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路上，我们惊叹于这棵菜的神奇，
也倾听着大地深处的幸福故事。

在陕北延安，我们去了当年三元朱村
派出技术员的第一个村，我们找到了当年
的老书记，他像见了亲人一样，对寿光感
恩戴德。他说村里通过种植蔬菜，一批娃
娃走出了山沟沟、进了城，买了房子买了
车；

在陕西旬邑，当地的 90 后女教师张
盼，辞去了工作，回乡当起了农民，种了
两个棚的西红柿，第一茬就挣了快5万元
了；

在新疆墨玉县，麦提亚库夫妻，关闭
了餐馆，到园区种菜，第一年就挣了20万
元，还买了人生的第一辆车，今年又把大
棚增加到了4个；

在新疆喀什，岳普湖的德班大叔种大
棚，把儿子供应到了喀什大城市，还在喀
什买了房子落了户；

在新疆和田，单身母亲布阿思种了两
个棚，已经换了房子，憧憬着有个好收入
换辆车，去看望外地读书的女儿；

在重庆开州，大量70岁以上地村民来
到园区里，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让晚年
有了一份保障；

在西藏日喀则，卓玛姐妹全家种蔬
菜，姐妹俩在城里做电商，新鲜的高原蔬
菜销往全国……

我们一路行进，一路倾听这些幸福的
故事，我们看到这些遥远地方的人们，他
们脸上有笑、眼里有光。

感恩这棵菜，不仅让遥远大地的人们
变得富足，而且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
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

在新疆英吉沙，1998年出生的斯迪克
大学毕业返乡种大棚，父母一开始不同
意，后来加入园区，成了园区的技术总监，
父母也改变了态度，鼓励他将来当个农场
主，早日把女朋友娶进门。在新疆巴州，很
多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她们进入了园区当
起了工人，改变了新疆妇女“围灶台、家中
宅”的传统，他们在园区里，通过勤劳工
作，拿着人生中的第一份工资，给孩子买
了人生中的第一件礼物，她们说自己挣钱
养活家的感觉很好……

这抹绿色，以前是寿光人寄以希望的
绿色，如今放眼全国，有更多的人选择了
它，承载起了未来。良蔬献国，为国强农，
怦然心动的故事，朴素真切的话语，这是
真实的中国农村，这是真实的远方……

蔬菜之于寿光，因为太熟悉，我们不
曾认真审视这棵菜，这次 10万公里走遍，
我们才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发现
这棵菜的伟大和不凡。

从平原沃土，到高原山地，从气候湿
润到风沙严寒，这棵菜一路在挑战中国地
理气候差异性的极限。

在山西朔州，雁北塞外，白花花的盐
碱地里，长出了叶绿果红的西红柿，西红
柿坐着飞机，飞到一线城市，而且供不应
求；

在新疆喀什，塔克拉玛干沙漠戈壁，
棚外黄沙遍地、满目荒凉，棚内青枝绿叶、
生机盎然，在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上，白
色大棚如战舰般排列的新奇景观；

在湖北黄冈，长江江心岛上新栽植的
螺丝椒，迎来了第一次采摘，汉江黏土区
长出的高品质辣椒，带着露珠端上了荆襄
人的热辣饭桌；

在重庆开州，川渝盆地，复杂多变的
长江中上游小气候，这里克服五大难题，
硬是长出了和寿光一个标准的蔬菜；

在西藏4000米海拔的谢通门县，苦寒
的高原牧区长出了脆甜的高原西瓜，调味
了藏区人民的生活味蕾.……

行者无疆，记者能战！逐绿500天，10
万公里，我们有幸成了中国走得最远的
县域媒体记者。

回看我们走过的路，这一路，有说不
尽的艰难险阻，有道不尽的未知和不确
定。在甘肃陇南的密林山谷里，我们遭遇
无人机坠机，队员杜金龙徒步爬山，去寻
找航拍器，因为体力透支，下山时扭摔了
腿、扭伤了腰；在新疆麦盖提，我们的车
队陷入了沙漠之中，在茫茫沙海，我们克
服恐惧，从容应对，联系救援，得以及时
脱险；在沙漠公路，由于路况不熟，我们
遭遇了加不上油，车子撂在公路上；在高
速上我们爆过胎、炸过挡风玻璃、躲过飞
来的轮胎；在青藏高原，队员们插着氧气
开车拍摄剪辑。在 5000 米高的珠峰脚
下，我们的老队员侯庆强由于高原缺氧，
晚上加班写稿子，患上了感冒，嘴唇成了
紫黑色，依然坚守不下火线……

算下来，这一路我们平均每天赶路
500 公里，最多的一天我们日行 1600 公
里。后备厢常备着方便面矿泉水，有很多
次为了赶路，我们从服务区接点热水、泡
上方便面继续赶路。每个人都带着成袋
子的药，应对各种的水土不服。

逐绿十万公里，这一路，并没有风花
雪月，也无暇顾及山川风景，只有颠簸行
进的苦中作乐和长途跋涉的身心俱疲。
为寿光讴歌，我们使命在肩，我们无怨无
悔。远赴山河，青春追梦，这次远行也让
我们重新看待人生和事业。

一路行来，我们最多的就是感恩。感
恩时代，让我们恰逢其时。感恩寿光这座
城市，给我们出发的底气和自信。感恩这
棵蔬菜开创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也
衷心感恩单位全程在背后的鼎力支持，
和无数次电话短信的慰问。

我们把感恩的心融入镜头和文字
里，无数日夜的努力付出也收获了欣喜
的回报。我们的策划得到了潍坊市委书
记刘运的力推，作品得到了援藏援疆援
甘指挥部的高度赞扬。我们撰写的调研
材料上报潍坊两会，入选大会发言材料。
10 篇成果报道在央级省级媒体平台发
布。《逐此青绿十万里》报道获得了市领
导的批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长征的
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里。今天我们不辱
使命，我们完成了城市的托付，交付了一
个历史性的课题。

广袤大地上的绿色回响 10万公里，路在脚下

——逐绿中国行进10万公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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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行进于昆仑山脉脚下，背南面北，一
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横亘眼前。这是中
国最大的沙漠，它干旱至极，被形容为死亡之
海、生命禁区，从古到今，它吞噬了无数文
明，楼兰、小河、精绝……连当年的丝绸之
路，都只能小心翼翼地从它的边缘经过。

沙漠，从来都是荒芜和暴烈的象征，生命
几乎在这里绝迹。与沙漠飞沙，一片荒芜对比
下，这里兀地长出了一片片的大棚。满眼天昏
沙黄，却有大棚闪烁银光，新疆南疆，这里是
西域故地，如今这里创造了绿色奇迹。

——逐绿中国日记
2023年9月26日

万里山河追寻你

一粒种子，从发芽到开花结果，需要一个月；一棵
菜从一个村庄到整个中国，用了三十年。一棵菜从枯
到荣，是一段生命历程；一棵菜走向中国，这是一段辉
煌史诗。她传扬了一座城市的名字，造富了一方百姓。
她也被总结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寿光模式”。

历史，必须被铭记。怀着对这抹绿色的崇敬和感
激，寿光市融媒体中心策划了“逐绿中国”寿光模式中
国行全媒体调研纪行采风活动，梳理这棵菜从寿光走
向全国的步伐，聆听讲述藏在中国大地里的奋斗故
事。在历史漫漫长河中，为这座城市和这段历史立传
作结。

所以，我们坚定不移；远方，我们跃跃欲试。随着
三元朱村乐义书记一声有力的“出发”，长城车队浩浩
荡荡，我们豪情万丈，一路向西。

此番远行我们没有选择便利的公共交通，而是招
募自驾车队，目的就是要保持行走的状态，用车轮去
丈量寿光蔬菜走过的路，尽可能深入到隐蔽偏远的地
方，发现地缘深处的“蔬香故事”。

如此，一走便是一年半，500天 10万公里。我们连
续7次行进，足迹走过了26省 100个市县，我们的车
队在地球表面画着线条，这条轨迹线加起来超过了十
万公里，足足是地球赤道两圈半的距离。

我们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地理的打卡，行程跨越了
三级阶梯。向西，我们穿越了华北平原、黄土高原、河
套平原、河西走廊、柴达木盆地、准格尔盆地、塔里木
盆地、青藏高原，最西到达了帕米尔高原脚下；向南，
我们穿越了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南丘陵、江汉平原、四
川盆地，一直开到海南。

这一路我们跋山涉水，太行山、秦岭、巫山、大巴
山、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天山、珠穆朗玛峰；黄河、淮
河、渭河、塔里木河、喀什河、长江、湘江、赣江、嘉陵
江、汉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雅砻江、雅鲁藏布江
……我们体验了海拔从10米到5000米的垂直落差，
感受了东西4个时区50度的经度差，切身体会到了中
国幅员之辽阔，大地之厚重。我们走过了汉、回、藏、东
乡、土家、维吾尔等20个民族文化区，触摸到了中国
多民族的文化差异和共融共生。

我们无比珍惜这次行进的机会，我们的笔不辍、
镜头不歇，一口气完成了对100个千亩园区的拍摄采
访，形成了对寿光蔬菜外输中国的框架梳理和落地版
图的轮廓描绘。

这，是中国2800多家县级融媒新闻主题活动的
一次壮举！

无畏东西，向寿光致敬

寿光走向中国，我们才能行进中
国。远方的故事动人，离不开书写故事
的人。这30多年间，“寿光模式”传播者
们，一代接着一代干，现在很多80后、90
后开始接过接力棒，他们目光更独到，步
子更稳健，看得更长远，他们带着对蔬菜
的感恩之情，去传播“寿光模式”。

文家街道的高洪新姐弟俩，一对
80后，家里种大棚供应他俩上了学，毕
业后姐弟俩积极投身设施农业，将“寿
光模式”推广到安徽；80后党员王海生
两次顶住了塞北高原的自然灾害，帮
助山阴县种出了口感番茄，带动了当
地蔬菜产业的发展；洛城街道 80 后冯
玉国，在西北推广“寿光模式”，短短几
年，将蔬菜大棚发展到西北六省数万
亩；还有老一辈的代表桑茂鹏、孟德
利，多年来一直扎根在西藏推广蔬菜
种植，现在西藏蔬菜产业发展成果显
著。还有李志红、刘勇、张东升、桑毅振
等一批新锐的推广者，也各自在中国
的各个地方，播绿四方，这些菜乡儿女
是奉献者也是孤勇者，每个人背后收
获的都是艰辛的创业和饱满的人生。

行走中国，我们也看到了这棵菜的
担当和使命。

“寿光模式”输出中国，在推动乡
村振兴过程中，也一步步实现着自身
的创新和迭代。内陆盐碱地改良、戈壁
经济、沙漠经济等课题，随着“寿光模
式”的引入，得以成功攻克，成了可行
可推广的示范课题。

一业三十年，富民强农；寿光模
式，无畏东西。时间的漫长积淀，成就
了空间的蔬香中国。历史是人民书写
的，为历史做结总要有人去做。何其幸
运，我们受历史垂青，长征的接力棒交
到了我们手里，一个产业的故事，遍撒
中国，我们跨越山海，去虔诚地记录这
棵菜的一点一滴。

向这棵菜致敬，向寿光致敬，向寿
光的播绿者们致敬！

又是一年记者节，从渤海到天山，
从海岛到珠峰，此时此刻，雄安新区新
栽植的番茄苗刚刚冒出嫩芽，甘陇高
原的彩椒已经新生红晕，南疆戈壁滩
上的茄子已经迎来了第一次采摘，放
眼可爱辽阔的中国，同一时刻，从寿光
走出的蔬菜一起喷薄生长，这又是一
个生命的轮回。

记者亦是行者，感谢这份职业赋予
我们行走和记录的天职，让我们成了中
国跑的最远的县域媒体记者，在中国版
图上留下了寿光记者的脚步和足迹。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逐绿中国的
雄心壮志，10万公里的生命磨砺都将汇
聚成寿光融媒精神的一部分，指引我
们继续奋斗。10万公里归来，我们再踏
新征程，面对新的定位，逐绿中国将继
续前进，走出新闻力，走出创收力，走
出中国，走向世界。

看昨 日 ，我 们 山 河 已 越 ，看 未
来，亦有挑战并艰险。行者无疆，记
者能战，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
再出发，面对新的征程，逐绿中国将
继续上路，向着更遥远的星辰大海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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