30℃，钢筋工戴着厚

厚的棉手套，也得不时跑进帐篷到炉火上

暖暖冻得发僵的手。李伟斌跟大家一起

干活儿，真切地感到了坝上的冷，那是一种

直入骨髓的残酷。这种环境让他认识到，

尚义人在这样恶劣的气候环境中，又没有

可以依赖的好产业，怎么能不贫困呢？

他越发希望，草莓种植能够带给尚

义巨变。

第一批草莓苗从昌平运来，在草莓

园区的大棚里安家。那时，恰是尚义开

始进入最冷的时候。大棚里尽管生着炉

火抵御外面刺骨的寒风，但人们依然担

忧那些弱小的生命，毕竟，那风寒，可是

漫天漫地的。“针尖大的窟窿，斗大的

风”，只要塑料大棚有一处被风撕破，里

边的草莓都难逃厄运。同时，更担心这

个倔强的老头，万一草莓种植失败了，他

是否承受得了那么多艰辛的付出。

李伟斌却没有丝毫怯意，对于人们

的担忧，他只报以感激地一笑。凭他多

年种植草莓的经验，加上技术人员给出

的试验结论，他的心里充满了自信。

有史以来，尚义的种植活动都是在

“人间四月芳菲尽”之后的五月中旬，九

月底早临的寒霜就会给大地点了睡穴。

李伟斌在一年中最冷的一月种植，真是

闻所未闻。人们不禁认为，这个人疯了。

很少有人想到，这个人的倔强，是对

坝上传统种植的颠覆。更少有人想到，这

样的颠覆对于老百姓有着怎样的意义。

三

严寒中看植物，更能体会生命的顽强。

用暖棚方式种植的草莓苗，一点也

没有嫌弃尚义的水土。只几天，便像模

像样地站在大棚里，弱小的绿，在外面铺

天盖地寒风的挤压中，显得势单力薄，却

格外夺目。它们似乎知道，仅仅一层塑

料之隔，外边的世界是怎样的严寒；它们

不顾一切地生长，长出真叶，现出花蕾，

结出了果实，在白茫茫的大地上绽出了

一片绚烂的彤红。

那些日子，李伟斌像一位等待迎接新

生儿的父亲，每天蹲在大棚里，看看这里

的真叶，摸摸那株苗上的花蕾，心里计算

着草莓成熟的日子。他更担心，夜里突然

尖锐的大风会把大棚撕开一个口子。所

幸那些大棚扎得很结实。在园区内工作

的贫困户们，已经不再用疑惑的眼光看那

些幼苗，它们的生长状态让他们心疼且欣

慰，每个人都心怀感激而工作，像是照顾

自家孩子那样，呵护着那些草莓苗。他们

知道，这些小小的草莓，不仅关系着他们

目前的生活，更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未来。

天助尚义。春节来临的时候，草莓

熟了，圆润，晶莹。李伟斌迫不及待摘下

几个尝尝，心花怒放：草莓酸甜可口，鲜

嫩多汁，果然如他所期望的那样。

种植成功。尚义这块贫瘠的土地，

竟然是草莓种植理想的地方。

北京一些超市的采购人员看到这样

的草莓，一致的回复是，供多少要多少。

这时候，李伟斌又把种植夏季草莓

的任务交给技术人员。尚义夏季的气温

一般都在30℃以内，冬天尚能在寒风中

种植，夏季种植更不会有问题。技术组

几乎没有费多少功夫，就培育成了可供

夏季种植的草莓。

尚义的种植史上，逆天一般，有了一年

四季都可以种植的作物。李伟斌和他的技

术团队，在尚义开发出6到11月种植的夏

季草莓和11月到来年7月种植的冬季草

莓。从一年一季种植到一年四季均可种

植，成了尚义县种植史上的历史性颠覆。

人们眼里、心里曾经一直看到的和

以为的这片没有希望的大地，从此被叫

醒。而撼动整片沉睡大地的，是草莓这

种娇嫩的东西。

这块大地，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在人

们面前：在冰寒中苍葱翠绿，在料峭中姹

紫嫣红。

四

闫振军、陈润海、程美云等曾经的贫

困户都是草莓园里第一批员工，他们世代

都是农民，既有力气又珍惜土地。但多少

年过去，他们把使不完的力气砸进土地，家

里的生活依然没有多大改变，日子过得艰

难。种莜麦、山药，辛苦一年，每亩的收获

不过400块钱左右。现在在草莓园务工，

每天的收入能达到100块钱，加班的时

候还另有补助，这都是从没有过的好事。

程美云起初也不太相信这里能够种

出草莓，但出于一种朴素的情感认真工

作。她的心里，总在为李伟斌担心，万一

种植失败，那得赔多少钱啊！所以，她每

天都带着一种落下亏欠的心理，认真听技

术人员培训，努力做好经手的各项工作，

以弥补对李伟斌的担忧。而在不知不觉

中，她已学会了草莓种苗繁育与栽培、大

棚维护与管理、鲜果采摘与打包等各项技

术。而且，每个月4000多块钱的收入，让

她感到特别满足：“守家在地的，每天最少

100块钱的工钱，原来想都不敢想。”从相

貌看，她已不是如花似玉的年华，但笑容

却像花一样灿烂。她打心眼里佩服李伟

斌，“他挣多少钱不说，能够给我们找出一

条挣钱的路子，我们都该感激他。”

陈润海和闫振军都是60岁出头的人

了，到外面打工已经没有年龄优势，种地

又种不出新花样和好收成，生活过得憋

屈，腰身也挺不起来。园区里每天100

多块钱的收入，让他们的腰杆挺了起来，

有了大老爷们儿的样子。

园区建在红土梁村，村里有20多人

被安置在园区务工，每人每年下来，收入

都不少于两万块。

被叫醒的，又岂止是土地！一批贫

困人口在万德园举办的培训中开了窍，

掌握了草莓种植技术。很快，他们就可

以在自家的土地上种植，让这样的翠绿

与火红蔓延成遍野，带给坝上一份特有

的“红红火火”和“甜甜蜜蜜”。

尚义，不只有风沙干旱、寒冷荒凉，

更有了清新碧绿、姹紫嫣红。从此，这片

塞外大地，有了全新的生命。

五

名声在外的尚义草莓，让李伟斌感

到欣慰。

2021年，万德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因为东西部协作的突出成绩，受到北京

市委、市政府办公室的表彰。

李伟斌心中更大的愿望，是让他所

钟爱的草莓惠及更多的人们，让尚义的

草莓成为老百姓种植的主导产业，收入

的重要保障。

那天，突然传来的好消息如石破天

惊，让他彻夜无眠。他所培育生产的草

莓，被指定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的专供果品，他的小草莓，要走上世

界大舞台。

整个草莓园都沸腾了，整个尚义都

沸腾了。原来人们心里以为遥不可及的

冬奥会，因为草莓变得近在咫尺，并融入

了尚义元素。

李伟斌给全体员工开了一次大会，对

采摘、分拣、包装、运输等问题进行了严格

明确，尽管他知道，园区生产的草莓，几乎

每一颗都是精品，但他更知道，这些草莓，

代表着中国质量，每一颗都有着沉甸甸的

分量。从采摘到装车，其中每一个环节，

他都紧紧盯着，不敢有丝毫闪失。

尚义草莓走上北京冬奥会餐桌，呼

啦啦引来无数国内外媒体，一时间，李伟

斌和尚义草莓被争相报道，全世界都知

道，在中国尚义，那个一向不怎么知名的

地方，却生长着特别好吃的草莓。

这为草莓展示了一个更大的平台，

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市场，也关联出一个

更大的希望。

李伟斌是自豪的，从他入驻尚义开

始从事草莓种植至今，尚义县陆续建成

草莓育苗和生产大棚528个，总面积近

千亩，年产商品苗2000多万株、原种苗

200多万株，产鲜果约1500吨。草莓种

植辐射5个乡镇1000多农户，全县草莓

产业走上了一条集种苗繁育、鲜果生产、

冷链物流、产品加工、休闲采摘为一体的

现代农业产业之路。优质的草莓，源源

不断从这里运出，走向全国。草莓种植

的成功，让这一方水土不再因寒冷而坚

硬，也让这一方百姓不再因贫困而卑微。

与其说，李伟斌把草莓种出了名堂，

不如说，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草莓走上冬奥会餐桌，是李伟斌的荣誉，

造福的却是尚义的百姓。

李伟斌更希望的是，这种晶莹剔透

的果品，能够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长

出更加美好的富裕……

（作品刊载时有删减）

阜平的山山岭岭、县城乡村，生长着

许多许多的槐树，姑且称之为“槐乡”也

不为过。

春夏之交，槐花陆续开放。从县城

出发，向南约二十公里到城南庄；然后，

折向西约二十公里到马兰村；再向西行

十公里，便到了阜平西南边界的三官

村。这条路，我不知走了多少遍。从土

路走到柏油路，从少年走到成年，从家乡

走到他乡，从春雨走到冬雪，无论好走难

走，无论坎坷平坦，我都喜欢这条路，尤

其是在五月份，这条路最美。

沿途山上，槐花盛开，时而郁郁葱葱，

时而零星点缀，无论疏与密，都不失和谐与

美。槐香随胭脂河水流淌，随太行山风飘

荡，而这条路在槐林中、在槐香里蜿蜒，盘

旋，穿梭，的的确确是一条“百里槐香路”。

站在菩萨岭上，漫山槐花竞相开放，

从晨曦开到傍晚，从山巅开到沟壑，那一串

串白里泛着微黄、风铃般的小花朵，正积极

努力地向蝴蝶、向蜜蜂、向山峦、向微风、向

游人、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的美丽与动人。

菩萨岭的山脚下，就是城南庄晋察

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看着漫山遍野的槐

花，追忆那段峥嵘岁月，革命烈士曾用鲜

血染红的大地，如今正开出圣洁的、和平

的、希望的花朵，似是在祭奠英烈忠魂，

代他们看如今之阜平、盛世之中华。

从城南庄一路向西直到马兰村，山

路绵延二十余公里，读高中时沿线曾经

有许多石材厂，路面积了一层白灰。槐

树的枝干上、小小的叶片上，都蒙了厚厚

一层灰，暴露在灰尘之中的槐花也无奈

地低垂着，不敢呼吸。远望胭脂河水，俨

然就是灰白色。

然而，变化既像疾风骤雨，又如春风

细雨。大概从2017年开始，道路沿线所

有的石材厂都停了，县里统一规划集中

发展。道路两旁陆续变成了种植园区，

有苹果园、樱桃园、葡萄园……原来一路

尘土飞扬，现在却是“绿色长廊”。

沿着城南庄至西阜高速引线行驶，

到大岸底村拐弯儿，进入新修的乡道柏

油路，直通马兰村。虽然山上多裸露的

花岗岩，但在岩缝里或有些许土壤的地

方，依然生长着槐树。他们或许因为没

有充足的营养，长得不够高大，不够直溜

儿，甚至有些就如同矮小的灌木，但它们

依然开出甜蜜的花朵，引来成千上万只

小蜜蜂到这里赶花期。

如果说这条路是一串槐香四溢的

“项链”，那么麻棚村、马兰村一定是点缀

在这串“项链”上最漂亮的“宝石”。

掩映在槐树林中的马兰村，是第一部

《毛泽东选集》的诞生地。抗日战争时期，

人民新闻家邓拓曾带领晋察冀日报社驻

扎在这里，创造了“八匹骡子办报”的奇

迹。他的大女儿邓小岚就是在抗日战争

最紧张、最艰难的时候，出生在马兰村附

近的易家庄村。从2004年开始，邓小岚

就经常回马兰，义务给马兰的孩子们上音

乐课，并组建了“马兰小乐队”。2022年，

以“马兰小乐队”为基础班底成立的“马兰

花儿童声合唱团”，登上了北京冬奥会开

闭幕式的舞台，为全世界唱响了《奥林匹

克颂》。

从马兰村到三官村，需要翻越庙沿

岭这座高山。道路盘旋而上，到了山顶

又陡然而下，其危、其势并不亚于阜平著

名的“七十二道拐”。但这里并不是花岗

岩地貌，山上土层深厚，植被茂密，尤其

是一片片的槐树林挺拔俊秀，从岭东绵

延到岭西，若不是这一条如卧龙一样匍

匐在山间的盘山公路。道路上方与下方

的槐树树冠几乎要连在一起，路面上已

经铺了一层掉落的槐花，树尖上新开的

槐花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玲珑剔透。

低处的槐树枝斜伸到路面上来，一串串

花骨朵煞是可爱。

槐树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在槐树

林里生活的人们，对槐树充满了敬畏。

爷爷曾告诉我：“槐花就像元宝，一串串

槐花就是一串串铜钱。所以，人们说‘门

前种槐，升官发财’。”

如今，三官村这个阜平西南最偏僻

的山村，正是沿着脚下这条崭新的大道，

整体搬迁到了阜东新区，过上了崭新的

生活。人们不再肩挑背扛贫苦度日，不

再用木柴烧火做饭，孩子们也不用再走

山路去上学……

站在群山之巅，向东望去，这条“槐

香路”蜿蜒盘旋在太行山上，穿梭在槐树

林中。曾经，这是一条布满荆棘、崎岖险

峻的革命追梦之路，一代又一代人沿着

这条路奋斗，前进；如今，这是一条宽阔

平坦、充满希望的绿色发展之路，正带领

老区人民从贫困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

振兴！

（作品刊载时有删减）

深秋时节，磁县西部太行山深处层林尽染，别有

洞天，坐落其间的天保寨景区内，人们乘着秋意，携老

扶幼，或赏景怀古，或游山玩水，尽享天伦之乐。

当夕阳西沉，红霞尚存，向西远望，余晖映衬之

下，山影连绵，宛如美人覆纱仰卧，香梦酣然，是为“睡

美人山”，望之顿感山温水软，目酣神醉，不禁心生旖

旎，感叹重峦叠嶂亦能化为绕指柔。登上古寨崖顶，

向南远眺，巍巍峻岭又幻化为一尊天然卧佛，头顶宝

髻，身披袈裟，双手合十，仰观天宇，是为“观天佛山”，

望之则满目肃然，不禁宠辱皆忘。

可谁又能想到，这番美景却有过一段与煤有关的

故事。

荣 耀

磁县古称磁州，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这里

煤炭开采的历史可追溯到十八世纪。

申煤，是当地人对磁县申家庄煤矿有限公司的简

称，也是公司内部职工曾经引以为傲的符号。这是一

家有着 60 余年历史的地方国有企业、全国煤炭百强

矿、国家安全高效一级矿井，在几代磁县人心目中，申

煤是当地的“钱袋子、台柱子”。

最初，这里仅是一个靠炮采手掘组织井下生产的

岗坡小窑。到世纪之交，申煤年产量达40万吨左右，如

果单论产量，这在全国煤炭行业中根本不算什么。然

而，就是这样一个小煤矿却因技改不断，在全国煤炭企

业中小有名气，曾连续4年被中国煤炭协会授予“煤矿

支护先进单位”，一直走在全国地方煤矿的前头。

申煤几经变革，经受了煤矿行业计划经济、粗放

发展、整顿治理、脱困升级等各个时期的考验，逐步由

小到大，由弱变强。滚滚乌金化作道路、桥梁、学校、

医院，为支撑县域经济和社会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困 局

申煤曾经因煤而兴，因煤而荣，然而在经济下行

与生态红线压力、煤炭资源逐渐枯竭等大背景下，曾

经撑起磁县地方经济半壁江山的煤炭开采，也面临着

种种不确定性。

磁县境内有20亿吨煤炭储量，申煤仍有近2000万吨

的后备资源储量，在原有采矿权到期前，他们跑办多年，

2000万吨新矿权即将获批时，国家出台政策规定“饮用水

源地地下禁止采煤”，这一政策，无异于给申煤的继续采

矿画上了句号，因为这2000万吨煤就位于岳城水库下。

保护绿水青山，共建生态文明，已是全民共识，申

煤人同样明白。纵有万般不舍，申煤还是响应煤炭去

产能号召，主动提出了计划关停。

当接到通知整体退出时，采煤区区长韩玉文心情

无比复杂：“我18岁就到采煤区工作了，很多设备都是

我亲手装上去的，现在让我拆这些设备就像拆自家房

子。”像韩玉文一样，申煤九成以上职工来自山里和周

边乡镇，不少是“一家子”“几辈子”在矿上工作。

2017 年8月31日，对于申家庄煤矿来说，是一个

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曾经叱咤风云近半个世纪

的全国煤炭百强矿正式关停。

这一刻，申煤的汉子们关停机械、摘下矿灯，洗去

满面煤尘，告别幽深的矿井。煤矿工人轻拭大门，心

有不甘，他们心里明白，今天关上这扇门，他们作为申

煤工人的历史使命也便永远关上了。

往日热闹的生产生活区，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

机关、宿舍、食堂人去楼空。此时，这些建筑在蓝天白

云下显出不曾有的静谧。

蝶 变

“现实让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自力更生才能闯出

发展新路。”面对困难与挑战，在煤矿正式关停之前，

决策层便作出决定，组建申美集团，由“黑”转“绿”，从

“井下”到“井上”，以全新姿态走上了从“煤”到“美”的

转型发展之路。

申美集团的重头戏，便是开发天保寨旅游，原来

厂区的标语也换成了“从头再来，再创辉煌”。

申煤对口帮扶陶泉乡花驼村和西韩沟村，两村位

于太行山深山区，天保寨就坐落其间。2017年3月，申

美职工向天保寨开发进军。

修建悬崖栈道，请外单位承揽，工程造价5000万

元，矿领导多方研讨：矿井里的槽钢和枕木铺栈道，巷

道支柱当栏杆，运输机铁链当栏索，我们自己施工，超

不过500万元。

盛夏，烈日炎炎，酷热难耐，太行山上裸露的岩石

被炙烤得滚滚发烫。在海拔700米的悬崖峭壁上，索

维国满脸通红、汗流浃背，他头戴安全帽、身绑安全

带，带领工友们一起凿山开石，架设栈道，钢铁敲击

声、电钻打眼声响彻山谷，电焊四溅的火花灼热刺眼，

腾起阵阵白烟。

一暗一明，人与物都实现了由“煤”到“美”的转变。

景区的建设，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劳动热情。

2019年大年初五一大早，凛冽的山风呼啸而来，但花驼

村群众的热情却分外高涨，有的拿锹、有的持镐、有的

扛锤，和景区员工一起修建水坝。村里60岁以上有技

术的老人全体出动，加入建设大军，垒砌石堰近5公里。

两年多的时间，申美员工和当地群众把80余万棵

树苗栽种到了沟沟岭岭，曾经的荒山野岭变成了桃花

源、杏花林、苹果沟、核桃坡。2018年夏季，干涸多年

的桃花涧，喷涌出了汩汩泉水。

2019 年9月22日，天保寨景区开门试营业，景区

一天就赚了3万多元。

不仅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周围的乡亲们也

搭上顺风车，过上了幸福生活。很多在外的年轻人纷纷

返乡创业，以前的“空心村”正在变成殷实村、幸福村。

曾经，煤带给了人们富足和荣耀；现在，它静静躺

卧于岳城水库下，任碧波荡其上，看青山迎客来。

在这里，煤成全了美，美回报了煤。

（作品刊载时有删减）

叫醒大地叫醒大地
□□张佃永张佃永

槐 香 路
□韩花勇

（（纪实文学纪实文学））
煤美与共

□李志平

塑料大棚里的草莓塑料大棚里的草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