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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逐沙绘丹青
（上接第一版）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可令深谷为陵、
高岸为谷。2008年，一场席卷全球的国
际金融危机让风风火火的外贸黯然失
色，众多鞋贸企业陷入困境。

面对不景气的市场环境，刘吉发没
有坐以待毙。2009年，他奔赴南北疆开
始长达数月的考察，寻求转行之道，最终
将投资目光落在桑产业这个领域。他坚
定地认为，企业既要与市场接轨，也要走
可持续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在变幻
莫测的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而桑产业
前景光明、未来可期。

一个思想的火花，升腾起一片燃烧
的热望。

怀着对故乡的一片深情，刘吉发决
定返乡创业，在乌兰旦达盖沙漠开启一
番新事业。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沙抗争就
此上演。

人沙抗争

前脚弓，后脚蹬，十六双青筋暴起的
手臂紧握十六把铁锹，十六张黑如木炭
的脸眉头紧锁，满身热汗洒向大地。

沙漠腹地，热浪滚滚，大伙儿挥锨舞
镐，使出洪荒之力，流沙撕开又涌入，像
拳头打在棉花上，树坑根本就挖不深。锹
头捣进沙子，白褂敞怀、皮肤黝黑的壮汉
挺直腰杆，啐了一口唾沫：“这真是活受
罪，歇会儿再干！”帐篷内，长柄水瓢在十
几双长满老茧的虎口间传递，刘吉发“
咕咚咕咚”几口下肚，长舒一口气——

“开弓没有回头箭，再难也要干下去！”大
伙儿捏紧拳头：“对，再难也要干下去！”

2013年5月23日，荒芜的沙漠里搭
起几顶帆布帐篷，这便成了最初的办公
地和宿营地。为找水，打井机昼夜作业，
不料引来狼群，它们在十几米外虎视眈
眈。建起两米多高的铁围栏，备好手腕粗
的木棒，大伙儿方觉踏实。他们夜以继
日，打好深达250米的首口机井仅用了

一个多月时间 ，汲取的水混沌不堪，即
使沉淀后做饭，也是清汤挂面碗底沙，夹
生米饭沙磕牙。

烈日煎烤下的乌兰旦达盖沙漠，地
面温度接近60摄氏度。为了避免中暑，
大伙儿白天只能猫在蒸笼般的帐篷里，
待气温下降后，再动身忙碌，可即便如
此，依然是大汗淋漓。好不容易熬到了夜
晚，除了餮蚊成阵，更有蛇虫妄图钻入帐
篷，让人难以入眠。

刘吉发身兼场长、采购员、财务会计、
技术员和施工员数职，日无暇晷。面对众
人讨论不休的植树难题，他果断弃用效率
慢、耗体力的打坑机，几经周折，研究发明
了固沙防沙快速植树装置。该装置采用大
马力开沟埋管，自动投苗覆土的方式，8名
工人一天就能种10万株桑树苗。在此后
实践摸索中，他又先后发明了固沙植被高
效保水等十余项实用新型装置。

桑树苗种下了，如何存活又成了问
题！沙漠腹地沙鼠横行、洞穴串联，种下
的树苗还不见发芽，便被咬坏了根。为
此，刘吉发通过生物、化学防治并举的方
式，有效遏制了鼠害。

当年6月的一天，一场沙尘暴突如
其来，眼见地平线上升腾起一道黑线，大
伙儿撂下工具，拼了命地往帐篷跑，顷刻
间，沙尘暴呼啸而至，刘吉发大吼：“都把
帐篷桩给按住了。”可这些举动对于暴戾
的沙尘暴来说根本无济于事，帐篷瞬间
被掀翻，风沙裹挟着碎石在耳边呼呼作
响。刘吉发也被这沙尘暴激怒了，攥紧拳
头低吼着、抵抗着，誓与这天地斗一番。

日居月诸，在这场实力悬殊的人沙
抗争中，所有人都是“拼命三郎”，以一当
十，以每一日、每一夜的执着，夺取沙漠
的每一寸、每一尺。拓荒首年，他们成功
植下5000余亩蛋白桑。

滚石上山

千难万难，最棘手的问题还是资金

短缺。沙漠造林，一切从零开始，树苗、人
工、灌溉、维护……处处都需要资金投
入，没有充裕的本钱，再有决心毅力也是
纸上谈兵。

创业初期，刘吉发拿出1500万元积
蓄投资，虽然他精打细算，恨不得一分钱
掰成几瓣花，但依然招不住每天流水般
的烧钱速度。2015年，按照规划，要再种
植5000亩蛋白桑。他东拼西凑，资金缺
口仍然很大。他想通过银行贷款筹资，可
栽下的蛋白桑还没有产生经济效益，银
行也不敢贸然放贷 。

资金难题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绑
住刘吉发的手脚。坚持还是放弃，成为横
亘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面对“马拉松
式”的持续植树，他心力交瘁，即使在深
夜也睡不踏实，时常只身一人登高望远，
看不到希望所在。他一次又一次叩问内
心：“为啥要来干这个？这些桑树什么时
候才能看到回头钱？”

彼时，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亲朋好友
难免冷嘲热讽、冷眼相对。对此，刘吉发
也曾流下心酸的泪水。

为了筹资，刘吉发不得不再端起酒
杯，无论是故旧相识，还是熟魏生张，只
要有拉拢投资的机会，他都会叫上对方
聚一聚、聊一聊。在他的四处“化缘”下，
竟有百十位亲朋好友出资支持他。

刘吉发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哪
怕是压上全部身家，也要再拼一把。

2015年，他售尽名下房产，转手名
下全部公司，抛售苗圃基地……把过往
奋斗的一切变现2200万元，全部投到乌
兰旦达盖沙漠。自此，现实如滚石上山，
他已没有任何退路。

苦尽甘来

逐沙垦荒十载，执拗的刘吉发让昔
日的不毛之地披上“绿装”，1000多万株
蛋白桑在乌兰旦达盖沙漠里迎风招展，
这里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蛋白桑种植基地

之一。
盛夏时节，绵延起伏的沙地间桑果

满枝、桑林遍野、满目绿意。深秋时节，
记者驱车跟随两鬓斑白的刘吉发再次
进入沙漠腹地，频繁出现在视野中的鹅
喉羚、野兔等野生动物，让他百感交集：

“10 年前，哪里能想到如今是这番景
象？”

精河县八家户农场南戈壁，紧临
G30连霍高速公路，背靠乌兰旦达盖沙
漠，老党员张新峰在此种植葡萄20余
年，至今记得多年前的光景——风卷黄
沙弥漫天，荒沙渺渺无人烟。“一到沙尘
天，乡亲们连门都不敢出，更重要的是
农作物受灾，只能‘靠天吃饭、广种薄
收’。”

“这几年，沙漠绿了，风沙少了，空气
明显比原来湿润了。”亲眼见证了沙漠中
的绿植从星星点点到郁郁葱葱，张新峰
连声感叹真不容易。生态好转后，他承包
的200余亩葡萄品质一年好过一年，经
济效益节节攀升。

依托蛋白桑的经济价值，刘吉发创
办的新疆金桑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
过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发展沙漠休闲观
光旅游及林下经济，逐渐走上正轨。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生活的磨
砺让刘吉发有了许多感悟。2020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他多方联系，伸出援
手，向湖北武汉捐赠了价值50余万元的
爱心物资。为了回馈社会，他每年坚持慰
问全州各县市公办敬老院，为老人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10年来，总有人问刘吉发，跑到沙
漠里折腾，到底图个啥？如今，绿海桑田
不仅有效遏制了沙漠蔓延，实现了水土
保持、防风固沙、水源涵养等生态功能，
还吸纳了周边农牧民在企业长期就业。

到底图个啥呢？“为了实现经济生态
效益双赢，让戈壁荒漠变成金山银山。”
刘吉发坚定地说。

新华社达喀尔11月26日电（记者王
子正）由中企承建的塞内加尔达喀尔市政
交通疏导项目日前在该国首都达喀尔举行
开工典礼。塞内加尔总理阿马杜·巴、中国
驻塞内加尔大使肖晗等出席典礼。

达喀尔市政交通疏导项目是“振兴
塞内加尔计划”的重点项目，由中国国家

开发银行和塞内加尔政府共同出资，中
交一公局、中国河南国际合作集团有限
公司和塞方合作伙伴共同承建。

阿马杜·巴在25日的典礼致辞中表
示，达喀尔市政交通疏导项目将大力改
善首都达喀尔的交通状况。包括捷斯-
图巴高速公路、方久尼大桥等在内的中

塞合作项目将对推动塞内加尔经济发展
起到积极作用。

肖晗在致辞中说，中国和塞内加尔
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也同为中非合作
论坛共同主席国。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深
化两国政治互信与务实合作。

据介绍，达喀尔市政交通疏导项目

包括尼亚耶公路扩建项目和达喀尔道路
疏通改善项目。其中尼亚耶公路扩建项
目包含对全长62公里狭窄拥堵路段的
整修、拓宽；达喀尔道路疏通改善项目包
含新建3座高架立交桥、10座人行天
桥，以及有关道路的修复、拓宽、整治和
重建。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艾哈迈德·伊
萨日前在埃及新行政首都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埃及希望到2028年实现每
年接待300万名中国游客的目标。埃及
目前每周接待约4000至5000名中国游
客。“这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但我们可以
做得更好。”

“到2028年每年吸引300万中国游
客，意味着每周有6万名中国游客来埃及。”

伊萨说，这需要更多的航班和酒店房间。
“我们欢迎中国酒店投资者来埃及投资，也
欢迎中国旅行社组织赴埃及旅游团。”

据伊萨介绍，自2000年开始统计游
客数量以来，埃及每年接待的中国游客
均未超过30万。通过埃中两国旅游部
门、投资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作，可以让
到埃及的中国游客数量进一步增加。

今年以来，赴埃及的中国游客数量不

断增多，但伊萨认为目前的数量只占预期
的十分之一左右。“我们有几个项目可以
让中国旅行社和中国航空公司受益。”伊
萨说，埃及为航空公司提供了激励计划，
为旅行社提供了联合营销计划，并将宣布
一系列面向酒店投资者的激励措施。

“我希望能够尽快访问中国，与中国酒
店投资者、旅行社和航空公司交流，让他们
了解埃及旅游产品所能带来的回报。”伊萨

说，“与此同时，我们计划为中国各地的旅
游产品零售商和旅游行业媒体提供参观埃
及和了解埃及相关产品的考察团。”

就整体游客数量而言，伊萨说，预计
今年埃及游客数量将比去年增长30%
以上，“应该能够实现或至少尽可能接近
今年接待1500万游客的目标”，2028年
的目标是接待3000万名游客。

（新华社开罗11月27日电）

希望到2028年每年接待300万中国游客
——访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长艾哈迈德·伊萨

□ 新华社记者 姚兵

中企承建塞内加尔达喀尔市政交通疏导项目举行开工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