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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邀您重温红色记忆。
您经历过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吗？您是否想再重温那段红色的记忆？请您提供

相关线索，讲述那段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共同追忆。新闻热线：18663110239。

万亩防护林铸成“绿色长城”
记者探访成山林场，重温那些荒滩成林的红色记忆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林丹丹 通讯员 于壮志

走在成山林场里，我们感受到的只有松林葱郁、空气清新。但在50年前，这万亩林场还是一片荒滩，漫漫黄沙翻过6米
高的老城墙，湮没了“九庄十八疃”。自1955年开始，成山林场人开始栽植黑松，“先刨沙，再翻土，最后栽树”，历经数十年
的造林不止，一条长8 . 5公里，宽1 . 1至2公里的防护林终于把黄沙挡在了海滩上。

这里的黄沙

曾埋“九庄十八疃”

成山林场位于荣成市成山
镇的北部海滩，是我国北方最大
的人工沿海防护林林场之一，总
面积12500万亩，森林覆盖率85%。
它东西长 8 . 5公里，最宽处约 2

公里，最窄处也有 1 . 1公里，成
为守护北海岸的一道“绿色长
城”。

站在林场里的瞭望塔上向
四周望去，树木郁郁葱葱，村
居、田园掩盖其中。在滨海公路
的高处望去，公路把黄色海滩
和绿色防护林鲜明的隔开，北
边碧海万里，南边绿荫绵延不
绝。但在5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
黄沙覆盖的荒滩。

“提起北沙滩，叫人好心
酸 ；沙 埋 城 墙 顶 ，风 起 不 见
天；……”念起这段几十年前的
顺口溜，成山林场场长辛斌还
感慨良多，“解放前，这里没有
草更没有树。春冬两季，漫天黄
沙，能吹进老成山城(今成山镇驻
地)里。人经过这里，得用衣服遮
住北边的脸。吃白菜，得一层层
扒开，逐片洗。自家晒面酱，必须
得拿厚布蒙着。人慢慢地都搬迁
走了。”

在当地，有“沙埋九庄十八
疃”的传说。在成山林场的南侧，
还 保 留 着 成 山 卫 古 城 的 北 城
门———“武宁门”，城墙高6米。

“老人们说，他们小时候，黄沙在
城墙下堆成了沙坡，能堆到垛
口那么高，他们就从城墙上往
下打‘滑哧溜’。”

而现在，万亩林海锁住了
昔 日 漫 漫 黄 沙 ，林 场 附 近 的
3 0 0 0多亩耕地里阡陌交织，林
木中野兔，野鸡等动物种群丰
富，“光鸟就有1 5 3种，像白鹳、
秋沙鸭这样的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的鸟类有6种。”在林场内，翻
开脚下松针覆盖的泥土，仍可
见沙砾遍布，靠海边的树也均
一致向南倾斜，“风沙还是很
大，如果少几棵树，沙子马上就

会吹进来。前几年，有片树林死
了一些树，黄沙接着就冲进来
了，从瞭望塔上看，沙土形成了
一个明显的“黄箭头”。”

无数个“沈秀芹”

筑起“绿色长城”

在成山林场的档案室里，
许多泛黄的黑白照片记录着一
代代林场人植树的艰辛。照片
大 多 是 从 上 世 纪 5 0 年 代才有
的，“林场实际上在1923年就有
了，当时叫成山营林所。1 9 4 9

年，改名叫成山林场。直到1960

年，才正式成立了成山国营林
场。”辛斌说，“但在 1 9 5 5年之
前，栽了 3 0多年的树一棵也没
成活，那时候主要栽刺槐、柳
树、桑树。1995年，经过实验，发
现黑松最适合在盐碱沙土地里
存活，所以现在的树基本都是
黑松，有 1 0 0 0 0多亩。气候好了
之后，才开始有了几百亩经济
林。”

说起成山林场的植树人，
沈秀芹是不能不提的。在林场
附近的成山镇上，许多四五十
岁的人提起沈秀芹来还能耳熟
能详。1966年，25岁的沈秀芹被
调到成山林场担任副场长。“职
务变了，环境变了，劳动人民的
本色不能变，吃苦的精神不能
变。”这是沈秀芹在 1 9 6 6年 9月
13日的日记中的一句话。

成山三寸村民胡左腾还记
得当年和沈秀芹一起植树的情
景，“春天里，顶着雪花，她挽着
裤 腿 子 ，穿 斜 襟 的 破 棉
袄，……。地上全是沙，先得把
沙扒开，再把下面的土翻上来，
挖 好 几 米 深 ，经 常 能 挖 出 水
来……。她总说一句话，‘前人
栽树，后人乘凉’。”林场的另一
位老职工回忆说，“”她一年三
季赤脚，冬天才穿上双黄胶鞋，
一 身 衣 裳 上 上 下 下 全 是 补
丁……三伏天里，背着 8 0斤的
喷药桶打药，一干就是一天，那
时候树还没半人高，她站累了
就跪着、蹲着……”1 9 7 0年，沈

秀芹到埠柳镇开会，遇到该镇
供销社仓库起火，救火过程中，
沈秀芹昏倒在灰烬里，后经抢
救无效牺牲，时年29岁。

辛斌说，“那时候，附近村
里的人到农闲时候都来栽树，
县里的干部、民兵，甚至妇女，
都要到山上、海滩上来植树。”
松林被一片片地栽上，黄沙随
即被一步步地逼退，搬迁的人
们又逐步回来了，绿色家园再
现。

历史告诉未来

红色记忆永不湮灭

成山林场还曾有过另一个

身份——— 荣成县“五·七”干校。
从1968年10月25日建校，到1977

年12月15日合并到荣成县党校
的 1 0年间，这里培训了县干部
2806人，大队干部2760人，且在
1973年前，实行场校合一，学员
们在此造林近千亩，开荒造田
100多亩，挖河疏渠100多华里，
自己动手建校舍126间。

林场内，至今还保留着当
年建造的青砖瓦房宿舍，教室
大礼堂。宿舍内，还是当年的
胶东大火炕，墙壁上糊满了泛
黄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
等 报 纸 。宿 舍 外 ，是 菜 园 、花
圃，树上还挂着当年广播用的

大喇叭，墙体上的标语已经褪
色，但仍依稀可见。“五·七”干
校的礼堂内，几张斑驳的书桌
还摆放在最后排，学员们用过
的喇叭筒、煤油灯、写下的笔
记、报纸、红头文件等均陈列
在此。

辛斌介绍说，这是目前全
国唯一保存完整的“五·七干
校”，“一些经历过‘五·七’干校
的老人来到这里后，当场就掉
下眼泪。”如今，这里成为了威
海市的红色教育基地，“那段日
子是很多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却是那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
永远难以忘怀的。”

▲▲成成山山林林场场远远景景。。 ((本本报报
资资料料片片))

林林场场技技术术人人员员对对学学员员进进
行行劳劳动动前前的的培培训训。。 ((本本报报
资资料料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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