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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两湖指的是青新交界地带的库木库勒湖

(阿牙克库木湖)与杂斯库勒湖 。 2 0世纪

五六十年代， 李经元与其同事在此间勘测河

流， 两湖地带 由此名之 。 三年 自然灾害期

间， 李经元工作的一半是打猎，本书上篇通

过李经元双重工作的独特视角， 在叙述颇具

传奇性的故事的同时 ， 展示了两湖地带种种

鲜为人知的自然之美与神奇 。 下篇呼吁人们

珍惜、 恢复两湖地带的 自然之美， 将其建设

为生态旅游胜地， 并在此基础上呼吁人们另

辟蹊径 ， 加大绿化西北干旱区的力度，打一

场遏制荒漠化的人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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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湖地带》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都是 为

了恢复两湖 地带的生态环境 ， 打造两湖地带

徒步旅行精品线路 ，为西北干旱区的生态 、

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树立典范 。 一个个传

奇故事源自两湖地带 ，也必然归于两湖地

带，归于两湖地带明天的旅游人文资源 。走

进本书，你若能为其昔日的自然之美叫好 ，

又为其今天的生态状况 惋惜、焦虑 ，更能以

老一代奉献、开拓的精神激励自 己 ， 投身于

两湖地带的生态恢复 、旅游开发进程中，投

身于绿化西北干旱区的进程中 ， 我的写作 目

的就达到了 。

我对于西北干旱区，对于治沙都知之 甚

少， 望知之者晒笑之余，不吝指教 。指教决定

着《两湖地带》 或重印或再版后的质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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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两湖地带

1 956年3月 中旬 ， 青海省水利局派出 了一支150来人的队伍 ， 携带着充

足的生活物资和建设物资，分批向柴达木盆地进发。队伍行进至漠河农

场， 买了 1 00峰骆驼。这 1 00峰骆驼加上先前的80来匹马、 1辆嘎斯车和后

来的3辆解放车 ， 就构成了完完全全的 " 1 02农田水利勘察队" 。

勘察队队长为赵建国，总工程师兼副队长为张铭栋 ， 队员大都是三棍

子打不倒的后生。 为了防备来自柴达木盆地西北缘的两湖地带的残匪和野

兽袭击 ， 队伍装备着汉阳造七九步枪、 "趴拐 " ( 因其枪栓特别而被队员

们形象地命名)和日本 "三八大盖" ……以及手榴弹。

队伍从西宁出发，风餐露宿，经青海湖、茶卡、乌兰、都兰、香日

德、巴隆、诺木洪，到达格尔木。那么大的一个世界，拢共只有二三十户

哈萨克族人野天野地地游牧。清凌凌的格尔木河寒彻马骨，河西驻扎着进

藏部队的物资转运站，河东是文化区。这条河的两岸就构成了格尔木市 。

百货商店在地坑里 ， 木箱子上放块木板铺块臼布就是豪华拒台。一些藏民

席地坐在街道两边，兜售着正宗的 "大罗马" 等名牌瑞士手表。国营商店

"大罗马 " 每块卖 1 80元人民币 ， 他们则以 1 40元或 1 20元的价格售出 。 国

营店里的瑞士名表和藏民平时藏掖在皮袍袖口里的瑞士名表，虽然进货渠

道千差万别，但都本源于东印度公司 。

农田水利勘察队员为哈萨克牧民开挖了一条渠，引来了格尔木河水 。

他们给牧民们发放了种子、农具、帐篷，手把手地教他们种庄稼。当地的

哈萨克牧民从此过上了 比较稳定的半农半牧生活。

队伍在格尔木短暂停留后，经大灶火、乌图美仁、塔尔丁、 甘森、茫

崖 (今老茫崖 ) 、 大乌斯 、 油沙山 ， 来到了杂斯库勒湖畔。 李经元扳着手

指头算了一算，从西宁到此地，历时20多天 。

碧绿碧绿的杂斯库勒湖首先以其一眼望不到边的博大 ， 使所有队员眼

睛闪亮，欣喜若狂。湖畔的芦苇、水草、红柳与草滩的杂草绿浪相连。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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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南的绿浪-波一波地向祁漫塔格山脚涌去， 映衬着祁漫塔格山脉顶端的

积雪。天，蓝晶晶:山， 青幽幽。水禽与大鸟起落于绿草碧水间，鸣叫不

己 。 草原上，野羊成片，野驴成群， 骚情的沙狐和贪婪的狼一拨又一拨地

窜来窜去。

从茫茫的荒漠中 ， 燥烘烘地拱出来的沙尘队伍 ， 汗酸血咸地-头扎入

了水的润秀世界中 。 然而人们很快发现此地的蚊子同乌图美仁一样多， →

巴掌拍到腿上 ， 一蹭 ， 手掌湿漉漉的 ， 全是血 : 空中抓一把 ， 一挤， 摊开
巴掌， 一层死蚊子。

1956年4月 ， 陈毅元帅率中央慰问 团走青藏公路访问西藏 ， 途经柴达

木时，来到了杂斯地区。杂斯地区的蚊子之多之厉害， 来前就引起了久经

沙场的元帅的高度重视。 他给在杂斯地区工作的人员每人带来了数瓶防蚊

泊、 几盒清凉油和-顶防蚊帽 。 尽管防蚊油 、 清凉油涂到皮肤上 ， 只有半

‘、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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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拿防坟帽的李经元 1 960年4月 n 日 摄于蘑菇滩

照片背面还有李经元写的一句话"此时坟子较多，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