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峪镇在杨窑村开展荒山植树造林

3月 12日大峪镇全民义务植树现场
蟒川镇半扎民俗生态园

蟒川镇镇村干部在野 虎狼爬岭冶开展义务植树
蟒川镇干群运送侧柏上山

米庙焦岭村花椒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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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下愚公移山志 誓叫荒山变绿洲
———汝州市山岭地绿化工作克难攻坚行动掠影

从汝登高速东站口上路

向北行驶，你会惊然发现，几年间，汝

州大大小小的山坡上常年俯卧着一群群“小

白羊”，或聚集、或分散，或整齐、或杂乱，那一只只

耀眼的“小白羊”，正是几年来，汝州人用心血和汗

水、执着和奉献，浓墨重彩描绘出的一幅幅繁星点点的

壮丽画卷！

在荒山造林中安放育林板固土保墒，是汝州市山区

绿化造林工作的一大创举，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汝

州市累计荒山造林 16.8万亩，育林板造林面积约 2

万亩，使用育林板约 334万块，这一组组数据，足

以证明汝州市在山岭地绿化工作中的点滴改

变，俨然已成为在全省植树造林工作中

的一个模范和样板。

古有堆土挂钟响千年
今有推罐上山建绿园

在米庙镇焦岭村马头山上，有一个大型水罐高耸挺立，格

外醒目。今年春季植树造林以来，米庙镇克服了山高坡陡机械

作业难度大等困难，积极实施集体经济花椒种植项目，春节前

广泛动员群众，平整了 600多亩荒山，挖树坑 35000余个，为

保证新种植的花椒树苗成活率，该镇购置了一个可储水 30吨

的罐，铺设管网 3000米，打算实施二级提灌解决树木浇水难

题。

在造林工作中，米庙镇发出了向荒山开战，誓将荒山变

“金山银山”，让绿满米庙，绿富米庙、绿美米庙的口号。在解决

山坡植树浇水问题时，他们决定将焦岭村一个长期废弃的水

罐运到山顶，这个水罐长 8米，宽、高 2.2米，重达几吨，在这

个坡度高达四、五十多度的山坡上，想要将这个大型水罐运上

山顶，发挥最大功效是何等不易。

“听我口令，一、二、三，走；一、二、三，走……”2月 28日，

在焦岭村数十位村组干群的见证下，两台挖掘机前一台、后一

台，一个拉、一个推默契配合，在直线距离 700多米的 S型 3

米宽的临时山道上，用时 1天半时间，终于将水罐推到了山

顶。紧接着，他们又将 3000米的水管连接到每个沟沟岭岭，为

新栽植的树木浇水，提供了可靠保障。

据了解，通过实地勘察、科学论证，米庙镇在今年山岭地

植树造林中，还打算在枣树庙村北部的半山腰建 5个蓄水罐，

铺设管道 1万多米，实施二级提灌，引水上山实现山地树木浇

水全覆盖；在该镇九爻村，由于暂时解决不了水源问题，九爻

村组织群众拿起扁担挑水上山，确保让种下的每一棵树都能

及时得到灌溉。

截至目前，米庙镇抓住当前植树造林的有利时机，每天发

动近百人上山植树，去冬今春以来在山坡岭地共完成植树造

林 2700余亩，其中镇政府免费提供的近 18万棵花椒树苗已

全部栽植到位，共栽种 2300余亩，种植侧柏 400亩。

“我们这不是挖坑，是刨坑，挖坑是用铁锹挖，我们这是实实在在的

用镢头刨。”3月 20日，在大峪镇靳马线荒山造林点，该镇杨窑村村主任

吴振伟一边刨树坑，一边捡起刚刚刨出的料姜石，无奈地笑着说。

当地人都知道，汝州市北靠巍巍嵩山，南依茫茫伏牛，北汝河自西

向东南穿境而过，而汝州的北山与南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两种地质

环境，北山山崖倾石、一片荒芜，南山黄土覆盖、植被茂盛，敢于战天斗

地的汝州人就在这片荒芜的山坡上刨石取坑，挖土种树。其中，大峪镇

的荒山植树造林几乎每年都走在全市前列。

近年来，大峪镇每次选取的植树造林点都是在没路、没水、坡陡、石

头多的山头，这让很多造林大户见了摇头，可是再大的困难难不住战天

斗地的大峪人和大峪精神。

“别人不愿意干，我们就自己干。”当大峪镇党委书记张雅丽这句

掷地有声的话落地后，大峪镇全部干群积极行动，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的精神，迅速掀起全年植树造林的高潮。

去冬今春植树任务下达后，大峪镇迅速联系有山区种植经验的造

林大户，划分和明确造林范围，将任务分解下去。要求借鉴往年荒山造

林成功经验，各种植大户进行造林时要采用安装育林板、喷洒生根剂、

铺设地膜、引水上山等方式进行栽植，确保树木在少土、缺水条件下的

成活率。在树种选择上，常绿树种和落叶乔木搭配种植，所栽树木也充

分考虑其观赏价值、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实现四季常青、三季有花有

果的规划，栽种树木以侧柏、黑松、火炬松、黄栌、杏树、柿树、核桃树、月

季、桂花等为主。

同时，大峪镇还将植树造林和脱贫攻坚工作相结合，把如何增加百

姓收入，如何保证脱贫不返贫作为全镇扶贫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

峪镇 24个行政村中有 13个是贫困村，贫困人口多、脱贫任务大，为此镇

党委政府通过多次开会研究、外出考察，决定把花椒树种植作为支撑全

镇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和未来种植结构中的特色产业来抓。

去冬今春以来，大峪镇已在荒山上种植黑松、黄栌、侧柏等数木

1380余亩；种植花椒树 3000余亩。目前，在大好的植树环境下，该镇正

大力推进造林提升，计划在汝登高速两侧种植黄栌、黑松 1000余亩。

山区地势起伏大袁石头缝里把坑挖

山岭地植树造林难度大、成本高，栽植后的树木管护难度大、成活率

低，为解决这一困扰数代造林人的难题，我市在选择植物品种时在考虑

本地大的气候、土壤条件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具体种植地点的小气

候条件、土壤质地、地势高低、光照、人为破坏程度等因素，真正做到尊重

科学，适地适树，特别要注意选择适合山岭地耐旱的植物品种，这是山岭

地绿化种植成活率的关键。

其次在苗木的采购、运输、抢栽、抢种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树木

的伤害，并尽快将树木栽入土壤；在栽种时，把好挖坑整地关、苗木质量

关、栽植技术关和后期管护关，采取挖大坑或鱼鳞坑整地，土层薄或土

壤质地差的采用客土整地；使用须有“两证一签”优质壮苗；使用保水

剂、覆盖地膜、安装育林板等，对有条件的地块还采用多级提灌，提水上

山，缺水地块使用水车，拉水上山等措施，提高苗木的抗旱保墒和固土防

风的能力，提高山岭地造林的成活率。

与此同时，我市还主张让专业的人做“对口”的事情，积极培育造林

大户，除招标造林外，造林款经林业局验收后，按生态林 1000元 /亩，经

济林 400元 /亩的标准，由市财政统一拨付。

目前，我市山岭地植树造林成活率在 90％左右，使用育林板的高标

准造林能够达到 95％以上。

植树造林不仅是一句简简单单的口号，而是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

让“天更蓝，水更绿，山更青”，是几代汝州造林人的梦想，正是他们那一

滴滴汗水，才换回了汝州 120万干群的上下一心，换回了这几年汝州生

态环境质的飞跃。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通讯员 韩少伟 闫世贤

确保栽植成活率
注重管理抓细节

山区地势起伏大
石头缝里把坑挖

一望无际的花海里，一段 20 米长的吊桥上挤满了游

客，随着音乐声起，桥上的人欢乐地舞动双臂，开始有节奏

地摇摆，同时不少人拿着手机进行直播……这是位于蟒川

镇硕平花海“网红桥”上的一幅欢乐场景，不久的将来，这

幅美好的快乐图也会在蟒川镇半扎民俗生态园里原貌重

现！

蟒川镇的西部山坡被汝州人称为“虎狼爬岭”，碗口和拳

头大小的石头遍地都是，朴实的汝州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把一

块块石头从地里捡出来，可雨多就淹、雨少就旱的“虎狼爬

岭”，让辛勤劳作后的庄稼还是望天收，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

大片土地常年荒置。怎样让这片荒山恢复生机？让这虎狼爬也

能为当地群众创造出经济和社会价值，一直是蟒川镇党委政

府常年思考的问题。

去年以来，经过蟒川镇党委成员的深思熟虑，他们规划

了横跨半西、斋公店、齐沟、黑龙庙、柏树吴和蟒窝等 6 个村

庄，占地 2500亩的半扎民俗生态园。该项目由半西村创业

回乡人士王淑霞出资建设，总投资 5000 万元，于 2019 年 9

月开工，目前，已完成投资 800 万元，累计平整土地 1800 余

亩，种植花椒树苗 1000余亩。当前，蟒川镇抓住春季植树造

林的有利时机，将继续组织人员种植花椒树苗 800 余亩，种

植桃树、梨树等果树 300 余亩，并在林下套种花生、红薯等

农作物，林下散养鸡、鸭、鹅等畜禽 3 万只。预计谷雨前，花

椒、果树等将全部完成种植。计划用两到三年时间，把这里

打造成集生态种植养殖、扶贫产业发展、采摘休闲游玩于一

体的现代化生态庄园。

荒芜千年虎狼爬
明年果子高高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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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庙镇焦岭村山上可储存 30吨水的水罐
为解决浇水难题袁米庙镇组织人员挑水种树
紫云路街道龙山花海植树造林成果

庙下镇组织群众对新栽树木浇水

輥輯訛夏店镇将山坡地修整为梯田
輥輰訛陵头镇黄岭村组织人员在仙枣岭种植侧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