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荒草的种子
◆张抗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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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已经去过内蒙古大草原，在途
经的那些城镇，你识别出了正被绿草一日
日修复的荒漠和碱滩吗？你或许即将出
发去草原，听说过蒙草集团坚持多年的

“小草扎根”吗？你或许还没去草原，但在
你生活的城市，那些如茵大草坪、绿色的
园林、五彩斑斓的花海和花田，是否让你
心旷神怡养眼养心？你或是你的孩子，或
许 已 经 在“ 快 乐 小 草 ”的 草 坪 上 打 过 滚
儿？“快乐小草”是蒙草集团新推出的全产
业链服务：可自我再生的运动草、足球场
草坪、走路草坪……让你与韧性皮实的小
草们亲密接触。那么，你是否想过，它们
的种子来自哪里？

草原草原，草是原野和草甸的精气
神儿。

蒙 草 集 团 ，上 天 派 来 维 护 草 原 的
使者。

很多年了，小草在顽强地生长。小草
注定不会长成大树，小草只是长成更多的
小草，大片大片的小草，更坚韧更抗寒更
优质更节水的小草，从北到南地繁衍蔓
延，去覆盖更多的荒滩矿区边坡。蒙草人
每年在那些需要草地草皮草坪的地方种
草，要满足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草需求，
就必须培育并提供海量的草种，俗称“草
籽儿”。那些优质草籽儿的基因只能从草
原野生草本中获得，如今聚合在这里，是
为了让野草野花的后代，经过杂交优化的
精心繁育，再回到那些逐年退化的草原与
荒漠，还草原之绿之重之丰厚。那些细小
的草籽儿是多么不起眼哦，那么轻那么
小，一阵风来，就可把它们吹得无影无踪；
一阵雨来，就可把它们冲得七零八散。它
们皮壳的光滑保护层是为了防止外力的
侵蚀，近于透明的翅翼及茸毛，是为了便
于在风中飞翔。也许有人将其视为“杂
草”，但在蒙草人眼里，它们却是播撒福音
的天使。

三年前那个夏天的一个中午，在呼和
浩特郊外，巍峨苍凉的大青山下，我和蒙
草集团的领导钱瑞霞女士，走在种子研发
基地茂密的草场上。高原的强光晃得人
睁不开眼，裸露的胳膊被晒得火辣辣疼。

热情干练的钱瑞霞头戴草帽，身穿厚厚的
长袖外套，红色的丝巾把脖子裹得严严实
实，只露出一双微笑的眼睛。草原的阳光
之酷烈可穿透衣衫，女人只能用一条红纱
巾来表现女性之美。可知那些长时间在
室外作业的人，为遮挡高原强紫外线，需
要怎样严格的防护才不会晒伤。

“蒙草集团”草种培育驯化基地阔大
的草场，是一个草的世界。从春到秋三时
三季的花草，细长碧绿的叶片、茁壮挺拔
的草茎，一池池一畦畦，如块块碧玉，翠生
生绿汪汪，挺立翘首匍匐摇曳。这里筛选
培育出来的草籽儿，地下根系发达、耐旱
耐寒，生命周期长、维持成本低，具有涵养
水源、防风固沙的优良特性。俗话说：一
片草能挡万丈风，“蒙草”最初命名为“蒙
草抗旱”。十年来，蒙草的足迹遍布内蒙
古及西北多地区，使得数千公顷因缺水而
荒芜废弃的草原沙地重換绿装，蒙草也构
建了“草、草业、草科技”三位一体的产业
生态圈。

蒙古茯、红豆草、火龙草、连线草、百
里香、山梅花、匍匐枸杞、莓叶萎菱菜、二
裂萎菱菜、山丹花、龙丹花、黄刺玫、蒙古
韭、萹莓豆、地黄、地榆、桔梗、红果、二色
补血草（俗称干枝梅）、葱鸦、沙葱、细叶百
合、细叶白头翁、紫花地丁、沙冬青……

它们被蒙草人亲切地称为“中国草”，
一草一花自成乾坤。它们来自内蒙古草
原以及西北东北地区草甸深处，是从几千
种天然草中精心选育出来的优质草种。
我国自有草原原生草种资源丰富，蒙草集
团研发基地积十余年心血积累，目前已搜
集植物标本 2800 余种、驯化乡土野生草
种 1600 余种，被开发利用的已达 160 多
种。这些草种若是在草场上混合种植，可
逐步实现植被的物种多样性。集团目前
已建有草原生态、盐碱地改良、抗旱植物、
耐寒植物、土壤修复、沙地治理等 13 个专
业研究院及植物种质资源库、百余亩草博
园。大型基因种子库分为长期库、中期
库、短期库。在低温条件下，草种最长的
可保存 30 年。还有几千平方米的现代化

温室里蔚为壮观的实验架，那些在原野上
“疾风知劲草”的柔软而坚韧的小草，它们
的“孩子”此刻就安静地住在实验室的玻
璃瓶或标本盒里，或圆或扁、或尖或细，小
小的身体里包裹着巨大的生命能量。一
旦小草发芽，深绿浅绿葱绿碧绿的小草，
何其喜人；一旦小草开花，金灿灿、红艳
艳、紫莹莹的花朵，何其美丽。2015 年新
登记的野生乡土植物土默特砾苔草，抗逆
性抗病虫害能力强，耐盐碱、耐践踏，前后
培育历时七年之久。据统计，国外引进的
人工草坪，每平方米耗水 1~2.5 吨，而改
种耐旱的蒙草，可节水 90%。在极度缺水
的中国北方草原，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振奋
的发展前景。

用中国草修复中国草原，让绿化变得
低碳节水，让绿化不再奢侈——是蒙草人
的理想。近年来，蒙草集团已完成乌海奥
运公园、包头青山国宾馆敕勒川公园、集
宁市白泉山公园等多地大型绿化改造工
程，集团多次获得全国荣誉奖项。在王召
明和他的团队不断探索人工干预下草原
自然修复生态的新模式中，用绿色偿还生
态欠账、用小草为荒漠“锁边儿”、让沙地
复绿、已成为蒙草人坚守不渝的信念。

每年春夏，基地培育的草种长势喜
人，而混杂其中的淘汰草也随之疯长。蒙
草人蹲在草场上，用双手细心拔去一株株
杂草，每日浸泡在汗水里，身上的汗水未
等落在地上，已在阳光下蒸发了，工作服
上留下盐渍斑斑。遇上沙尘天气，从野外
收工回来，洗脸水都成了“混凝土”。他们
幽默地说：最美的蒙草人，一定是面庞最
黑的人。蒙草集团现有数百人的技术队
伍、数千名工程项目及绿化员工。除了

“80 后”，近年来有更多“90 后”的年轻人
也走进了蒙草。蒙草人若是半夜被突降
的大雨惊醒，会以最敏捷的动作冲入雨中
收起晾晒的草种。前几年蒙草集团就在
网上发起了“为草原”活动——为草原致
歉、为草原发声、为草原点赞、为草原微
笑、为草原众筹。呼唤全社会更多人来关
注爱护草原。在“蒙草缘”的会刊上，我看

到蒙草人写下的感人诗句：“我是一棵小
小的蒙草，生长在草原的怀抱”“趁得青春
年少时，迸洒热汗润莽原”“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十几年前，著名的蒙古族歌唱家布仁
巴雅尔、乌日娜夫妇一家，曾因一曲生动
美妙的蒙古歌曲联唱“吉祥三宝”而享誉
全国。他们一家人都已成为蒙草集团的
终身代言人，为宣传蒙草、为保护草原，承
担了大量公益活动。他们的小儿子，被人
称为“草原小王子”乌达木，如今已经长成
一个帅气的蒙古族少年歌手。童年生长
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乌达木，看到草原一年
年退化，曾有一个天真的梦想：假如我有
一瓶神奇的墨水，只要洒在草原上，所有
的草全都变绿了，那该多么好！

天下所有爱草、爱草原的人，我们都
是吉祥一家人！乌达木，就是一粒饱满结
实的小小草籽儿，愿他长成郁郁葱葱的草
山草湖草海。

想起蒙草集团那个大红句号加小红
点儿的著名商标，回味他们的品牌标识释
义：使命与责任、红色、热情、执着，同时也
代表对“生态危机的警示”。那个句号涵
义：要为“不生态、不科学、不节能”违背自
然规律的建设行为，划上一个大大的句
号；那个小圆点——要努力让以“节约
型、科技型、创新型”为基础的“生态文明”
落下一个实实的起点。

这个大句号与小点儿，都是蒙草精神
的种子，在干旱的土地上，发芽生长。

假如我们人人手中都握有一瓶神奇
的墨水，哦，全世界的陆地就会变成一片
绿色的草海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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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生态作家李青松的生态
报告文学新作《万物笔记》，再一
次被他的生态责任和大地伦理精
神震撼。他以敏感的生态意识，
真实地书写和凸显了人与自然关
系不容乐观的现状以及存在的痼
疾与沉疴，强调了人类的责任意识
和精神担当。

《万物笔记》收入了李青松的
代表作品《一种精神》《遥远的虎
啸》《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中
国》《乌梁素海》《鸟道》《从大开发
到大禁伐》等名篇佳作。全书洋
洋洒洒 17 万字，字里行间弥漫着
敬畏自然的生态理念、渴望生态
平衡的热切呼唤和对美好生命和
钟灵毓秀自然环境的强烈渴望。

李青松并不掩饰自己的生活
哲学，他主张人应当过一种“诗意
地栖居”在大地上的生活，同时去
感受自然的美丽与精致，在简约
和朴素中体味生命的大美。本书
对未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进行
了美好地瞻望和深情地祝福。通
过新闻性与 文 学 性 相 得 益 彰 的
独特的表达和阐述，《万物笔记》
使一直局限在环保、生态等专业
领域诸多迫在眉睫的现象，开始
被更多普通人了解与关注，同时
也提高了读者的生态环境意识，
促 进 了 其 自 觉 参 与 生 态环境保
护 行 动 的 积 极 性 、主 动 性 和 自
觉性。

在李青松的笔下，动植物不
是孤立的物质对象，而是各有其
生命世界和性格的对象。作者在
描述它们的时候，不是以纯粹物
理性、生物性、科学性地解剖和记
录，而是充盈着神奇柔韧的个性
文化品性。李青松从不同的动植
物身上发现和描述丰富的通识性
奇妙内容，也让人感受到其神秘
内蕴和蕴含的哲理内容。

李青松的报告文学，可以说
在文学领域中有力地回应了人与
自然的关系如何和谐共处的时代
主题。他不仅擅长重大题材的宏
大叙事，处理起精致短文也游刃
有余。其作品，在理性与感性之
间架构了复调叙事的桥梁。

书中的选文《一种精神》，讲
述了一个外号叫“二杆子”的农
民，以个人奋斗的精神，数十年植
树造林，种树不止，种了 10 万亩
林地，2000 万株树。植树造林对
于这位普通农民而言，业已具有
了某种宗教般的狂热，他知道“前
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道理，他更知
道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但他依
然 承 担 起 这 份 光 荣 而 艰 巨 的
任务。

“ 一 个 春 秋 就 是 一 个 年 轮 。
这个被称作二杆子的人，终于有
了盼头。青山垣上到处是意外和
惊 喜 ，到 处 都 是 绿 葱 葱 的 松 和
柏。远看去，一棵树就是一个树
的波浪，欢呼着卷上去，把尘嚣和
功利也卷走了。从山顶看呢，远
一处，近一处，深一块，浅一块，像
一潭一潭碧绿的湖水，无风时，湖
面纹丝不动，逢风起，满山满岭就
温柔地拂动起来”。

皇天不负有心人，蓊蓊郁郁
的松林，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是
他最欣喜的收获。漫山遍野的绿
色树林，赐予人类幸福感和获得
感，这是植树造林的农民最感到
自我实现的有力证据。

《一种精神》里有调侃式的戏
谑，也有对“二杆子”长期坚持种
树、遇到困难绝不退缩的深入叙
述。为了种树，“二杆子”卖掉了
给老人买的棺木，因为放牧问题
与村民发生了激烈冲突，甚至在
妻儿生病时没有照顾左右，但他
承担起了改造世界的责任。李青
松要告诉我们，我们种下去的不
光是树，更是在播种一个保持生
态和谐的精神。这与“大地伦理”
不谋而合。“自然”与“人”相辅相
成，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决定着
自然对我们的回报。

我喜欢读李青松的作品，让
我惊奇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我不知
道的事情。李青松认为，在我们
充满情感的视觉中，那些草木、河
流和云朵无不具有诗的意蕴和哲
理的内涵。在古希腊语中，世界
和美是同一个词。美是什么？美
就是差别，美就是自然。万物皆
自然，生于自然，归于自然。有
时，树就是你的亲人，树能听懂你
叹息里的愁楚、哀怨、忧郁和无
奈。在树面前，也许，一切功名和
喧嚣都变成了过眼云烟，心中只
有圣洁和美丽。从这个意义上
说，树更具有至诚至善至美的意
味。一株树就是一个世界。如同
帕斯卡尔的芦苇一样，树也是有
思想的。当世界的差别只剩下一
种差别的时候，那一定是树与树
的差别了。自然法则从来没有改
变，改变的是世界，是我们自己。

《万物笔记》的阅读，让我坚
信，李青松在坚硬的现实的面前，
以孱弱的文字来梳理人与自然的
关系，唤醒人类的良知。明知文
字无力，却仍孜孜不倦，体现了一
位报告文学作家温良的善意。因
此，生态处于失衡与紊乱的困境
时，所有的生存，当然也包括人的
生存都将变得格外沉重与艰辛。
李青松默默地写作，默默地祈祷，
默默地追思，当美好的一切在大
地上黯然销魂时，叩问生存的价
值和意义，反思片面追求发展带
来的满目疮痍。作品中，我们看
到了美丽、淳朴、丰厚、原生态的
大自然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类自
身的局限与短视，以及人战胜自
身弱点向大自然回归的良知和
天性。

《万物笔记》作者李青松敏锐
地把握住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重大
的主题，并自觉和坚定地将这个
主题同自己的报告文学结合起
来，在纷纭的人类与自然的交互
关系中发现和表达自己的生态信
仰，树立和追求自己的“大地伦
理”观，展现自己的大地理性和人
文坚守。这种明显地有别于其它
文学题材选择表达的自觉，彰显
了一个作家的文学理念的预判和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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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我来到宁夏盐池县，第一次走进
“黎明村”，只因这个饱受风沙侵害的自然村，
当时被风沙逼得无法生存，不得不四处搬家
躲避。在几个月内，由一个完整的村，分裂成
遥遥相望的 4个小庄点。

记得初次踏访黎明村的那天，呈现在我
面前的是断垣残壁和一浪高过一浪的沙丘。
我看到，黄沙正一点一点地蚕食墙壁上的彩
绘，就连村中饮羊的水槽都被黄沙填满了。

这个仅有四五十户居民的小村庄，像逃
避瘟疫一样相继搬到相距一公里左右、原来
也没有人居住的“南梁”“北梁”“东梁”，形成
了 3 个规模都不大的新庄点，而留在原地、暂
时未搬的只有两户。

提起风沙的危害，黎明村人都有倒不完的
苦水：黄沙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每天早晨
起床，被褥上都有一层黄沙，就连锅碗瓢盆也都
变成了盛装黄沙的容器。一场大风刮来，村中
的道路就被一道道沙梁封堵，各家各户院墙内
外都堆满了黄沙，一连几天都清理不完。

以搬家来躲避风沙，对黎明村人来说，确
实 是 无 奈 之 举 。 但 是 ，令 他 们 惊 悚 不 已 的
是：风沙如影随形，并没有远离他们：他们搬
到哪儿，风沙就跟到哪儿，新家院落、墙角又
有成堆黄沙。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时的黎明村走
到这个地步，并不是一朝一夕的。随着黎明
村人口的增长和对大自然毫无节制的索取，
生态环境也随之迅速恶化。而这种恶化，从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

当时的黎明村乃至整个盐池县，对生态
环境的人为破坏主要在于两方面：过度放牧，
滥采乱挖。超出草原承载能力的养殖和放

牧，严重地摧残了本已相当脆弱的草原，加剧
了草原沙化的进程。而滥采乱挖则是雪上加
霜，作为优质甘草产地，盐池县在产生经济效
益的同时，年复一年的挖甘草大会战，酿成了
一场又一场生态劫难，也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流
血冲突，将盐池草场弄得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与这些人为的破坏相比，由于缺经费、
缺人力、缺政策，当地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却严
重滞后，绿化程度也很低。我第一次去黎明村
时，看见村里只有三四株沙枣树，此外再也见
不到别的树木。因为难得见到绿草，整个大地
都呈现出缺少生机的黄色。这样脆弱的生态
环境，怎经得起年复一年的破坏？

2000 年，我二访黎明村，留在原地的只剩
下了一户。

2002 年，我三访黎明村，那里的环境还在
恶化。但是这一年，值得欣喜的是，盐池县
委县政府已作出决定：将本县禁牧的时间提
前到当年的 11 月。与此同时，各级政府采取
了有力措施，果断地禁止滥采乱挖。脆弱的
草原，从此得到了休养生息。

2006 年四访黎明村时，留在老黎明村那
最 后 一 户 人 家 也 搬 走 了 ，旧 庄 点 完 全 消 失
了。同时，我也欣喜地看到黎明村的“黎明”：
宁夏及盐池县借三北防护林建设和“天保工
程”的东风，大范围植树造林、飞播造林、封山
育林，生态环境正发生可喜的变化。其中，仅
黎明村所在的冯记沟乡（黎明村原来隶属于
马儿庄乡，此时，马儿庄乡撤掉了，变成了马
儿庄村，纳入冯记沟乡）就飞播造林 18 万亩、
人工补播 11 万亩，黎明村周边的树木也渐渐
多了起来。

生态环境改善了，黎明村人又有了重新
聚合的愿望。于是，这个饱经磨难、曾一分为
四的自然村，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最后两
户搬离老黎明村之后，当年仓促搬到“南梁”的
12 户人家，于 2011 年都搬到了“北梁”，黎明村
就此实现了“三合为二”。到了 2012年，在当地
党委、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经过整合的黎明
村又合二为一。

短短 15 年间，黎明村由四分五裂重新走
向“统一”，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

黎明村的环境还会恶化吗？还会因风沙
逼迫而迁徙吗？我在 2016 年十访黎明村时向

村民提出了这个问题，黎明村人告诉我：绝不
会了！

黎明村人为什么会如此肯定，他们的底
气来自哪里？原来，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磨难
之后，所有村民的环境意识都提高了，在他们
看来，如果自己不破坏，环境就不会再恶化。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盐池县已经涌现出
一批治沙大户。原来一些挖甘草能手，不但
自己收起铁锹不挖甘草了，而且自发地投巨
资治理沙漠，成为治沙的功臣。而更多的盐
池人，非但自己不挖了，而且在外县有人前
来挖甘草时，自发地组织起来，勇敢地保护
家园、驱逐“入侵者”。

尤其让人振奋的是，黎明村人都有了强
烈的爱绿、植绿、护绿意识。有些村民甚至花
钱购买多种树苗，自觉地在自家房前屋后大
量植树。我十访黎明村时看到，黎明村里那
些成排的白杨都已长得比成人小腿还粗了。

如今的黎明村，早已风沙不再。资料显
示，沙化面积曾经达到 539 万亩的盐池县，现
在林木保存面积达到了 385 万亩，200 多万亩
沙化土地全部披上了绿装，100 亩以上的明沙
丘基本消除，全县实现了沙地披绿、人进沙退
的历史性转变，沙尘暴和扬沙天气也大幅度
减少。

不仅如此，原来废弃的庄稼秸秆和柠条、
花棒等固沙植物都成了好饲料。黎明村不仅
建起了养殖园区，成立了养殖合作社，还一跃
成为远近闻名的养殖专业村，所产羊肉也远
销北京、银川等地。在外面闯荡多年的青年
人回村了，一门心思想离开黎明村的人也不
走了，富裕起来的黎明村人也过上了像城里
人一样的生活，一有空闲便天南地北地游览
祖国大好河山。

近 20年的十次踏访，让我见证了这个小荒
村的沧桑巨变，见证了黎明村，从一个人人想撤
离的村庄，变成了一个令人留恋、令人向往、魅力
四射的村庄。

作者简介：
庄电一，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已发表各类

稿件五千多篇、五百多万字。著有《悠悠我
心》《艺苑飞鸿》《这方水土这方人》《记者的天
空》等。曾获地球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