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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一过，冀北燕山深处一派
生机：小山村沙石峪的千亩梯田里，
新滋长的葡萄根须已钻入石缝。

难以想象，这里曾是“土如珍珠
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年年指望
救济粮”的荒山穷村落。

沙石峪的乡亲们开石填涧、担
土造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奏响
了一曲“当代活愚公”的壮歌，闻名
中外。

不忘初心、实干兴邦，半个多世
纪过去，如今这里处处花果山、道道
米粮川，乡亲们正努力绘就乡村振
兴的壮美画卷。

一亩田到万国田

北山一亩田上，75岁的村民李
凤忠随手拾起一根树枝，写下三个
字——沙石峪。

“咋念？”他一边写一边问，“这
拆开从前往后念，是‘水少石头多，
山上少谷子’，从后往前念，是‘谷子
堆成山，石少变水田’。”

一前一后间改天换地，这正是
乡亲们几十年间亲历的变迁——

沙石峪位于河北省遵化市中
部，早先遍山青石板，缺土乏水长粮
难，吃穿全靠国家救济。

1966 年，也是一季春风拂过。
“开春了，咱大伙这么一辈辈熬着不
是个法儿，得想个路子。”沙石峪村
老党支部书记张贵顺和大伙商议。

“没土没水，青石板上咋刨出食
儿？”“就靠国家吧，咱就是靠救济粮
活过来的。”有人脱口而出，也有人
陷入沉默。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张贵顺
说，愚公能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给
移走，咱为啥不行，咱沙石峪的老百
姓就该活受穷？

大伙儿最终达成一致：试他一
试，就选北山坡上的青石板地做试
验。

一声吆喝一声锤，党员带头移
山造田、开石填涧，干了一个又一个
日夜，青石板上的土层一寸、两寸、
半尺，终于垫出了第一块土田。

“这块田有多大？才一亩啊，可
那真是不易啊。”大步踏过田垄，不
忍脚下粘走一粒土，李凤忠说，“这
最早的一亩田虽小，却实实在在点
燃了老百姓的心火，没啥虚的，就得
实干！”

雄关漫道真如铁，更多困难跟
上来：有了土还缺水，大伙儿索性不
靠天，一条扁担一双肩，往返 10 里
外担水浇灌庄稼苗。经过一春奋
战，23亩梯田铺在了北山上。

喜获丰收时，大家不禁相拥而
泣。

凭着这股实干劲，乡亲们再不
靠国家救济，他们一代接一代，愣是
在光秃秃的荒山上垫出了 1200 亩
梯田，用钢钎打下了 16 眼深水井，
用铁锤凿出了254米长的隧道……

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来到沙石
峪视察，赞誉沙石峪人为“当代活愚
公”。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慕名而来，
他们纷纷捧来本国的泥土汇成“万

国田”，以特殊的形式表达最深情的
敬意。

老铁具和新扁担

沙石峪陈列馆的铁锹展柜前，
聚满了参加党史学习教育的群众。

“这便是一代代党支部带领乡
亲们开山用过的老铁具。”沙石峪村
党支部书记周国军说，它们虽然缺
豁打卷，却是在提醒今天的党员和
老百姓：不要忘记来时的路。

临近出口处的一把扁担展品显
得崭新突兀。原来，挑土的扁担多
数已被使折、用糟，沙石峪村党支部
便新做了一件仿品。

扁担永在、常挑常新，沙石峪村
的一代代党支部没有躺在功劳簿
上，他们始终奋战在为乡亲们追求
美好生活的征程上——接力实干要
让大伙儿过上富裕生活。

打破“以粮为纲”的传统，推广
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成为党支部的
统一意见。

“整啥幺蛾子？水果可以不吃，
粮食不吃可不行。”消息传出，有人
提出质疑，趁着天黑薅了试种的桃
树苗。

87岁的村民周凤林回忆，拼命
攒下的耕地在乡亲们心里分量太重。

经过商议，党支部决定向不占
耕地的狼洼山进军，也算是做个先
头试验。

狼洼山是野狼出没之地，石头
柱子白灿灿更像极了狼牙。周凤林
说，他们一锹一锨石碴、一锤一钎火
花栽下了果树。

第一次结果，水嫩的桃子被送
给曾经拔过树苗的人尝。那人一边
轻抚果子，一边算账：种水果的收益
是种粮食的10多倍呢，“这好日子，
还当真在前头！”

几经艰难探索，沙石峪终于探
索出因地制宜种植葡萄的新路，在
保有粮食种植的基础上，成功架起
了葡萄秧。如今，拥有 1000 余亩

“玫瑰香”的沙石峪成了远近闻名的
葡萄村。

“咋能想到，咱这山旮旯里的
人，还能喝上洋气的葡萄酒。”葡萄
园里，种植大户张立柱一边忙着从
土里翻藤蔓，一边说道。这些年，村
党支部带领大伙儿组建起葡萄种植
专业合作社，注册了“沙石峪”牌葡
萄商标，他家每年单葡萄收入就有
30多万元。

“在村里，像我这样的还不少。”

张立柱扭头一笑。

一棵树到绿满川

就在张立柱家葡萄园旁的狼洼
山山顶，曾有一棵树矗立。

“当年山上只有这一棵树，还是
一棵假树。它可以放倒，是村民的
信号树。”沙石峪陈列馆讲解员王艳
双介绍，往哪个方向倒，就是告诉乡
亲们：日本侵略者进村了，应该往哪
个方向逃。

时光流转，山川竞秀，换了人
间：狼洼山上那棵信号树早已淹没
于葱茏绿意，无从寻觅。

从安全保卫，到催出生态红
利……在滚滚发展浪潮中，沙石峪
也曾面临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有部分村民
受“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有水快流”
的发展思维影响，曾炸山卖石。腰
包鼓了，可更多的乡亲有了抱怨：

“乌烟瘴气的，粉尘把花苞都糊住
了，葡萄还能长？”

在选择面前，村党支部与村民
在碰撞中统一思想：为了长远，忍痛
也要停炸山、关工厂，漫天星斗繁、
满坡花草香终将带来回报。

思路一转天地宽。周国军说，
如今，沙石峪借助“当代活愚公”红
色招牌吸引游客进村，盘活葡萄系
列体验式休闲度假吸引游客留村，
探索出一条以“红”扶“绿”、以“绿”
推“红”的发展之路。眼下，村里又
在谋划建设外交小镇、葡萄酒庄，生
态旅游与红色基因相结合的发展脉
络更加清晰。

近年来，沙石峪被评为“全国文
明村”“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国家
森林乡村”“中国特色村”，陈列馆入
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这个仅有 900 余人的山村，更带动
周边60多个村实现共同富裕。

日子越过越好，87岁的村民李
凤池脑子里却总闪现 50 多年前的
一幕：一次村民大会上，老书记张贵
顺提出了村子发展梦想——山上松
柏戴帽，山中果树缠腰，山下千亩千
斤水浇田。

“老书记准是睡着了。”台下有
人小声嘀咕，“这怕是在做梦。”

50 多年后，北山山腰，张贵顺
长眠于此。根据遗言，他被安葬在
一个不占耕地、不影响今后造地、能
看见村子变化的地方。

俯瞰全村，老书记的梦已然成
真。 新华社石家庄3月23日电

“当代活愚公”的新传奇
——来自燕山深处沙石峪村的故事

▲沙石峪村老党支部书记张贵顺和村民查看
庄稼长势（翻拍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沙石峪村民担土劳作场景（翻拍资料照
片） 新华社发

▲沙石峪村民用铁锤凿出的长254米的穿山
隧道，该隧道当前仍在使用（3月11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继伟 摄

◀游
客在沙石
峪葡萄园
里采摘葡
萄 （2019
年8月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