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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军历经 4 年，
将荒漠肉苁蓉移植到沧
州……请用手机扫描二
维码，观看相关视频。

沧县退役军人杨凯军，将生
长在荒漠之中、素有“沙漠人参”
美誉的肉苁蓉引进到大运河畔
的沧州，像孩子一般培育。

培育过程中，“沙漠人参宝
宝”水土不服，几度患病，甚至经
历生死劫难。杨凯军自制输液瓶
给他们“打点滴”治疗，甚至吃住
在地里，悉心照料它们。为了给
它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杨凯
军还请来各路除草“大军”——
羊、猪、鹅……

历经 4 年坎坷实践，如今，
荒漠肉苁蓉“宝宝”终于在沧州
长成了。

沙漠植绿

在运河区刘辛庄村的一片
河滩地上，杨凯军种植了 500多
株本地少见的植物——梭梭。每
天，杨凯军都在这片梭梭林里走
走停停，不时地伸手摸一下梭梭
叶，或者察看下面土壤的干湿情
况……这些梭梭树下面，可是他
精心培育的宝贝——荒漠肉苁
蓉。

杨凯军出生于沧县风化店
乡大白头村，今年 44岁。他长得
挺精神，但皮肤黝黑。杨凯军当
了 12年兵。退役后，当他思考未
来时，几个在新疆的战友召唤
他：“来新疆吧，咱们一起干！”

战友们在新疆从事着一份
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他们承
包了几万亩沙地，进行防风治沙
造林。2019年，杨凯军踏入塔克
拉玛干沙漠腹地的新疆巴州且
末县，和 8 名战友一起征战沙
海。

尽管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
现实远远超出他的想象。“沙漠
里一起风，沙子就顺着风往嘴里
灌，嘴干得裂口子。在正午的太
阳下干一会儿活，皮肤就会被晒
得起皮。”杨凯军说。

杨凯军和战友们一起在沙
地上种植梭梭、红柳、沙棘、胡杨
等沙生树种，并在林下探索种植
肉苁蓉、西瓜等经济作物。他们
尝试利用沙漠特有资源，发展林
下经济和富民产业。

这样的机缘巧合，使杨凯军
“结识”了肉苁蓉，并且越来越了
解它。

杨凯军介绍，肉苁蓉又叫
大芸，是一种寄生在梭梭根部
的植物，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有了肉苁蓉，沙漠不再是百无
一用的不毛之地。肉苁蓉可谓
是当地产业发展与生态建设的

“功臣”之一。
不过，栽种梭梭、培育肉苁

蓉的过程十分艰难。“栽下的树
苗好不容易成活了，可是大风呼
啦呼啦一刮，树苗就全没了。”杨
凯军说。

在困难面前，这些老兵没有
退缩。他们凭借军人的优良作风
和顽强毅力创造了奇迹，至今在
沙漠上植绿 1万多亩，种植了梭
梭、红柳等沙生树种 400 多万
株，不仅使大片沙海变成绿洲，
还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增收。

买树苗、平沙地、铺水管、植
新绿……在那里，杨凯军参与并
熟悉每一个环节。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家乡
沧州较少有沙尘暴，日照和纬度
与他所在的且末县相似，能不能
把荒漠肉苁蓉移植到沧州呢？

“荒漠肉苁蓉已经被纳入药
食同源目录，目前主要分布在新
疆、宁夏、陕西、甘肃、内蒙古等
地，到了内地主要以干货为主。
要是能在沧州培育成功，老乡们
的餐桌上就可以有新鲜的肉苁
蓉了。”杨凯军说，荒漠肉苁蓉除
了具有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
便等药用功能外，还可以制成凉
菜食用，口感甜中微涩。它晒干
后，可以煲汤、熬粥、泡酒。此外，
还可以提取其中的成分制作生
发剂、高端面膜。如果荒漠肉苁
蓉在沧州培育成功，可以降低种
植成本，还能带动家乡父老增
收。

养育“宝贝”

2020年，经过仔细思量后，
杨凯军回到沧州开始实践。

沙漠的土质和内地毕竟不
同。为了寻找合适的土质，杨凯
军开着车沿古河道一路寻找。每
到一处，他便拿出随身携带的小
铲子，铲一抔土带回去进行土壤
测试。

断断续续找寻了大约半年
时间，最终，杨凯军选择了沧县
自家的 5亩地，并在东光和吴桥
租了 3亩试验田。他从新疆引进
了 5000 株梭梭苗作为母体，采
取多种种植方式试验培育子体
荒漠肉苁蓉。

这些梭梭苗很给杨凯军“长
脸”。那年春夏，郁郁葱葱的树苗
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看着长势喜
人的梭梭，杨凯军满心欢喜。

谁知，秋季来临，持续降雨，
几千株梭梭苗遭了殃，逐渐萎靡
变黄。杨凯军为了给荒漠肉苁蓉
提供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不肯使
用大棚养殖，尽量减少人工干
预。可是，雨水连绵不绝，梭梭苗
泡水后开始烂根。

杨凯军想尽办法抢救精心
养大的“宝贝”树苗，使用松土
精、注入人工益生菌、采用真菌
灌土……其间，他还去多个门诊
搜罗输液管，用饮料瓶自制输液
瓶，换着法子给梭梭苗“挂药瓶”
治疗。

然而，这批原本已长到小臂
般粗壮的梭梭苗，还是全军覆没
了。

“我不爱哭，但心底的泪水
止不住啊！”谈起自己的心血付
之东流，杨凯军心疼地说。

在此期间，杨凯军听过科技

部中医药现代化项目专家、中国
农业大学教授郭玉海的课程。得
知对方正在研究肉苁蓉在内地
的培育课题，杨凯军立即联系请
教。几经交流，他们认为，也许是
这种柱状叶子的传统梭梭苗，不
适合在内地培育荒漠肉苁蓉。

住在地里

后来，杨凯军听说有人用阔
叶的梭梭苗在内地做过试验。于
是，他到西北地区一路寻找这种
树苗。最终，他在青海找到了一
种阔叶的梭梭。这种梭梭有个好
听的名字——“维塔娜”。他立即
引进2000株，再次投入试验。

2021 年，沧州平均降水量

创下 1978年以来的最大降水纪
录。可喜的是，“维塔娜”经受住
考验，充满活力成长起来。

之后，杨凯军在茁壮成长的
“维塔娜”的根部接种了荒漠肉
苁蓉。

可是，成长的路上总是充满
坎坷。母体“维塔娜”经受住雨水
考验，子体荒漠肉苁蓉又迎来新
的挑战——刚接种完成后，沧州
就迎来持续一周的降雨，荒漠肉
苁蓉出现了泡水腐烂的情况。

没有任何范本可以借鉴。杨
凯军尝试各种办法解决这一问
题。荒漠肉苁蓉发生病变时，他
住在了地里，随时观察其病情。

家里人越来越不理解他，忍
不住埋怨：“不仅钱不往家里拿，
人也天天不着家了！”

杨凯军没有停下脚步。他
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坚持
下去。

这一过程中，杨凯军既当庄
稼汉，又当“宝宝妈”；既是“植物
医生”，又是“气象专家”。他购买
了各种仪器，检测土壤的湿度、
酸碱度、营养成分等；研究卫星
云图，观察雨后土壤湿度对荒漠
肉苁蓉的影响，以及阳光和风力
对水分蒸发的作用；借鉴种红薯
的起垄控水技术，尝试新的养育
方法……就这样，杨凯军在地里
住了整整一个月，耐心地照顾他
的“沙漠人参宝宝”。

最终，经过调整种植方式和
种植技术，重新长成的荒漠肉苁
蓉恢复了生机。

养鹅除草

荒漠肉苁蓉一天天地长大
了。

杨凯军介绍，荒漠肉苁蓉生
长周期一般为 3 年左右。这些

“沙漠人参宝宝”马上就到了成
熟的季节。为了更好地对接沧州
市场，他又在运河区刘辛庄村租
了 4亩地，将部分荒漠肉苁蓉移
栽过去。

在这片地里，一株株梭梭生
长在一个个高 1米、直径 1米的
柱形土墩里，外围被无纺布包
着。荒漠肉苁蓉就埋藏在梭梭根
部。有的土壤裂开了缝，杨凯军
告诉记者，那是荒漠肉苁蓉成熟
的信号，好似有了破土而出的架
势。有的荒漠肉苁蓉开出了花，
白中带紫，淡雅漂亮。

寻了一处，杨凯军用手拨开
裂缝，小心地刨开沙土。渐渐地，
4个荒漠肉苁蓉显现在眼前。它
们肉乎乎的，大约 40厘米长，周
身像是被鳞片包裹着。杨凯军用
一把木刀将这 4个长成的荒漠
肉苁蓉小心地切掉，留下的胚胎
还可以接着生长出“小宝宝”。

“40 厘米长，属于中等个
儿。”看着第一批收获的成品，杨
凯军笑着说。他告诉记者，这是
个细活，只能用手挖，而且挖的
时候要非常小心。

记者看到，这片土地上杂草
不多，荒漠肉苁蓉的生长环境不
错。杨凯军说：“刚租这片地的时
候，杂草有一人高，都难以下
脚。”为了除草，他请了几路“除
草大军”来帮忙。

一开始，杨凯军养了 20 只
羊。谁知，这些羊不只吃草，还啃
梭梭树。无奈之下，他只能将羊
卖掉。

接着，杨凯军又养了 15 头
猪。可是，猪啃不到高处的树苗，
却不断地拱土墩。他只能再请

“救兵”。
后来，杨凯军又养了 100只

鹅。这些大白鹅可是除草的好
手。“本来想散养，让它们慢慢吃
草。没想到，才两天工夫，它们就
把地里的杂草吃得干干净净。”
白鹅除草效果这么好，杨凯军又
犯了难，苦笑道：“之后就没有草
喂它们了。我只能雇个人，专职
养鹅。”

“身披鳞甲”的荒漠肉苁蓉
终于在沧州站稳了脚跟，即将迎
来第一个收货季。杨凯军特别开
心。他又开始思考下一个问题：
怎样在本地市场打开荒漠肉苁
蓉的销路……

沧县退役军人杨凯军历经4年，终于将生长在荒漠中的肉苁蓉移植到沧州——

“沙漠人参”沧州“落户”记
本报记者 李圣哲 魏志广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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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颐养园是一家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
服务自理、半自理、失能、失智长者。
柴院长：0317-8556789 13831703999

托 福
颐养园

杨凯军将荒漠肉苁蓉移植成功杨凯军将荒漠肉苁蓉移植成功。。

荒漠肉苁蓉荒漠肉苁蓉““破土而出破土而出”。”。

杨凯军查看种植情况杨凯军查看种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