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6年8月27日，河北农业大
学抗洪救灾专家小组来到岗底，
当杨双牛提及岗底的苹果状况
时， 果树专家李保国教授递来一
张纸条：“如果需要果树管理技术
方面的支持，我可以帮忙。 ”

9月20日，李保国教授应邀来
岗底考察，向岗底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年前把村后沟的路修通，再
考虑在岗底指导；第二，如果在岗
底做技术指导， 技术上必须他说
了算。

10月份， 杨双牛跑到保定找
到李保国教授， 告诉他岗底村后
沟的路已经修通。这么快的速度，
李保国根本没有想到， 他根本不
相信，便连说了几个“不可能”。

杨双牛知道李保国教授是个
急脾气， 当时就用话激他：“不信
您过去看看。 ”

10月21日， 李教授抱着怀疑
的态度第三次来岗底， 果然看到
村后沟环形路真的已修好， 令他
喜出望外。 李保国教授当时显得
很激动。在他看来，岗底村干部能
干成事、 能干成大事。 他问杨双
牛：“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把路修好
了？ ” 杨双牛回答：“为了能请到
‘财神’。 ”心诚则灵。 李保国当即
决定把“太行山景观设计与建造”

项目中心试点建到岗底， 并表示
要常年住在岗底， 亲自指导岗底
果农管好果树。

一诺千金。 李保国教授兑现
了他对岗底村民的承诺。 从那一
年开始， 李保国教授就把他的铺
盖卷搬到了岗底， 一住就是17个
年头。

1997年， 以河北农业大学李
保国教授为主持人的“太行山生
态景观设计”课题组进驻岗底。在
河北农业大学专家教授的直接参
与下， 村里重新制订了岗底发展
规划， 确定了以种植产业为主导
产业、以畜牧业为辅助产业、以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为主

要原则， 重点发展精品苹果产业
和板栗产业。

李保国的“太行山生态景观
设计”课题组，根据岗底的实际，
制订了十年发展规划： 确定经过
10年时间的努力， 岗底人均收入
实现超万元的新目标。

2007年，李保国在岗底的第10
年，岗底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1万
元，人均万元的规划目标如期实现。
李保国真成了岗底人的“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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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岗底成功秘诀———

美丽岗底 永续发展
通讯员 张海菊 本报记者 刘秀礼 王智勇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这
是“十八大”报告字字铿锵的郑重宣示。

“美丽中国 ”，诗化的语言 ，温暖着亿万人 ：我们党
把 “生态文明 ”写在了自己的行动纲领上 ，也刻在了13
亿人民的心坎里。

为着我们共同的家园 ， 为着迎接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新时代的到来，人们在寻找着“生态文明”的路径。
内丘县岗底村是“生态文明”美丽家园。 30年来，他

们把７８００亩荒山变成了花果山 ，靠生态建设快速致富 ，
农民人均收入由80元提高到今年的2.5万元 ，30年提高
了312.5倍，每年以平均10倍的速度增长。

今年10月19日 ，省长张庆伟到岗底视察 ，对岗底走

生态发展之路赞不绝口。
作为全国农业园艺作物标准园示范园 、 全国发展

生态产业样板、 河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和邢台市走生
态高效发展之路典范的岗底，它的发展路径是什么？让
我们通过岗底的故事 ， 走进岗底 ， 去探究岗底成功秘
诀。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春风吹
到了地处太行深山区的岗底。

“耕者有责”的岗底人也“种者有
其山”。 农民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迸
发出来。

1981年，岗底村和其他村一样，把
8000亩荒山分到了户。

时间到了1984年， 放了三年的荒
山依然还荒着。

就在这一年，新一届的党支部成立
了。 解甲归田的共产党员杨双牛被全村
党员举手选为党支部书记。

荒山放了三年， 山场为啥依然光
秃秃 ？ 那时的时髦词是：“荒山分到
户，不用村干部。 ”具体到岗底来说，
荒山放到户，干部放了羊。 杨双牛看
到：治山不同种地 ，种地一家一户能
行，治山一家一户受人力 、财力单薄
的局限。 治山需要放炮崩坑、打井、修

坝、防雹等等，一家一户干不了，必须
聚全村之力，治好荒山，下放绿山，才
能靠得住山，吃得上山。

群众会上， 杨双牛宣布了党支
部、村委会班子的一个决定：收荒山，
放绿山。 并提出一个口号 ：“苦战十
年，将8000亩荒山变成花果山。 ”

当时中央的政策是放荒山。 在这
样的背景下，岗底“收荒山、放绿山”
的口号一提出， 全村人的思想乱了：
什么岗底跟中央“抗膀子”了，岗底要
走回头路了，等等。

面对指责， 杨双牛和一班人很冷
静。因为对“抗膀子”和“走回头路”的
问题 ，党支部、村委会班子早在作收
荒山放绿山决策之前就想到了。

他们觉得，中央“放”的政策核心
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 要种者有其
山，管者有其责 ，目的是让农民尽快

富起来。 岗底收荒山不是收了不再
放 ，而是收荒山要放绿山，不仅要村
民有其山，而且要有绿山，有花果山；
不仅要管者有其责， 而且能尽责、尽
好责，能富裕、快富裕。 这跟中央政策
没有“抗膀子”，而是创造性地落实十
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关于岗底“走回头路”的问题，杨
双牛在群众会上说，压根儿岗底干部
没想，也不敢想也不敢做。 走不走回
头路，不在形式在内容 ，收了不放叫

“走回头路”，收赖的放好的，这叫走
前人没走过的路，是农民走向富裕的
快车道、高速路，是致富的阳光路，根
本不是“回头路”。

做通群众的工作， 村干部带领群
众苦战了十年，7800亩荒山变成了花
果山，农民在分得的绿山上淘得了金
银财宝。 2011年，人均山上收入达1.8
万元，惹得周围村村民羡慕。

今天，原来笑话岗底收荒山放绿
山的人，都说岗底干部的路走对了。

１ . “抗膀子 ”

1984年， 杨双牛走马上任之
初，岗底村人均收入不足80元，人
均荒山14亩，人均耕地1分半， 17
条老光棍娶不上媳妇。 当时岗底
流传着一句顺口溜： 九龙岗下穷
山庄，穷傻愚名传四方；糠菜树叶
半年粮，光着脊梁睡土炕；三沟两
峪一面坡，八千亩山秃又光；三年
五载不断灾，年复一年度时光。

有人说，天灾可以导致贫困，
人祸可以导致贫困， 疾病可以导
致贫困。在杨双牛看来，观念也可
以导致贫困……只有深入研究贫
困，才能知道为什么仍然贫困。

那么， 岗底为什么贫困到这
步天地？ 根儿是两个字———观念。
过去他们是只把眼睛盯在人均 1
分半地上，丢掉了人均14亩山场。

为什么丢了山？“养猪为过年，养
鸡为吃蛋，种粮为吃饭，种果为尝
鲜。 ”原因是自然经济观念。

老辈子有一句话说得好，叫
靠山吃山。 意思是一方水土能养
一方人。岗底有山不靠山，反而丢
了山，违背了规律，贫穷是自然而
然的事。

杨双牛知道，观念领先，人一
定领先。但他明白，思想不统一人
心就会乱， 人心一乱经济就会倒
退。 只要人心齐，才能行动一致；
只有行动稳，才能始终方向对；只
有谋发展，才能凝聚人心。

为改变思想不统一、 观念不

一致的问题， 他组织了村党员干
部、村民代表到前南峪参观学习。
当时村民反对， 说什么“看什么
看，种果树也不能当饭吃。参观也
不过是白坐坐车，白吃顿饭”。

不久， 杨双牛租了一辆解放
牌汽车拉着岗底 20多名干部、村
民代表， 沿着岗底通往邢台县浆
水镇前南峪村的崎岖山路， 一路
颠簸“爬行”。

车上， 村民代表们有的坐在
车厢底上， 有的站在车厢扶着车
帮看风景。

金秋十月， 前南峪的苹果挂
满枝头。村民看了后触动很大，觉

得前南峪这样一个深山区的村庄
能建设成这样， 岗底为什么不能
把荒山变成“摇钱树”。

参观那天中午， 他们在浆水
镇里就餐，吃的是油条，喝的是鸡
蛋汤。回来的路上，有村民说：“看
来，这顿油条、鸡蛋汤，白吃喝不
了。 ”

回到村， 他们组织参观的干
部和村民代表开会讨论， 前南峪
之行，助了他们一臂之力，大家开
阔了眼界，想通了，最终把脱贫致
富的目标确定在治理荒山上。

岗底人的观念变了， 岗底的
山也变了。

1984年， 岗底新一届党支部
成立之后，针对“分而不治”的问
题，结合岗底治山的实际，不简单
照抄照搬政策， 而是创造性地落
实中央政策， 因地制宜， 实事求
是，把分下去的荒山收归集体。实
行“五统一分”（统一设计规划、统
一组织施工、统一组织服务、统一
质量标准、统一检查验收，分户承
包经营）治山。

他们根据人头分解任务 ，包
括村干部在内， 治山面前人人平
等，任务面前无特殊村民。当时杨
双牛和干部们， 白天外出求购水
泥、拉炸药，回到村中照样参加荒
山治理。老村主任杨群书，因为家
里劳动力少， 没人干活， 就雇人

干。 岗底当时的工分值是1.5元一
个工， 他雇人就要多出一倍的工
钱； 还有部分村民请来了亲戚和
朋友，中午都舍不得回家吃饭。当
时的岗底，山上炮声隆隆，沟沟叉
叉人山人海。

经过几年的苦战， 村民投义
务工 40万个， 动土石 210万立方
米，修地上地下水库6座，拦水坝
2500米， 栽种果树10万株， 按照

“山、水、林、田、路”的要求，高标
准治理了“三沟两峪一面坡”，治
理荒山7800亩。 山场治理后，他们
又确定了“五分一统”（分户专业
承包、分散经营管理、分类技术指
导、 分清权利责任、 分级独立核
算，统一品牌销售）管山、管树的

“统分”结合的管理体制。 农民的
积极性“大得没法说”。 岗底过去
那光秃秃的山变绿了， 岗底的水
变清了，岗底的天变蓝了，岗底的
空气变新鲜了。 寸草不长的荒山
披绿，累累果实满枝头。一条生态
高效发展之路在岗底人脚下铺
就。

1989年， 时任河北省常务副
省长李锋到岗底村视察， 当看到
初具治山成果的岗底村的山山水
水时，他感慨万千，挥笔题词：“太
行山的希望。 ”

1996年， 时任国家科委主任
宋健在美国参加科技大会期间 ，
在美国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介绍
岗底情况的文章。 随后他来到岗

底视察， 站在岗底村后沟的制高
点上，看着层层的“围山转”和葱
绿的山场， 他深有感触地说：“岗
底的治山成果是卓有成效的”，
“岗底是山区建设的一面旗帜”。

我国知名的水土保持专家于
宗周教授评价岗底治山时说：“标
准好，质量高，全国罕见。 ”

德国有关组织资助的EZE扶
贫项目考察专家达姆斯教授看到
岗底的治山成果时，称“中国农业
的奇迹，OK”，并参照岗底村的治
山模式， 确定了扶持贫困山区脱
贫致富的EZE项目。

1998年8月14日，愚公故乡河
南省济源市的市委副书记张凤有
来岗底参观， 他挥毫写下14个大
字：“愚公故乡在济源， 愚公精神
在岗底。 ”

1996年，岗底村正在经济快车道上速跑。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一年的8月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

洪灾袭击了岗底村。
太行山南部连续降雨500毫米以上， 形成了特大洪涝灾

害，岗底村由于地处两个小流域的交汇处，受灾更重，从上
游而来的特大洪水冲垮了包括岗底护村大坝在内的几乎全
部水利设施，全村200亩耕地变成了乱石滩 ,冲走了近90%的
山川良田，冲毁了村办企业……直接损失达1190万元，人均
损失达2万多元。

洪灾考验着岗底人。 百年不遇的洪灾面前，岗底村干部
带领群众开展了一场保卫村庄、保卫家园、保护群众生命财
产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洪抢险斗争。

面对一片狼藉，面对群众“没法过了”的灾后低沉情绪，
党支部、村委会通过与干部群众多种形式的鼓劲儿、沟通与
交流，在全村群众中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岗底村的护村大坝
垮了，良田被冲走了，但是，艰苦奋斗、改革创新的岗底人精
神没有被冲走； 岗底人只要有精神在， 再大的困难也能克
服，再大的难关也能闯过；护村大坝被冲垮了，我们还要修
筑更科学、更“强壮”的护村大坝，良田被冲走了，我们还要
修建更肥沃的良田。

10天之后，河北农业大学和河北省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办
公室专家教授组成的科技救灾团到来时，杨双牛这个30多岁
的汉子，望着村庄周围的惨景一边流泪一边介绍灾情。

岗底村的这种不屈不挠的自救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在场
的专家教授。专家们认认真真地帮助他们分析了岗底村的问
题， 指出山场治理必须全面考虑， 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要
顺应山场水流规律， 山上山下层层拦蓄， 蓄水排水有机结
合，水保林经济林合理搭配，山上山下相互协调；推荐了“水
保林带帽、经济林拦腰、水果抱脚、沟谷平地把粮保”的四层
楼治理模式，主动提出可以帮助岗底村进行灾后重建工作。

岗底村党支部、村委会带领全体村民重整岗底河山，投入
到了生产自救中，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惊人的毅力，利用两年
的时间，动土石210万方，投工10.8万个，修建土地180亩，修起
了长2000米、地上地下共高16米、最宽宽度（坝底宽）达15米的
护村护地大坝，被专家称之为“岗底长城”。 一些专家和学者称
岗底村1996年抗洪救灾和生产恢复为人间的“凤凰涅 ”。

2000年，太行山南部再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周围村庄
重现了1996年洪灾后的惨景，而处于两个小流域交汇处的岗
底村却是水清山绿，果实飘香，没有一点受灾的迹象。 人们
无不感叹：岗底人多亏了“岗底长城”。

２ . 油条鸡蛋汤

３ . 愚公精神

５ . 一张纸条

４ . “岗底长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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