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坚守中寻求创新与突破

《岁月的风声》序

灵武历史悠久，自古文人辈出。这方热土充满了灵性，孕育了许多感人

至深的故事。

1951 年，灵武东山坡扬起了红旗，点起了篝火，响起了嘹亮的歌声，一大

批来自天南海北的青年在这里安营扎寨，平壑填沟，开垦土地，引水上山，栽

种树木。在极为恶劣的环境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使千年荒山披上了美丽

的绿装，书写了灵武园艺场建设发展的宏伟篇章。

进入 20 世纪后，新任园艺场党委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广大职工，克服困

难，迎难而上，治脏乱、迁坟墓、修道路、砌园墙、引外资、建景点，苦战在滴水

成冰、酷暑烈日的岁月里，使园艺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万亩果园、沟

渠、路林配套。二郎山、碑林、园家磨坊、栖霞山、天池、留香湖、红柳沟、白杨

湾山庄、文化长廊等生态旅游景点，将原有果林和新建景点连成一片。发展

了以灵武长枣为支柱产业兼有苹果、桃、李、杏及葡萄为主的生产基地；打造

了园艺文化，发展了以生态旅游为主的服务业，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需要我们发扬光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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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更需要我们去弘扬和传承。新任园艺场党委领导

班子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把构建和谐文化作为一项

重要工作。2008年以来，园艺场相继编辑出版的《灵武园艺试验场场志》、

科技论文集《芬芳的果树园》、文学作品集《珍藏的时光》等，得到了社会各

界及园艺场广大职工的赞誉和肯定。2012年 3月，在园艺场离退休职工和

在职职工及有关人员的精心努力下，新的文学作品集《岁月的风声》即将付

梓，这是园艺场文化建设中的又一件大事。《岁月的风声》收录了近百名作

者精心创作的 130多篇散文，这些作者把笔尖镶入历史深层，用平实、凝

重、明净的语言，勾勒出真切深邃的人生体验，纪念历史上曾在这片热土作

出重要贡献的先辈们，也展现了新一代林业职工开发这片热土的激情和感

动。这本书里每一篇作品反映的角度都不同。这些作品通过描绘百态纷呈

的社会风貌，传递新鲜的生活信息，在主观与客观相和谐与不和谐的矛盾

碰撞中，沉重的步履穿越浓重的传统理念幛幔，让作品拂卷着生活的热流，

时代感受、人物倾向、民俗习气、顺境与逆境、选择与被选择，在这里被潜心

品味，正视了文化背景对人们心灵色彩的浸染，强化了散文对生活的参与

意识，情境和抒情又融在传统文化的惯性中，凝重反思，意味深长，这就构

成《岁月的风声》的总体风格。

在岁月的潮汐里，寄托着人格理想的艺术时空，审美知觉行进在艺术

的联想中，爱祖国、爱家乡、爱园艺场，这种情愫与时代责任感相交融，这本

书里每一篇都流淌着来自心田的感情温泉，闪烁着生活本色的光泽。无惊

天动地之事，全是普通人的是是非非。不论写人、写景、写事，作者落笔遵循

真情实践，按照散文创作自身的禀赋去追求真的信念和实践，宁静委婉，凝

重苍凉，抒情则力透纸背，叙事则叙中趣显，议论则议中明理，读后让人久

久难忘。

追求真情是散文的灵魂。《岁月的风声》无疑包含着作者们的真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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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源于生活的真实感受，融入到难忘的岁月里去挖掘、去拓展，这就给

读者送去可震动心弦的磁力、长久的共鸣。自然，这近百名作者并非专业

作家，也非文字驾驭高手，文章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但是，读到这些生活

在最基层的职工写的东西，使我们零距离地抚摩那一草一木，感受生活的

亲切与真实，不仅分享着对生活的深情厚爱，而且能感到生活的哲理和自

信。是为序。

2012年 3月 26日于灵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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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武园艺试验场赋
◎段怀君

灵武园艺场，背枕山麓，面临沃壤，牵黄土高原，入碧芳旷野。集天地之灵

气，聚山水之精华。引九曲黄河水滋润，沐鄂尔多斯台地之劲风，明清烽火台装

点大漠风情，茫茫厚土积千古文明。

历史园艺场，源远绵长。原为私家果园，新中国成立前数遭兵燹，坟墓遍布，

杂草丛生。1951年建试验场，两间土房，十几名职工，几把铁锹。60余年风雨兼

程，迎沙暴，植杨柳，开沟渠，架渡槽，天地当做铺盖，热血驱散严寒，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果香芬芳飘之渠畔，科研水平誉满塞上。然逢“十年浩劫”，园林毁圮，

苗圃颓败，人心涣散，职工贫穷，问题成堆。进入新世纪，干群一心，众手劈开顽

石，汗水融开河冰，苦战三伏严寒，艰难方显执著。为有改革多壮志，敢叫日月换

新天。

人文园艺场，文脉根深。徒骋怀而思古，惟敛迹以缓步。品鉴明清碑之文字，

泳先人千古之诗篇。篮球劲旅尽得城乡风流，文艺节目蜚声古州著誉。书法摄影

誉享山川，文学作品奇葩绽秀。尤笃修志，文脉恒昌。科技论文，重放异彩。《珍

藏的时光》焕现代之精神，书今日之华章。立奇石昔秃山野岭变栖霞景点，塑碑

林引名流大家融瀚墨溢香；走村庄翻山岭挖掘民俗文化，集古朴承遗风打造园

家磨坊；修天池园神话碧波荡漾霞光映，建山庄兴旅游柳暗花明又一村。

形胜园艺场，美景迤逦，梦萦魂牵，独具风骚。极目放眼，近原绿色葱茏，远

山桃李绰约。绿树环围翠柳萦绕，红花点缀彩蝶翩舞。镇河古塔影掩幽径，淙淙

秦渠穿于艺圃。二郎山落英缤纷雾岚渺渺，栖霞山宿鸟倚林苍烟落照，松篁迎风

而歌，春色美不胜收。书法篆刻风格迥异誉冠艺苑。农耕耒铝栉风沐雨古朴厚

重，烈士陵园构思独特气贯苍穹，明清石刻朴实简练重现古韵。阳春四月，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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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拂桃花绽放，万树渲染蝶舞飞扬；金秋时节，仙果满枝五彩缤纷，景随步移望

而生津。

奋发园艺场，西部大开发鼓角激荡，建设步伐风起云涌。蕴黄河奔腾之气

势，卷时代汹涌之巨澜。干群尽智，茹苦克艰，挽图强之巨澜；激流时势，纳贤励

志，奏奋进之强音。调结构，葺墙舍，泽洪流，扩园地，起楼宅，迁新居，建景区，纾

民困。科技兴场，砥砺奋进；全场协力，日月一新。学人遥莅，研修园林文化；引资

招商，笑迎八方宾客。并臻和谐，共创园艺新纪元；兴替云烟，数不尽风流人物。

保护环境资源，碧野青山争茂，昔日干山秃林，而今葱茏可悦；大红枣食如甘饴，

玉黄李甜如蜜饯。宁秋宁冠宁锦香秀宁夏川，绿葡萄红海棠皆飧人佳品。

抚今追昔，艰辛已入史载；仰天浩歌，前程更似丹阳。滚滚黄河，铸园艺人浩

然之品格：厚厚黄土，孕开拓者勃兴之禀性。

时维三月，满腹胸臆颂热土，千笔难书园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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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园艺场工作的日子里
◎梅 林

………………………………………………………………………………

梅先生是一位忠于党和人民的老科技工作者、果林专家。1951

年 1月到宁夏灵武园艺试验场工作，1951 年至 1972 年 1 月任园艺

场场长。在园艺研究、推广和生产工作中奋斗了四十多年，有很强

的专业知识。在果树专业理论上有自己的独到观点和见解。尤其是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主持制定了灵武园艺场 5000 亩果林规划设计，利

用沙漠荒地试栽果林获得成功，开创了我区利用沙荒地发展果树的

先例，填补了我区果树整形修剪等技术上的空白。在幼树越冬及优

良品种推广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在出版灵武园艺场文学作品集

《岁月的风声》时，我们从宁夏农科院寻得梅林老先生档案中《我在

园艺场工作的日子里》一文，载入书籍中发表，以表达对梅林这位

宁夏果林事业战线上的老前辈、老专家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编者）

………………………………………………………………………………

我叫梅林，1918年 6 月出生于湖南，1941年毕业于成都金陵大学农业专

科。1949年 7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宁夏灵武园艺试验场场长、宁夏农科园艺所

所长；是中国园艺学会第二届理事，自治区第一届园艺学会理事长，第二、三届

园艺学会理事等。我 1982 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工作的 40多年里，我

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

我是 1951年 2 月被分配到宁夏灵武园艺试验场工作的，当时由于园艺场

土地面积狭小（仅 106亩），难以开展试验工作。所以寻找合适的试验场地，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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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的主要任务。1952 年园艺场场部搬迁到银川芦花台，我留在灵武负责试

验工作，土地问题仍得不到解决，已成为建场初期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怎么办？

再搬迁到城市附近去肯定不现实，而在灵武附近，只有“教场滩乏、牛岗子、锅底

坑”的沙荒地，如果经过土壤改造，提水上山，沙荒地能否变成果园？当时自己心

中的把握不大，经过几年摸索、验证，同时对灵武东山沙边附近的农户进行调

查、访问，发现农民的果园也逐年向沙区边境扩展，还可以引水灌溉。于是我开

始在东山边试种几棵枣树，再逐渐向沙窝发展。由于有了这一实践和认识，坚定

了我开垦沙荒、向荒山进军的决心。开垦沙荒首先要急需经费，当时吴忠回族自

治州的领导，在我多次向他们呼吁之后，于 1956 年拨给我们场 2000元的开荒

费用，共开荒 120亩，引水可以勉强流到地里。1957年开始栽树，树苗成活，生长

均好。这个事实说明沙漠地只要有水灌溉，果树是可以成活生长的。1958年宁夏

回族自治区筹备处正式成立，领导要求我们继续开垦荒地，加快扩大果园种植

面积，并新分配了百余名浙江支宁青年来灵武园艺场工作。当时灵武园艺场仅

有科研干部五六人，财会人员一人，要接受如此艰巨的任务，我的内心也存有一

定的畏难情绪。面对繁忙的开荒任务，当地群众也背后议论：“老梅把政府的钱

朝黄沙里丢着呢！”当时园艺场除了会计员以外，再无行政干部，开荒、生产、群

众生活都由我一人顶着干。有关农田建设规划、防风林带、种树配置、果树栽植

规划，都由我一人设计制定。现在时过 40 年，再回头来看灵武园艺场的试验基

地的规划设计，是能够经受历史验证和时间考验的。在灵武工作的 20余年里，

担任场长责任重大，科研工作的压力繁重，我当时内心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让苹

果在沙荒地上开花结果。当我顶着压力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时，我的心情总会

感到十分愉悦。

我在灵武园艺场工作时，总在考虑一个问题：试验场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根

据自治区领导的意图和宁夏地区的客观情况，决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果树事

业发展，就是灵武园艺试验场的根本任务。根据这一根本任务的要求，园艺试验

场必须解决不同时期果树生产中存在的不同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幼龄苹

果树越冬死亡的问题，成了当时发展苹果事业的拦路虎。经过我和科研人员的

共同努力，取得了幼龄苹果树顺利越冬的显著成果。为了推广此项研究成果，使

其迅速应用于大面积苹果树的生产中，我是做了不少工作的：首先，在全区举办

学习班，作学术报告，推广幼龄苹果树安全越冬的经验。其次，我亲自奔赴银川

市园林场、石嘴山园林场、惠农农场等农场、站讲述苹果幼树死亡的原因，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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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幼树越冬的技术和经验，使全区苹果幼树越冬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最后，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随着苹果幼树的逐年增长，修剪、整形技术问题显得十分

突出。当时苹果树只长树不挂果或很少挂果，当时的科技干部又缺乏这方面的

实践经验，曾派出干部和职工前往辽宁果树研究所学习取经，但仍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1958年至 1959年我连续两年聘请了辽宁果树所的老技工来宁夏

传、帮、带。我亲自在全自治区举办苹果树整形、修剪学习班，收到了显著成效，

并连续在四五年内每年举办修剪学习班，使全区各市（县）、园艺场（站）及果农

的修剪技术逐年得到提高，使苹果树整形、修剪这一关键技术管理措施得以普

及巩固，并不断提高，为发展宁夏苹果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51年至 1960 年，我对梨品种进行高接试验，引进优良梨品种，如砀山酥

梨、黄县长把梨、山东茌梨、鸭梨等，并大量在宁夏各市县进行繁殖推广。

1951年至 1955年，我对宁夏沙果树进行高接换种，大力推广苹果种植技

术，不断解决宁夏苹果生产中突出的技术性、关键性问题。

1959年至 1968年，我开展对桃品种的引进与推广工作。20 世纪 60 年代共

引进推广优良桃树品种 90余种，经过定植观察，选育出了岗山白、岗山 500、天

津早生、白凤、离核水蜜、大久保、新端阳等仅 10个优良品种在全区推广，并及

时向各市县提供技术和接穗。

1968年至 1984年，引进日

本产“富士”苹果优良品种，并

在全区推广“富士”苗木。嫁接

“富士”苗木成活率 95%以上，

并想方设法提高技工的嫁接技

术定额，为国家创利润约 50

000 元以上，（按每天嫁接 800

株计算）。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为

宁夏引进日本“巨峰”葡萄品

种，并大量培育和推广。

试验基地的好坏是出成

果、出人才的关键，没有好的试

验基地是难以出成果的。出不

了成果，则留不住人才。人心不 林果专家梅林先生全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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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这是灵武园艺场和园艺所两地多年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总结之一。园艺所从

灵武搬迁到银川芦花台后，10余年来也曾基地三迁。要搞好果树事业，使其得

到进一步发展就非要跳出那个圈子不可。从果树发展事业的角度考虑，我决心

在退休前解决园艺所的科研基地问题。经过两年多的奔走、呼吁，多次硬着头皮

找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帮助解决问题，为科研基地早日得到解决，我跑上跑下，当

问题有了一定头绪的时候，有的同志笑着对我说：“眼看你马上要退休了，还跑

个啥劲！”当时我已 65岁，年过花甲，为了给年轻人创造一个搞科研的优良条

件，即使退休了，这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由于我的不懈努力和院领导的大力支

持，终于改变园艺所的科研环境。

40余年来由于我不断学习、勇于实践，截至目前凡属果园管理中的技术问

题自己均能自如地解决。退休后我仍然担任一个农场及一个民营园艺所的技术

顾问。由于现在年已古稀，于 1991年辞去顾问一职，很多林果场以名誉顾问相

邀，我也婉言拒绝。我认为今生从事果树栽培事业 40余年，对宁夏的果树事业

尽心尽力、鞠躬尽瘁、死而无憾，所做的一切是对得起宁夏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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