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生活 112025年5月23日 责任编辑 崔薇薇 编辑 王 姝 版式设计 徐广飞 校对 于海涛 专刊部电话 3595121周末版

4月21日，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下起了
雨。春雨贵如油，这对三面环沙的麦盖提县来
说堪称喜雨。麦盖提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
南缘，沙漠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0%。2010年
以前，麦盖提县年均降水量只有56.5毫米、蒸
发量高达2001.8毫米，平均每年的沙尘天气达
到150余天。下雨，在这里是一件奢侈的事。

在雨中漫步，沙漠中的景物展现出别样的
意义。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托万塔瓦尔克斯克
村沙漠植树点距离县城 35 公里，是今年麦盖
提县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基地开展植树造林
的重点区域。走进沙漠，漫漫黄沙直伸天际。
风起处，被细雨打湿的沙地不见尘埃。54岁的
护林员玉素甫·买合木提带着记者一步步登上
一座沙丘。远眺村庄，连片成林的树木如同一
条绿色的玉带，守护着袅袅的炊烟。绿色由深
到浅，临近脚下的沙丘已变得斑斑点点。

“远处那一片片林子，是十多年前就种下
的，有新疆杨、文冠果、沙棘、胡杨、新梅、
苹果；中间的那些是红柳、梭梭等，也有几年
了；最靠近沙丘的，是刚刚种下的沙枣树。”
玉素甫指着不远处说，“那就是今年科学家们
种下的树。你仔细看，树梢上已经有绿色了。”

走近这片沙枣树林，棵棵一人多高的树苗
在风中挺直着身躯，枝条上芽苞吐绿。树根
部，科学家志愿团的成员们一锹锹打起的围堰

完好无损，枝干上防止野兔啃咬树皮的防护套
依旧紧实。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勤恳建设锦绣河山……”轻
轻抚摸着这些幼小的枝条，一曲《我们走在大路
上》在植树造林工地回荡，来自武汉大学等高校
的一批批科学家、教授，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及其夫人、武汉大学教授
朱宜萱的带领下，连续11年志愿来疆植绿的场
景历历在目。

与新疆的缘分，始于麦盖提

“这棵树有点歪了，要返工。来种树就要
认认真真的，要符合规范。”86岁的朱宜萱在
一株刚种下的沙枣树苗前停下来，神情有些不
高兴，“我们要讲成活率的。”

3月25日至30日，托万塔瓦尔克斯克村沙
漠，麦盖提县第十七届义务植树活动现场，朱
宜萱教授与 57 位志愿者同伴按照划定的区
域，测量、挖坑、移苗、培土、施肥、筑堰、
浇水……6天时间，志愿者们早出晚归，栽下
了1000多棵沙枣树苗。

这个活动，由李德仁院士和他的夫人朱宜
萱教授于2014年发起。11年来，有17批志愿
者 858 人次来到麦盖提，种下 46000 多棵苗

木，折合面积560多亩。
李德仁院士是我国著名的摄影测量与遥感

学家，曾荣获 2023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朱宜萱教授曾在原国家测绘局第七地形测
量队工作。西北地区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给
这对科学家夫妇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与新疆的缘分，始于麦盖提。
2012年，沙漠逼近了麦盖提县城。麦盖提

县举全县之力，启动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基
地建设工程，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动员 10 万
余名干部群众挺进沙漠植树。

2014年9月，李德仁和朱宜萱夫妇受邀来
到麦盖提参加院士论坛。县里组织大家参观防
风固沙生态林基地。基地内，才种下两年的新
疆杨幼苗已伸展出片片绿叶，顽强抗争着风
沙。这一幕情景深深打动了他们。“麦盖提人
与沙漠抗争，不容易。当时两年才种了两万
亩，算起来100万亩要100年才能种完，时间
太长了，我们要来帮忙。”夫妇俩回到武汉
后，决定出钱出力，组织麦盖提义务植树志愿
者团队，发动亲朋好友等建立“树友群”，准
备到麦盖提种树。

2015年3月，参加麦盖提县第一届义务植
树活动的 15 名志愿者来到这片沙漠。除了李
德仁夫妇，其他志愿者多是他们曾经的同事或
同学，不少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

当时，种树的地方没有公路，车辆无法到
达。他们每天从县城
先 坐 半 个 多 小 时 汽
车，再步行3公里来到
植树地点。顶着春天
的风沙，他们和当地
干 部 群 众 一 道 扛 苗 、
修 枝 、 挖 坑 、 换 土 ，
第一天就种下了 96 棵
新疆杨。

如今，这些树已
经从1米多高长到了10
多米高。

遥感技术派上
了大用场

李德仁和朱宜萱
夫妇俩带领科学家志
愿 者 团 队 来 到 麦 盖
提，给当地群众带来
了莫大的鼓舞。

“那时候技术条件
比较差，各个片区的
树苗存活率不高。同
时，县里提出的100万
亩的目标，也让干部

群众感到压力大，对植树造林一度有些灰
心。”4月20日，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党支
部书记殷红海回忆道，当时，各乡镇的群众得
知，有院士带着一批老科学家、老教授也来义
务植树了，顿时鼓足了干劲，“有的拉家带口
上了工地，有的骑着三轮车，有的赶着毛驴
车，带着锅碗瓢盆小帐篷赶了过来。这一年完
成的任务比上一年多得多。”

“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祖国
家园处处美丽。新疆麦盖提就是一个让我们实
现愿望的地方。”朱宜萱说。

在麦盖提，科学家志愿者团队以特有的严
谨和认真，把植树造林当作事业来干。

“麦盖提县气候干旱，树苗存活率低、
生长速度慢。”朱宜萱介绍，刚开始，志愿
者们种下的树苗存活率不高。后来，大家
拜 当 地 干 部 群 众 为 师 ， 多 方 求 教 林 业 专
家，不断改进植树技术：

——种树时从目测改为拉绳定位，确保树
苗成一条直线，并保持合理间距；

——种下树后“三踩两提”，即填沙后用
脚踩实，把树提起放回再踩紧，再提再踩，让
树苗根系舒展，利于生长；

——在当地群众指导下，他们将滴灌水
管绕着一棵棵树苗呈“S”形放置，水管就
不易被风刮跑了；

——种好的树苗外面要罩上用阻沙网卷成
的网罩，可以高效经济地防止树苗冬天被野
兔、野鸡等小动物啃食。这是大家在尝试了用
麦草、芨芨草、聚氯乙烯管保护树根等方法
后，最终与当地群众一起总结出来的诀窍。

……
经过探索，科学家志愿者团队种下的树苗

存活率已提高到90%以上。
作为我国测绘遥感领域的权威专家，李德

仁夫妇的专业知识，在麦盖提绿化事业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李德仁院士指导学生制作了麦盖提县历年
卫星遥感图，可以清晰查看绿化面积变化、生
态林长势等情况，为全县精准监测管护林木提
供了极大便利。

近年来，麦盖提县植树造林效果日益显
现，沙尘天数降到了每年 40 来天，雨水逐年
增多，各类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扩大。麦盖提县
也在从“善治沙”向“善用沙”转变，沙漠文
旅产业持续升温。

“在沙漠景区选址时，测绘遥感技术也派
上了大用场。”朱宜萱说，通过卫星遥感图，
能识别判断地形的起伏高低、沙质好坏，从而
确定最合适的景区范围。

将来我们不在了，沙漠里的树还在

“今年，李老师因为有工作在身，没有来
麦盖提。”朱宜萱说，2024年3月22日，李德
仁和志愿者们来到麦盖提县百万亩防风固沙生
态林基地，庆祝义务植树活动 10 周年。看到
10 年前种下的树苗已长数米高，大家激动不
已。越来越多人加入到麦盖提义务植树志愿者
团队。其中有李德仁和朱宜萱夫妇的同学、同
事、朋友、学生、学生的学生，有教授、工程
师、归国华侨、军人、医生、工人、企业家
等。为了跟当地植树时间保持同步，志愿活动
也形成了每年春秋两季的惯例。

“志愿者团队只给当地添绿色、不给当地
添负担。大家的来回机票，植树期间的食
宿，植树所需的工具、苗木、农资，工地与
住宿宾馆间数十公里的交通等，都是自费。”
朱宜萱说，很多人因为工作或者身体原因没
法到现场，就通过捐款捐物的形式支持义务
植树活动。

志愿者胥燕婴今年 72 岁，退休前是国家
测绘地理信息局总工程师，今年是第六次来麦
盖提县种树。

“为什么非要跋山涉水去新疆种树？”很多
人问他。

“新疆那么干旱，我们就希望它变得更绿
一点。”胥燕婴说。

74岁的达汉桥是志愿者队伍里的元老，参加
了历次植树活动，他还是志愿者队伍的大管家。

“来到这里，才能真正体会到治理沙漠的
重要性。”达汉桥说。

如今，随着影响力的扩大，这支原先主要
由武汉大学老科学家、老教授组成的志愿者团
队，成为了老中青结合、全国各行各业人士都
有的队伍。

麦盖提县的西部计划志愿者罗新兰、喀什
市的律师王静、乌鲁木齐的退役军人王保疆、
国外的两位留学生……今年的队伍中，闪耀着
更多年轻的面孔。

2024年开始，志愿者团队把报名者的年龄
上限设定为 75 岁，但这并不是强制的规定，
比如朱宜萱已经超龄、达汉桥明年也将 70
岁，但他们只要身体允许就一定会来。

“也有来不了的人，我的同学因为身体原
因，一直来不了，但是他特别想来。后来他就捐
款，去世前还托女儿给团队捐款。”朱宜萱说，
每一批志愿者团队里，都有不少老科学家、老教
授。每天在植树回营的路上，大家都会拉个歌，
唱得最熟练的是《祖国不会忘记》，“不需要你歌
颂我，不渴望你报答我，我把光辉融进，融进祖
国的星座……”

“将来我们不在了，沙漠里的树还在，这
就够了。”朱宜萱说。

新疆日报

北京时间5月14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运动会闭幕式上，国
际乒联第一副主席、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董事会主
席、中国乒协前主席刘国梁受邀成为“联合国运动会大使”。

当天，刘国梁以视频的方式在闭幕式上致辞。他说：“作为联
合国运动会大使，我谨向无数体育爱好者、观众、志愿者和服务人
员表达最深切的谢意，是你们让本次赛事取得圆满成功。”

刘国梁表示，青少年是体育运动的未来，通过这样的活动，大
家不仅获得了健康的体魄，也收获了真挚的友谊。“正值‘国际和
平与信任年’之际，让我们继续以体育作为连接不同文化和民族的
桥梁，让我们携手，通过每一次发球，每一次奔跑，弘扬体育团
结、和谐、传承友谊的共同价值。”

刘国梁说，自己期待出席6月12日举行的联合国儿童乒乓球友
谊赛，届时大家将再次把体育精神发扬光大，并将之传承至下一代。

新华社

刘国梁
受邀成为“联合国运动会大使”

在唐山开滦煤矿，有这样一句顺口溜：“铁汉钢铁铸，一人四
只手。”

“四只手”铁汉，说的就是侯占友。1946年，19岁的侯占友在
唐山赵各庄矿下井当了工人，受尽压迫剥削。新中国成立后，侯占
友翻身做了矿山的主人，在他看来，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最
佳方式就是拼尽全力多出煤。

他这一拼，就是一辈子。
20世纪70年代，全国煤炭供应告急，工业发展受阻！“国家缺

煤，就跟咱家没粮一样，宁可咱家饿着，也不能让国家没煤！”侯
占友得知消息，急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上午忙完本职工作，下午
就跑去采煤区出煤。不要加班费，不要补助粮，也不要下井津贴，
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晚上十点后才回家。

有一回，天降瓢泼大雨，妻子劝他：“雨这么大，别去了，反
正你是义务劳动。”侯占友却一脸严肃：“雨这么大，远处的工友可
能来不了，我更得去！”到了工地，刚放完炮，顶板上矸石震落压
住了电溜子，煤运不了。侯占友抄起大锤就冲向工作面，看到有块
大矸石足有3立方米，把工作面拦腰截断。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斜
着身子，一锤一锤砸，整整两个多小时，硬是把矸石砸碎，让工作
面恢复了畅通。

1974年春节前夕，开滦接到国家计委的紧急电报，要求在现有
基础上再多出煤。农历腊月二十八，侯占友背着一袋干粮就下了
井。攉煤打柱、排险闯关，在井下一口气干了三天三夜，直到大年
初一早晨，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正是有了这样的劳动模范和这样的矿工队伍，开滦实现了每天
向上海增发一列火车煤炭的目标，缓解了国家用煤的紧张状况。
1975年5月25日，新华社播发的长篇通讯中，称侯占友是“地球转
一圈，他转一圈半；地球转两圈，他上三个班”的“矿山铁汉”。

不仅出煤的时候拼，为了保护煤矿，侯占友甚至连命都可以
不要。

1976年10月，矿上恢复一号井井架施工，电焊作业不慎引发
火灾。侯占友见火势凶猛，心急如焚，他用水把自己全身浇湿，扛
起水枪就爬上 32 米高的井架。当时受唐山大地震影响余震不断，
爬井架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可侯占友想都没想就冲了上去，朝着
火势最猛的地方喷水。工友们齐心协力终于把大火扑灭，国家财产
免遭重大损失。

1979年，把命交给煤矿的侯占友，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
号。这份荣誉也支撑着他，一直拼到最后一刻。

1982年，侯占友退休。不少私人矿主知道他经验丰富，高薪聘
请他当顾问。他听后摇了摇头，转身把目光投向了矿区旁那座光秃
秃的小山，心里早有打算：“我要把这山变成公园，给工友们一个
休闲的好去处。”

水泥、石渣、砖块，侯占友一趟趟背上山。一开始，只有他一
个人默默苦干，慢慢地，退休工人来帮他开山打石，年轻人也上山
帮忙，就连孩子们也来搬搬抬抬，队伍越来越壮大。6 年时间过
去，侯占友带领大伙把曾经的荒山，变成了鸟语花香的北山公园。

2003年，76岁的侯占友因为罹患“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永
远离开了他深爱的矿山和工友们。

千米井下的采煤机，在他粗糙的双手中挺进；不毛之地的荒
山，在他的手下变成生机盎然的公园。

“矿山铁汉”侯占友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劳动的价值和奉献的
意义，也用自己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矿工向前奋进。

长城新媒体

侯占友
“拼”出个矿山铁汉

来自武汉大学的志愿者达汉桥在种小树苗。

院士与科学家志愿者团队11年植绿塔克拉玛干沙漠

敢教黄沙换春裳

刘国梁

侯占友（左一）同工友在井下运输采煤设备。

结束第十七次麦盖提县义务植树活动的科学家志愿者们返回县城，前左三为朱宜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