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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到民勤种棵树

赵

梅

“请到民勤种棵树！”这个春天，被腾格

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三面合围的甘肃省

武 威 市 民 勤 县 ，因 这 一 邀 约 再 次 焕 发 生

机。五湖四海的 4.1 万名志愿者踏沙而来，

在风沙线上种下 152 万株梭梭、柠条等沙生

植物。从“沙上墙，驴上房”的绝望到“梭梭

吐芽、蜜瓜飘香”的生机，这座西北小城正

在创造着“人进沙退”的生态奇迹。

种出春天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志愿者到民勤种

树？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走进腾格里沙漠。

“和梭梭一起生长的倔强，愿我们种出

春天！”

“西北并非寸草不生，有爱亦能繁茂如

春，沙退绿进，我们一起行动！”

“种一棵梭梭苗，守护一片绿洲，今日

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民勤县收成镇兴隆东坡的茫茫沙漠

间，民勤县种林生态公益林基地党员活动

室里，一张张便利贴上热血沸腾的话语与

沙漠里种植梭梭的身影遥相呼应。

种树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便

利贴上写满了肺腑之言。

今年 3 月，民勤县土生土长的“95 后”小

伙仲麟发起了“请到民勤种棵树”公益活

动。去年，他开始在短视频平台记录种树治

沙经历并直播销售家乡的蜜瓜和人参果。

江苏、上海、江西、安徽、广东⋯⋯到民

勤种树的志愿者来自全国各地，但信念一

致，“别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志愿者多是年轻人，他们来这里不是

打卡拍照，而是停留一两个月或更长时间，

有的去年来了今年还来，有些今年来了相

约明年再来。

为什么会来种树？志愿者们说，他们

心里都有一颗“种子”，只要遇到合适的机

会就会生根发芽。

江西志愿者晏思琪的“种子”发自高中

课堂。当时少年的她在《感动中国》里看见

塞罕坝的故事，萌生了“我要去种树”的念

头。去年，她在新疆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期

满后便直奔民勤参加秋种，今年 3 月份再来

时，看到自己栽种的梭梭苗抽出新绿，她兴

奋得像个孩子。

5 月中旬春种结束，志愿者们陆续离

开，而学农学专业的晏思琪却意外获得了

一个继续留在兴隆村的机会——配合一位

做农业科研的老师做数据监测。

“种下希望的树苗，迎接希望的绿洲。

祝你被绿意包裹，也被鲜花簇拥！”这是工

作结束离别时晏思琪写给队友的留言，她

相信这片被她们用汗水浇灌过的沙漠，一

定会绿意盎然。

来自湖南的志愿者贺一江红肿的手已

经磨掉了 3 层皮，不戴手套会开裂，只能晚

上涂抹红霉素药膏，白天干活戴上塑料手套

保持湿度，双手被汗泡得发白，他感叹：“一

株小小的梭梭树苗，也有长成绿洲的梦想。”

广东的李惠芳也是第二次来民勤，去

年种树，今年成了志愿者食堂的厨房压面

工，每天凌晨四五点起床，最多的一天压了

4 袋面。

来自安徽的志愿者徐贝贝将仲麟

的故事拍成视频，来自江苏泰州的教

师黄聆月又将仲麟剪辑进 AI 课堂，当数字

人仲麟与孩子们对话时，有学生感叹：“普

通人也可以创造奇迹！”

守护沙漠

曾经，民勤县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登高望远全是沙，一刮大风不见家”。

“沙上墙，驴上房”是流传于民勤民间的

谚语。原本沙丘距离村民的房子有几十米

远，一场沙尘就把墙埋了，驴能顺着沙坡上

了房，听着有些夸张，却是民勤曾经的写照。

防风固沙大会战、建立治沙站、成立甘

肃省治沙研究所⋯⋯自上世纪 50 年代开

始，民勤人从未停下与风沙抗争的脚步。

“沙尘暴像一堵厚重的墙，裹挟着黄沙

涌入家中，填满家里的每一个角落。”仲麟

出生在民勤县西渠镇丰收村，这是他抹不

去的经历和回忆。

“考出去，别回沙窝窝！”和所有民勤孩

子一样，仲麟在长辈们的念叨中长大。

得偿所愿，仲麟考上了大学，走出了黄

沙地，但在 2021 年大学毕业后，他却毅然决

定返乡创业。

仲麟通过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治沙心

得，还在直播平台销售人参果、蜜瓜等家乡

特色农产品，将收益投入种树治沙中。去

年，恰逢综艺节目《种地吧》在民勤录制并

热播，民勤县和仲麟的知名度大增。各大

高校学生、粉丝及志愿者纷纷前往参与义

务植树。

“一部民勤志，半部治沙史。”和仲麟一

样，民勤县退耕还林办公室主任姜莉玲和

民勤县国栋生态沙产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马俊河深有感触。

同样的感受，才会有同样的选择。

1993 年特大沙尘暴席卷河西走廊时，

14 岁的姜莉玲目睹庄稼被掀翻、地膜漫天

飞舞；12 岁的马俊河蜷缩在“压过来的墙”

般的沙尘暴里⋯⋯

这 3 个曾被沙尘暴惊吓的孩子，在成年

后相继折返，成为沙海里的“逆行者”。

2001 年，20 岁的马俊河离开民勤，辗转

昆明、兰州等地，成为某药企甘青宁区域负

责人。2004 年，还在兰州工作的他关注到

一则《17 年后，民勤将被沙漠吞没》的新闻。

“原本想着外头混好了‘衣锦还乡’，突

然觉得，可能会无家可归了！”经过激烈思

想斗争，2009 年，他决定辞职返乡专职进行

荒漠化治理。

“我知道坚持做下去就会有成果，但过

程很漫长，有可能这辈子都看不到尽头。”经

历多年的风霜雪雨，细细的梭梭苗长到三五

十厘米，再长到三五米高，

马俊河也从一名热血青年

走到了中年，当初的选择

从冲动变成领悟。

和马俊河不同，姜莉

玲 在 1994 年 中 考 后 报 考

了甘肃省林业学校，一毕

业就回到家乡扎进沙漠里。26 年前，她在

民勤绿洲西线最大的风沙口之一龙王庙沙

区种下第一株梭梭。最惊险的一次，她在

沙暴中摸爬 5 个小时才脱险，凌晨 2 点满脸

沙土敲开家门时，家人哭了。

“梭梭的生命力真是顽强，只要给苗子

少量的水就能生长，三五年后就能固住 10

平方米的沙子。”姜莉玲说，看到梭梭吐绿

就看到了希望。

他们和每个时代与风沙抗争的民勤人

一样，拿自己的青春守望一片看不见的绿

洲，每一锹、每一锄下去，都是对绿色未来

的笃定。

沙窝泛金

“农民富裕、农业繁荣、农村和谐”，每

天收工时，志愿者们在收工合影留念时喊

出的口号，在腾格里沙漠久久回荡。所有

的逆行、奔赴、跟沙子较劲，只是在给人和

土地找条活路。

仲麟把直播间搬进沙漠后，乡亲们的

蜜瓜卖上了好价钱。他还想涉足农业种

植，在兴隆村通往种林基地的路边，是仲麟

租下的 10 亩地。今年 5 月初，他和志愿者

们栽植了甜瓜苗，长势喜人。

说起“沙产业”，民勤人总会提到锁阳

和肉苁蓉这两样被誉为“沙漠人参”的中药

材种植。

穿过茫茫戈壁，在东湖镇青土井村见

到 曾 令 龙 时 ，他 正 跪 在 沙 地 里 采 挖 肉 苁

蓉。这个美术专业出身的“治沙创客”，立

志把梭梭林变成“沙漠药田”。

2014 年，曾令龙用积蓄种下 1 万亩梭

梭，3 年后试着在根部嫁接肉苁蓉，同时尝

试在白刺林下接种锁阳。头两年收成不足

5 万元，合伙人陆续离开，但他咬牙坚持了

下来。去年开始，肉苁蓉和锁阳的采收量

不断增长。今年他又接种了 3000 亩锁阳，

如今锁阳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1.2 万亩，内蒙

古、新疆的种植户都来拜师学艺。

在民勤，嫁接肉苁蓉的技术最早由姜

莉玲发掘。2007 年，她看到内蒙古梭梭嫁

接肉苁蓉的报道，顿时眼前一亮：民勤与内

蒙古自然环境相似，这不就是她日思夜想

的让农民增收的答案吗？

民勤能不能种？嫁接难不难？带着疑

问，她便和时任西西渠镇制产村党支部书

记何德荣前往内蒙古学艺。

返回后，何德荣在青土湖承包梭梭林

进行人工接种肉苁蓉，种植过程中却发现

接种成功率只能达到 20%至 30%。经过结

合民勤气候、温度、土壤等的探索实践，何

德荣终于找到了适合民勤当地的一套接

种技术，接种成功率达到 85%。

2012 年，在他的带动下，制产

村村民黄培新等 10 位肉苁蓉种

植户成立了民勤县芸丰肉苁蓉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成员平均

每户种植肉苁蓉 70 亩以上。

如 今 ，合 作 社 成 员 已 达 到

106 人，种植面积 4600 亩，

带动相邻乡镇沙区沿线农

户种植肉苁蓉 2000 多亩，

农户户均增收 2万元以上。

而马俊河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沙产

业，他不仅尝试了电商直播、肉苁蓉种植，

还发明了“网格压沙+梭梭定植”，把沙漠变

成“可触摸的课堂”，实现夏季沙漠露营、压

沙体验等研学项目，让农民从“挥锹种树”

到“端起了生态碗”。

“让黄沙生财，治沙才有后劲。”马俊河

看着远处正在吐芽的梭梭林说。

在一代代民勤人和万千志愿者的奔赴

中，一幅生态图景逐步呈现：

民勤全县 325 万亩天然植被得到封育，

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 261 万亩以上，工程

固沙 130 万亩，年均沙尘天气从 51 天下降

至 19 天；

大力发展沙区特色产业，6.1 万亩梭

梭嫁接肉苁蓉成为“沙漠黄金”；

电商与研学让蜜瓜、人参果等

特产溢价 3 倍至 5 倍，2024 年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2.1 万元。

曾被预言“将成第二个

罗布泊”的民勤，有

了 瓜 果 香 ，有 了 研

学潮⋯⋯

在雄浑无

垠 的 腾 格 里

沙 漠 中 ， 初

夏 的 风 吹 过

绿意盎然的梭

梭 林 ，为 民 勤

半个世纪以来

的治沙史添上

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1000 元的衣服可以买，10 元邮

费必须省，如果不包邮，宁可不下

单；十几元的视频会员不舍得买，一

张千元演唱会门票却毫不含糊；几

百元的手办说买就买，但吃外卖必

须凑满减⋯⋯这种“既清醒又任性”

“既抠门又大方”的消费方式，正是

当前年轻人消费的日常，彰显着物

资丰富时代的自我与张扬。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消费主张，

反差萌的消费行为背后，隐藏着年

轻人的生活哲学——该省省，该花

花。哪里该花钱、哪里该省钱，他们

有一套独特的判断准则，非必要不

剁手，但遇上真正提升幸福感的物

件，果断出手不犹豫。

反差萌指向一种“情价比”型消

费，即追求情绪价值与价格的最大

比值。相较于物的实用性，成长于

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

简单的物质拥有，而是更加注重消

费过程中的感受和体验，更关注精

神的满足感，追求“情价比”。例如，

花钱学一门才艺，既能提升自我又

能陶冶情操；盲盒、谷子等“奇奇怪

怪”的小物件，就像一个个情绪开

关，轻轻一按就能点亮枯燥生活。

年轻人愿意为快乐买单，其消费关

键词已从“拥有”转变成“感受”，情

绪价值已成新的消费密码。

当然，那些追求“情价比”的年

轻人，在“该花花”的同时，更懂得

“该省省”，遇到自认为无需花钱的

事情时，抠门套路只有想不到，没有

做不到。他们会在深夜掐点抢券、

研究各种“平替”、在跳蚤市场寻觅

二手好物等，各种省钱妙招折射出

消费更理性的一面。媒体的一项调

查表明，超过 40%的年轻人购物时

会反复比价，45.37%会选择“平替商

品”，38.48%会认真参考其他消费者的评价。

当“情价比”遇上精打细算，年轻人既能为了热爱一掷千

金、享受购物乐趣，也会掌控自己的消费冲动、在细节处精打

细算，这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就像网友说的：“我可以吃 10 元

的盒饭，但必须配 30 元的奶茶——这才是生活该有的平衡，

毕竟快乐是刚需。”

生活有多少种切面，就有多少种生意机会。年轻人消费

观念、偏好和行为模式的变化，既为消费市场带来机遇和挑

战，也给企业提出了新课题。体验为王的时代，走心才能更

打动人，企业和商家要深入洞察当前年轻消费者的需求和偏

好，生产够硬核的产品、创造够独特的体验、提供够真诚的服

务，撬动消费者情感支点，激发潜在消费需求，才能让他们心

甘情愿花钱。

当
﹃
情价比

﹄
遇上精打细算王

琳

暮色初临，河北唐山河头老街运河上，

6 艘战船一字排开，数面战鼓擂响，《唐王东

征》演出拉开序幕。

身披铠甲的鼓手挥起鼓槌，闷雷般的震

颤声贴着水面滚过，鼓点渐密，仿佛千军万

马将至。台下的观众纷纷举起相机拍摄，正

撞见第一簇铁花在船头炸开——1600 摄氏

度的铁水泼向夜空，如同蛟龙冲天，金色的

星火照亮了观众眼中的震撼。

“当初从河南请师傅来打铁花，光路上

就得折腾几天。”负责打铁花演出的毕文国，

是位身形魁梧的唐山汉子，被人亲切地称作

“黑哥”，开演前仍在奔走协调。“唐山是钢铁

之乡，我们这些老钢厂出来的，对烧钢炼铁

太熟悉了，有啥可怕的？为啥不能打出自家

的铁花呢？”

大话说出去了，就要自己干出来。废弃

厂房里，毕文国带领团队开始反复试验。要

打出完美的铁花，铁水的温度要保持 1600

摄氏度至 1700 摄氏度，温度低了，铁花就打

不起来。锅炉不知试坏了多少口，钢铁汉子

们终于打出了满意的铁花。

铁花技艺要打磨，6 艘战船亦是“身经

百战”。河头老街由人工运河改造发展而

来，4 米深的河道能起到降温作用，铁花表

演恰好在船上进行，而这些船是退休的老

渔船。毕文国感慨道：“没想到，老家的破

渔船还有第二春。”舞台的装潢、渔船的新

生、铁花的表演节奏，钢铁之乡的匠心从未

缺席。

散场时，人们摩肩接踵，沿着运河深处

走 去 ，才 觉 两 岸 景 致 也 由 匠 人 精 心 雕 琢 。

唐风灯树夹岸而立，双层连廊成串连排，宫

灯摇曳，倒映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街区店铺

鳞次栉比，各有新意，食集、茶庄、宫廷火锅

店，无论名号还是装潢都古意盎然，尤其一

家家汉服店林立街边，好似向每一位游客

发出穿越邀请。福至汉服店的直播间里，

主播王一帆身着刺绣精美的襦裙，对着镜

头滔滔不绝。“河头老街的布景极适合尝试

汉服，一秒穿越大唐！快来亲身感受一番

吧！”直播之外，王一帆也包揽了向顾客推

荐和讲解服饰的工作，“每到周末和旅游旺

季，店里热闹得很，一天能接待 60 位到 100

位顾客”。

造梦，一毫一厘都让人入戏：在这里，转

角会遇到邀你成语比拼的书生，教学宫商角

徵羽的乐手，赠一支上上签送来祝福的算卦

先生⋯⋯北京游客李泽楷说：“感觉每五步

就有互动，每十步又有杂技表演，整条街真

是下足了功夫！”

此外，还有双重的时空对话在街头巷尾

交织，越逛“唐”味儿越浓。运煤火车头变成

合影打卡道具，唐山老字号牌匾集合成一面

回忆墙，乡音俗语的标牌林立在唐山话广

场，时光好像有了褶皱，不仅让人入戏，还能

触碰工业文明的脉络。

虚实交错的巧思，要比生硬的仿古建筑

更引人入胜，穿行其中的人情味，也最能温

暖人心。暖心驿站送出一杯杯免费的古法

冰镇饮品，随处可见的藤椅提供小憩的便

利，景区入口旁边还有为大巴司机师傅专门

设置的休息点⋯⋯

临别之际，扮作古代武士的检票员抱

拳相送，一句老唐山话远远传来：“稀罕您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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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勤县青梭公益四方墩生态林基地今年民勤县青梭公益四方墩生态林基地今年 33 月种植月种植

的梭梭发芽吐绿的梭梭发芽吐绿。。 张亚斌张亚斌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在民勤县东湖镇青土井村种植基地采在民勤县东湖镇青土井村种植基地采

挖的锁阳挖的锁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梅梅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