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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高原上的“绿色画卷”

消失的“羊肚子手巾”，见证了陕北高原上的

生态巨变。

“以前上山种地，风一吹满脸都是黄土，擦土

擦汗都离不得手巾。现在环境好了，满山都是绿

树，‘羊肚子手巾’也用不上了。”吴起县南沟村

村民李志清感慨万千。

从黄沙飞舞到绿波荡漾，从荒山秃岭到层峦叠

翠，如今，陕西绿色版图向北推进400公里，年均入

黄泥沙量由8.3亿吨减少到2.68亿吨，毛乌素沙地

860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得到治理……一幅生态美、产

业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画卷”铺陈在山

川大地。

曾经的黄土高原植被稀少、风沙漫天，在头上

围一条能遮风挡沙的“羊肚子手巾”，是陕北老乡

的鲜明特征。而在“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延安市

吴起县，这里的村民早在十多年前就把“羊肚子手

巾”摘掉了。

“ 一 年 一 场 风 ， 从 春 刮 到

冬 。 风 吹 沙 子 走 ， 抬 脚 不 见

踪。”告别黄沙肆虐的生活，曾

是很多榆林人的梦想，治沙英雄

石光银也不例外。

1984年，石光银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联

合农户治沙”的农民治沙公司。

30余年来，他带领一帮陕北乡亲

“三战狼窝沙”，在25万亩荒沙

碱滩上种活了5300多万株（丛）

乔灌木，在毛乌素沙地南缘筑起

一条百余里长的“绿色长城”。

不只是石光银，经过一代代

治沙人与风沙和黄土顽强抗争，

榆林市林草覆盖率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初的0.9％增至36％，

860万亩流沙得到治理，实现了

从黄沙围城到“森林城市”的历

史性跨越。

距靖边县城5公里处，五台森

林公园郁郁葱葱，绿意绵延。

1964年 ， 靖 边 人 民 开 始 义 务 植

树，植树地点就在如今的五台森

由“黄”到“浅绿”，再向

“深绿”挺进

生命不息，治沙不止。71岁

的石光银一辈子只干一件事：治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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