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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树 ，哪有那么容
易。黄传融说：“父亲带
着我们扛犁头、锄头、砍
刀上山，砍去茅草、棘刺、
藤蔓，每天起早贪黑，一
天下来，往往上衣浸满汗
水，裤子沾满露水，浑身
都是湿的。”山上原本没
有路，黄振芳一家历尽艰
辛开辟出一条机耕道，虽

说是机耕道，但路面依然
很糟糕，黄土路面，凹凸
崎岖。

“有一年冬天，山里
下了好几场大雪。为了
赶在立春前种下树苗，父
亲带我们冒着严寒上山
种树，我们手都冻僵冻裂
了，血都流出来，就贴了
医用胶布，把手放在嘴边

哈气继续干。”黄传融回
忆道，为了种树，之前攒
下的家底又掏空了，再次
欠上外债，但父亲从没想
过退缩，还越干越上瘾，
经常做梦梦到“小树苗长
成参天大树”。

为了方便管理林场，
黄振芳还在山上盖了一
幢管理房，携全家搬到山

上，过起了“春栽树、夏管
树、秋养土、冬巡护”的日
子。如今，在林场管理房
里，还陈列着当年的造林
工具、耕作工具、生活用
具。这些老物件，曾是黄
振芳全家“吃饭的家当”，
凝聚着他们的汗水和智
慧，相伴过无数“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日子。

他种树四十余载 绿了青山白了头
曾是贫困户的黄振芳，贷款承包荒山造林1207亩，走上靠山致富之路；记者

深入周宁县大山，了解黄振芳“林下生金”的故事

海都讯（记者 吴诗榕）
随着冷空气往南推进，榕城
继续维持晴冷模式。而随
着天气渐冷，闽清开启“红
红火火”模式。微风轻拂，
枫叶好似蝴蝶在空中翩
飞，山峦在枫叶的映衬下
显得格外壮丽，红的、黄
的、橙的……片片枫叶在阳
光下更显生动，将冬日的宁
静与热烈融合。

受强冷空气影响，我
省开启“冻”手“冻”脚模
式，气温保持低迷。17日
早晨最低气温，南平市中

北部、宁德市西北部和三
明市西部、北部城区可达
-2℃~0℃，高海拔山区局
部-4℃~-2℃，有结冰。

未来三天福州的天
气相当不错，天气平稳，
以晴天或多云为主。17
日，福州市区的高温会有
小幅度升高，不过昼夜温
差拉大，注意适时调整着
装。18 日气温将再次回
落 ，19 日 最 高 气 温 仅
13℃。近期夜晨寒冷，早
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
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赤橙黄绿 这里“枫景”怡人

17日 晴
10℃~19℃

18日 晴
6℃~18℃

19日 晴转多云
7℃~13℃

上山种树，不单拼
体力，还要凭脑力。种树
短期内看不到收益，必须
再干点别的，才能增加前
期收入。冥思苦想后，黄
振芳决定搞好立体种植，
实行“以林为主，多种经
营，长中短结合”的种植
模式。遍地林木中套种
着魔芋，林旁栽茶树和草
麻，有些地段种上玉米，
在茶树旁又套种黄豆、花
生、番薯和各种蔬菜，一
年四季都有东西收成。

此后，林场里的套
种作物不断升级。2017
年，黄传融开始尝试林下
养蜂，当年，200 箱蜜蜂
的蜂蜜就卖了 10 多万
元；2019年，黄传融在林
下进一步套种黄精、芍
药、草珊瑚等中草药材，
彻底将“荒山变青山”、

“青山变金山”。黄传融
告诉记者，现在他们不需
要砍树也能有可观的经

济收益。
在黄家人造林致富

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
村民上山造林，后洋村
走出了一条“林、茶、果、
牧、养、游”相结合的发
展新路。据悉，2023年，
后洋村村集体收入72万
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约
2.6万元。

莽莽青山，由三代
人接力。如今，除了长子
黄传融在管护林场之外，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的孙
女黄娟娟也在课堂上、
林场里，为学生、游客讲
述全家人的护林故事，
吸引更多人加入守护绿
水青山的行列；孙子黄
宇斌组建创业团队，开
发设计林下经济文创产
品，为传统林业赋能。

“这片山林，是我爷爷一
生的心血，我会好好地将
他的绿色梦想传承下
去。”孙女黄娟娟说道。

向光而行，致敬福建力量。2024年“感动福建”年度十大人物候选人中，有一位“造林大
王”——今年已96岁的黄振芳。无论谁参观宁德市周宁县七步乡后洋村黄振芳经营的林场，
都会产生一种催人奋发的精神力量。这里满目苍翠，生机勃勃，林间分片种植着草珊瑚、黄精
等中药材，在夏季更是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来此尽情“深呼吸”。

这样的“天然氧吧”，在40多年前曾是一座荒山，黄土裸露，水土流失严重。改变状况的是
黄振芳老人。1983年，黄振芳带领家人承包荒山50亩，后又贷款8万元造“速生林”，并在林
下套种马铃薯、魔芋等经济作物，以增加收入。四季轮回，3 年后，造林面积由 50 亩扩大到
1207亩，黄振芳成为全省有名的造林大户。1988年7月至1989年1月期间，时任宁德地委书
记习近平同志先后三次深入黄振芳家庭林场调研，高度肯定了黄振芳开荒造林、艰苦创业、带
头致富的事迹，并亲手在林场内种下三棵杉树。

如今，年迈的黄振芳已不再管理林场，造林的“接力棒”交到长子黄传融、孙女黄娟娟、孙
子黄宇斌等人的手中。从一棵树到千亩林，三代人“林下生金”的故事，还在大山里不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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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后洋村还
很贫困，黄振芳一家也“穷
得揭不开锅”，需要向亲戚
朋友借粮借米。“当时家里
经常吃的是稀地瓜米配腌
菜，过年是弟弟妹妹的唯
一盼头，只有那时有白米
饭吃、有肉配。”回忆起那
段苦日子，长子黄传融眉
头紧皱。

乘着改革开放的“第
一股春风”，1979年，在党

的号召下，黄振芳一家率
先承包了 10亩田地，种植
杂交水稻，产量竟出乎意
料的好，第一年就收获了
1万斤谷子。从来没见过
如此多谷子的黄振芳一
家，激动不已，干劲更足
了。此后两年都迎来了大
丰收，原本家中欠下的债
务也逐渐还清。

之后，黄振芳又抓住
县里鼓励发展富民产业的

政策机遇，将眼光转到开
荒种茶上，一口气承包了
7 亩茶园。一亩地能挣
2000块钱，一年收入可达
到 14000 多元。当时，整
个后洋村都没有人种茶，
村民们便帮着黄振芳采
茶，渐渐地，茶叶种植在村
里、乡里全面开花。

有了茶园的经济收入
后，黄振芳又萌生出新的
想法：“为什么没人种树

呢？变荒山为青山，定能
闯出一片天！”种树，树得
养大了才能卖，回报周期
太长，村民们一开始都不
想干。可黄振芳却认为，
种一棵树，一年能赚 1 元
钱，种 10 万棵树，一年就
是 10 万元。 1983 年，在

“中央一号文件”引领下，
黄振芳以那个年代少有的
胆识和魄力，向村委会承
包荒山，贷款植树造林。

跟着政策走 做上山种树第一人

守好一片林 举家上山以树为伴

荒山变金山
三代人走出致富路

福州市区
今起三天天气

家人扶着黄振芳（左二），来看郁郁葱葱的林场

片片枫叶变幻出万花筒般的奇妙幻彩（闽清县委宣传部吴玉晶、郑新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