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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记者来到仲山镇李山村的村南
头，这里有一座海拔60米左右的山，名字叫
猪山。沿十多道梯田拾级而上，绿油油的麦
苗长势一点都不比山脚下平原的差，李金
才正在地里施肥。山的北面种满了梧桐树，
六年前这里可不是如今的这般景象，而是
一座寸草不生且无人关心的石头山。

荒山的改变，来自于李金才一家人的
不懈努力。2009年嘉祥县号召绿化荒山，
李金才没有半点犹豫就将村头的荒山承
包下来，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这
座记忆中的荒山改个模样，增加点绿色，
造福子孙后代。

“一开始把治理荒山想得太简单了，
觉得把土运上山就能种庄稼、种树了。”李
金才说，雇人、雇车，全家总动员往山上运
了一万多方土，光购买土就花了两万多块
钱。为了省钱，李金才将村子里拆房子的
砖头和建屋剩下的下脚料低价收回来后
运到山上。

由于山上全是裸露的石头，一些位置
需要填土超过1米，最低的也得30多厘米。
李金才一家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梯田的雏
形才慢慢形成。原本60亩的荒山，经过填
土后，有50多亩地都可以用来种农作物和
树，基本上看不到裸露的石头。

艰难起步，运土一万方上山填出梯田

李金才从事货物运输多年，每年有5
万多元的收入，在村里处于中上水平，包
山时，他手里有20万元左右的积蓄，但开
始治理时，才发现这就像一个无底洞。

开弓没有回头箭，除了政府给的补
贴，李金才开始找亲戚朋友们借钱，儿子
儿媳将打工的钱不断地往家里寄。“年前，
儿子寄过来4万块钱，全让我还债了。为了
省路费他们有两年的时间没回家了。”

到了2012年，李金才有些伤心，甚至
开始后悔自己包荒山，想过要放弃。“那时
包山已经三年了，但是没有一点成效，亲
朋好友看到后担心借给我的钱打水漂，就

上门来要。人活到50多岁，从来没有被人
讨过债，心里很不是滋味。”也就在那时
候，李金才做了一个决定，将村里的房子
卖了还钱，把家搬到山上来。房子只卖了5
万块钱，全被拿来还债了。但是现在还欠
着外债十多万。

好在有全家人的支持，李金才没有放
弃，妻子王巧云虽然嘴上有些抱怨，不过
跟着李金才干起活来可一点都不含糊。现
在，女儿出嫁了，虽然不宽裕，但是还经常
补贴家用。“包荒山唯一让我后悔的就是
老人和孩子跟着我一起受罪，岳母、孙子
孙女跟着我们上了山。”

借钱治山，儿子打工挣的钱被拿来还债

不会放弃，今年还将种1000棵梧桐树

李金才正在为植被施肥。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今年3月12日是第38个植树节。这38年间，有多少难忘的植树记忆，又有多
少温馨的故事感动我们。在节日到来前夕，我们采访了两位植树人的数年来
绿化美化家园的故事，让我们从他们的事迹中收获感动、汲取力量，一同建设
美好家园。

他他治治山山66年年
卖卖房房还还债债仍仍不不悔悔
嘉祥李金才花光20万积蓄还欠下十多万

李金才是嘉祥县仲山镇李山村的一位普通村民，凭着一股不怕
苦、不放弃的精神，运土、运石、兴修水利，他将寸草不生的石头山变
成了错落有致的梯田。这个过程中，花掉了所有的积蓄，借钱治山，他
也没有放弃。卖掉了房子把家搬上山，儿子儿媳打工的钱用来治理荒
山，直到现在他还有十几万元的外债。

本报记者 庄子帆 实习生 李文杨 通讯员 薛海波 杜杰
清晨，老魏走在通往山里的路上，几年来，他自费修筑环山土路60多里。

承包期签了68年，长成大树才放心
1951年，魏养富出生在邹城魏家口

村，当年村里人口有500多人，村附近的连
青山是邹城市海拔第一高。直到1968年参
军离乡，魏养富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退休前，他曾在兖矿集团焦化厂担任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

早年间连青山也曾绿树成荫，但后来
经历了一次次的乱砍滥伐，成了一片凄凉
荒山，村民纷纷搬离，一个500多人的村庄
只剩下不到300人。

2003年村党支部书记找到魏养富，给
他谈起这样一件事儿：荒山租给村民十多
年了，既不交租金，也不搞绿化，集体收入
一点儿都没有。现在有人来村里要求租赁
包山，不知道行不行？

“我开始很高兴，有人愿意来投资是
好事啊，可再一听对方是搞墓地就火了，
连说不行。”魏养富觉得，如果租赁承包必
须是搞绿化，让连青山重现原来的模样，
否则就不租。

送走村里的书记后，魏养富当晚就失
眠了。他思前想后，终于做了一个大胆的
决定：“我让村里把荒山租给我，我开工资
找人搞绿化。1600多亩的山岭地，我争三
保四不要五（年），全部绿化完。我在合同
上主动明确写上，主要栽柏树等四季常青
树，栽的这些树长年在山上，不准砍伐。”

这还不算，魏养富将承包期一下子签
了68年，因为他觉得，松柏等树木生长缓
慢，长成大树了他才能放心。

有人给500万想开发墓地，他当时就拒绝了
承包荒山要付租赁费，要买树苗，

要 给 工 人 工 资 ，还 要 浇 水 、租 挖 土
机……动一动，都是钱。“第一年栽雪
松、侧柏、板栗、柿子等树约10万棵，为
上山方便又修了十多里路，再加上员工
的工资，不仅手中十几万元钱花光了，
还欠了20多万元的债务。”魏养富苦笑
着说，当时家里人集体反对，指责我瞎
折腾，把家底都折腾没了。

退休前，魏养富每年年薪加车补将近
30万，如果不包这片荒山，生活会十分富
裕安逸。可将钱投到山上后，他一下子变

成了穷人。刚开始就背债，山还需
要长期绿化投资，魏养富也动摇

过，他想，如果有志同道合的

人来一起做这项事业就好了。
有人这时找上门来。2007年冬天，某

镇一位千万富翁提出共同开发荒山。可他
的开发项目恰恰是魏养富最反对的———
建墓地。该老板承诺先给他500万，利润再
五五分成，魏养富当时就拒绝了。

2010年，魏养富正式退休后，更是
把全部精力用在了绿化荒山上。他的辛
勤付出感动了周边的村民。每次大雨过
后，附近八九个村的村民赶来帮他植
树，最多时达420多人。植树成活率达到
9 0%以上，有的片区达到了95%以上。
2006年至2008年，在邹城市组织的植树
验收中，魏养富承包区的植树成活率连
年名列全市第一。

12年投了400多万，接下来想搞生态旅游
2009年，魏养

富承包的连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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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林场。
曾经的荒山，如今满眼苍翠。魏养富

徘徊山林，乐在心间。承包山林12年来，魏
养富已投资400多万元。除了全家人的工

资、借款、贷款外，还有来自山上的一项重
要收入：育苗。“不以山养山，保护山林和
开发生态旅游就是空中楼阁。”

山上的树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新鲜，
山鸡、百灵鸟、野兔、獾等动物品种也越来
越多。他琢磨着，这么好的环境应该和大家
分享，让更多人来赏山观景，采摘休闲，亲
近大自然，热爱大自然。

发展生态旅游，缺不了水、电、路，离
不开吃、玩、行。魏养富说虽然离这个目标
还有些距离，但他一直会沿着这条路走下
去。“我现在64岁，可我能和工人一样栽树
浇水，并且上山下山健步如飞，这是连青
山给我的最大回报。”

包下5000多亩荒山，栽了200多万棵树

他他用用1122年年种种出出个个
国国家家森森林林公公园园

出邹城市区向东40余公里魏家口村，有一片绵延的山脉，当地
人称之为连青山。12年前，从这里长大的魏养富在家乡承包下了这
片荒山。12年间，他累计投入资金400万元，在5000多亩山地栽植下
200多万棵树木，终于让曾经的荒山满眼青翠。

文/片 本报记者 黄广华 通讯员 顾梅 张锐

在不同的季节，李金才在梯田里种棉
花、小麦等农作物，还在山脚下养鸡喂羊，
加上山下承包的20多亩地，这些农作物、
牲畜换来的钱全都投资到治理荒山中来，
但这些远不足以支撑治山的费用。去年他
投了一万多块栽种了3000多棵梧桐树，如
今最粗的梧桐树直径已经有七八厘米了。

植树的季节又到了，李金才计划再种
1000棵梧桐树。“现在树还没有长大，梯田
可以充分利用。我想建一种标准化的梯
田，一个梯田宽度在4-5米，有利于机械
化操作，提高效率和产量。”李金才说，等
树长大后，树枝遮住梯田，就不种庄稼了。

在李金才的脑海里描绘着一幅猪山
未来的美丽画卷。“密密麻麻的梧桐树将
整座山覆盖，到那时我就不种粮食了，在
山脚下喂猪养羊，看着树一点点变粗，叶

子一点点变密。”李金才说，
到时猪山就是一景了。

离这个目标，李
金才不知道还有
多远，更不知
道还需要投
多少钱，面
对 村 里 人
的议论，他
不去理会。
他与这座山
已经融为一
体。“背着债，收
入少，晚上常常失眠
睡不着觉，但我不会垮，我还要打起
精神来把荒山治好，不管再苦再难也
要坚持，这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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