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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年的坚守 乌鲁木齐昔日荒山变城市“绿肺”
　  中新网乌鲁木齐   刘新    
   8 月，新疆乌鲁木齐市雅
玛里克山，观赏类花木次第开
放，清脆的鸟鸣声不绝于耳，
每天上山晨练的市民络绎不
绝，这一切都归功于山上苍翠
的林木所带来的一丝丝清凉。
 　雅玛里克山位于乌鲁木齐
市西侧，山势呈南北走向，主
峰青年峰海拔 1391 米，外缘
周长约 56 公里。随着城市规
划的变迁及快速发展，这座
40 平方公里的山体，几乎已
被林立的高楼所包围。从山顶
远眺，蜿蜒的山体披着绿色，
如同一条绿色绸带。行走在山
间道路上，紫丁香、红叶海棠、
紫叶稠李、黄刺玫等苗木错落
山间，各色花朵迎风招展，香
气扑鼻。而早在三十年前，这
里却一片荒凉。

   裸露荒山曾是城市沙尘主
要源头之一

　　雅玛里克在蒙古语中意为
“山羊之家”，民间称妖魔山，
曾是乌鲁木齐市区内最大的一
座荒山，山体地表面积达 6 万
亩。由于位于城市的上风口，
加之山体土层浅薄，干旱缺水，
且春季多风，生态环境脆弱，
三分之二的山地呈荒漠化，每
年大量沙尘随大风进入市区，
是乌鲁木齐沙尘气候的主要源
头之一，严重威胁着城市的生
态环境。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雅玛里
克山所处的沙依巴克区园林队

成立绿化“荒山班”，并在山
上种下第一片绿化试验林。当
年的“荒山班”班长安利胜说：
“山上光秃秃的，一到刮风
天，风卷起的石子打在脸上，
生疼。”
　　在“荒山班”努力下，
200 棵小树苗在雅玛里克山上
“落户”了。每天清晨天刚
亮，队员们就背水上山给树苗
浇水。对于这块试验田，安利
胜和“荒山班”的队员们铆足
了劲，操碎了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来年开
春，试验田里的 200 棵树苗九
成都抽了新芽。
　　1996 年，雅玛里克山绿
化工程正式启动。从此，每年
春季、秋季，成千上万的市民
加入义务种树“大军”，他们
发扬当代愚公精神，依靠人力
将水、土运上山，硬是让一棵
棵树苗在岩石缝里扎了根，将
一座座裸露的山头“攻克”。

　　“园林父子兵”的两代接
力

　　2001 年，从部队转业的
李作余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市沙
依巴克区林业园林管理局，从
此在雅玛里克山上扎下了根，
一干就是20多年。每逢周末、
寒暑假，李作余就会带着年龄
尚小的儿子李策上山。在李策
的眼里，挖坑、种树、浇水，
认识各种树木、花卉，一切都
是那么好玩。不知何时，一颗
小小的种子落入他的心间，随

着年龄的增长生根发芽。
李策说，在雅玛里克山种树的
老前辈们最大心愿，就是在这
座荒山上种满树，一眼望去都
是郁郁葱葱的绿。不同于父辈
“把荒山变绿林”的梦想，对
于“林二代”李策来说，他的
梦想是给荒山的“绿色本底”
披上“彩装”。
　　2016 年，乌鲁木齐市开
展“树上山”工作，作为园林
绿化队伍中的年轻力量，李策
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向“五彩
雅山”的梦想靠近。
 　李策发现，以前荒山上种
的基本都是榆树，但其实红叶
海棠、山桃等开花树种和金叶
榆、紫叶稠李等彩叶树种都适
合在山上栽种，各类树种错落
搭配，可形成更美的景观效
果。他的建议被采纳了，如今
的雅玛里克山不仅有郁郁葱葱
的绿，更有醉人的红。

　　昔日荒山变城市“绿肺”

　　随着乌鲁木齐市“树上山”
项目快速推进，雅玛里克山的
绿化速度也按下了加速键，用
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之前 22 年
种植树木总量的 1.77 倍。
  而这其中的艰辛也只有园林
人才能体会。
　　雅玛里克山山势险峻陡
峭、山体坚硬、绿化条件恶劣，
有些地方地势险峻，坡度较大，
拉水、运苗的车辆根本上不去，
只能靠人。为了克服这些困难，
园林队员采取自上而下开展种

植的模式，栽植前进行树穴换
土施肥等措施有效解决土层稀
薄问题；通过人工背树上山、
背土上山、接力运树等方式有
效解决运输问题；通过修建泵
站、铺设水系管线、压力补偿
式自动化滴灌系统等措施，解
决裸露山体无水源、高差大等
困难，切实满足灌溉用水问题。
截至目前，雅玛里克山上已铺
设各类水系管线3550余公里，
建成中水蓄水池 9 座，容量共
计 5.3 万立方米，累计铺建道
路 75 公里。建成 2 座泵站，
出水总量达 3010 立方米每小
时。雅玛里克山污水处理厂日
处理能力达到 7.5 万立方米，
将城市污水过滤净化用于绿化
灌溉。
   如今，快要退休的李作余
每天还会到山上转转，看看自
己亲手栽的树。有时会碰到已
是园林队队长的儿子李策用手

机远程遥控浇水，回忆起自己
当年浇水的场景颇为感慨，
“十多年前，我们植树那会，
浇水靠车拉，陡坡上不去的地
方，我们只能肩扛手提背着水
罐上，一次才能浇200余棵树，
现在手机一点一个山头的树都
喝上了水。”
   自 1996 年雅玛里克山开展
荒山绿化造林，先期多以乔木
和灌木为主要种植品种，近年
来为打造景观，新增炫丽海
棠、红叶海棠、金叶榆等 10
余种景观树种，结合苗圃基地
建设，有效提升绿化观赏性。
近 30 年来，雅玛里克山已累
计完成绿化 4.38 万亩，种植
树木 550 万余株，植物品种达
百余种之多。
　　昔日的荒山，如今满山林
木，转变为城市“绿肺”，成
为市民春日踏青、盛夏避暑、
秋夜赏月、隆冬观雪的好地方。

   8 月 23 日，“爽爽贵阳 
品质生活”贵阳市优质资产（长
沙）招商推介会”活动在长沙
北辰国荟酒店举行。来自湘黔
两地相关政府部分负责同志、
商会、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
企业代表等约 100 多人齐聚一
堂，感受贵阳诚意满满的招商
热情，共谋合作共赢的美好未
来。
    推介会上，贵阳市副市长
高杨出席并致辞，对关心和支
持贵阳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会领
导和企业表示欢迎，诚邀湖南
企业与市民到贵阳避暑旅游、
置业旅居、投资兴业，共叙合
作双赢发展佳话，为奋力谱写
新征程“强省会”新篇章注入
新的发展活力。
    贵阳夏季平均气温23℃，
每年吸引游客避暑消夏超过
4300 万人次。受益于良好的
森林、水体调节作用，贵阳负
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 1 万多
个，当全国都被热浪席卷的时
候，这里却可尽情沉浸氧海，
乐享夏日清凉，成为理想的避
暑“氧”生地。随后，贵阳市
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作了“爽

爽贵阳避暑季、大美之城迎贵
客”主题推介，呈现了一场爽
身、爽心、爽眼、爽口、爽购、
爽游的“六爽”盛宴，为这个
滚烫的季节带来一阵清凉的
“爽爽”文旅之风。
    结合天然气候优势，贵阳
贵安一直在积极探索避暑类地
产发展。此次推介会，贵阳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带来贵阳避
暑类地产推介。目前，贵阳贵
安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避暑旅居项目集群，以优
质、高效、便捷的“贵人服务”，
欢迎广大企业家抢抓机遇，拥
抱贵山贵水、投资避暑地产。
    随后，与会嘉宾游览贵阳
市避暑类楼盘展示，贵阳产控
集团、市城投集团，碧桂园、
中海、万科、华润、中铁置
业、中铁建、麒龙、中铁文旅
等房企带来 36 个品质楼盘，
推出房源套数在4500套左右，
以满足省外客群的避暑康养需
求。

  （记者 陈斌）

“爽爽贵阳 品质生活”优质资产招商推
介会在长沙举行

   “今天我带着小孩和好朋
友一起过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我们拍了很多很好看的照片，
发了朋友圈让大家分享，这里
的桃子果大又脆又甜！”8 月
22 日，湖南省隆回县金石桥
镇树仁村易地搬迁脱贫户陈维
录的黄桃基地，罗女士一边采
摘，一边品尝高兴地说。   
    走进黄桃基地，放眼望去，
漫山遍野的黄桃树郁郁葱葱，
一个个套袋的成熟黄桃挂满了
枝头，颗颗饱满地簇拥在一起，
风中飘来阵阵果香，惹人垂涎
欲滴。种植户陈维录夫妇穿梭
在桃园里，忙着为游客提供采
摘工具、称重、打包、算数、
扫码收款，一派火热景象。 
   “自黄桃开园上市以来，
我们基地的黄桃，每天都有好
多游客慕名前来体验自采自摘
的乐趣，供不应求，”陈维录
笑逐颜开地介绍道。他利用高
山独特的气候和土壤优势，在
荒坡上开发出果园于 2019 年
引进优质黄桃种植，面积 40
多亩，今年是笫五个年头了，
黄桃又喜获丰收。他采用黄桃
套着环保纸袋，不仅提升果实

外观品质，促使果实成熟均匀
一致，而且还能减轻病虫危害，
提高品质和好果率，实现增产
増效。   
 “陈维录的黄桃之所以吸引
周边顾客到果园购买，主要采
用了优良的品种，施的是有机
肥，并且采用人工除草、不打
农药、采用环保套袋、山泉水
灌溉等生态种植方式。结出的

黄桃个大、色艳、味甜，吃过
的人都说好！”该村支部书记
谭小飞高兴地向客商说道。现
在，陈维录的黄桃基地与休闲
采摘巧妙结合，形成“销售 +
采摘”的鲜明特色，让黄桃种
植挣上“生态钱”，吃上“幸
福饭”。
  （贺上升）

秋季的雅玛里克山色彩斑斓。刘新摄

隆回金石桥镇：脱贫户陈维录种植黄桃吃上“幸福饭”

在果园摘黄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