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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曲阜老人徐桂生辛勤耕耘，人生结出新硕果

20年，他让荒山变身“花果山”

本报济宁7月29日讯(记者
晋森 通讯员 李志华 路

笃书) 连日来，济宁社会各界
积极捐款捐物，向河南同胞送
去慰问关切、助力抗洪抢险。

7月27日早上，济宁市慈善
总会、济宁巾帼志愿者联盟、济
宁慈善中国好人秋英爱心义工
团组织的“鲁豫情深 风雨同
舟”爱心捐赠支援河南爱心公
益行启程出发，由山东恒信集
团有限公司、嘉祥县锦天成床

上用品有限公司、山东伟龙食
品有限公司、山东旺旺集团济
南分公司、嘉祥口腔医院捐赠
的600套夏凉被、1400箱食品、
480箱除菌(消毒)液、80包矿泉
水盐汽水、50吨金针菇等亟需
物资，价值总计99 . 46万元，分
装8辆货车，集中送往河南省。

经过暴雨、迷路、堵车，历
经6个多小时的路程，爱心车队
到达目的地——— 河南省卫辉市
公安局物资接收处。志愿者们
不顾劳累，兵分两路，迅速将爱
心物资搬运至指定地点。根据
爱心企业捐赠意愿，这批爱心
物资将用于慰问奋战在抗洪抢
险一线的公安干警、武警官兵、
消防战士和受灾群众。

济宁近百万元慈善物资运抵河南

“鲁豫情深 风雨同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康 岩 李从伟

徐桂生看着果实，表情轻松。

曲阜市吴村镇莲花山脚下，
一处平房掩映在苍翠的青山中，
房后的山上瓜果飘香。殊不知，
20年前，这里还是一处荒山。

69岁的徐桂生已经在这里
住了20年。绿了荒山，白了头发，
当年的荒山变成瓜果飘香的“花
果山”。信念、毅力、坚守，徐桂生
用行动诠释着人生内涵。

扫码看视频。

辛勤耕耘20年
荒山变“花果山”

“刚从山上回来，摘了些桃

子，来，尝尝我种的桃。”26日上

午10点，刚一下车，徐桂生就上

前招呼记者。说话间，徐桂生从

一个塑料桶里拿出几个桃子在

清水里洗了洗递给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我这桃，口感

很好，能让你吃到小时候的桃

味。”徐桂生说，正是这里的好

山好水，才能结出好果子。

一头白发，裤腿半卷着，脚

上一双破旧的运动鞋，初见徐桂

生老人，第一感觉是精神、干练，

全然不像一个即将迈入古稀之

年的老人。

“这工具陪伴了我20年了，

是当初最早使用的装备，虽然镐

头换了好几把，但镐把依然结实

耐用。”徐桂生笑着拿出一把镐

头说。记者注意到，大大小小的

锄头、镐、铁锨、大锤等工具堆满

了房屋一角，这都是徐桂生的装

备，“走，带你们上山看看去。”说

着，徐桂生抡起一把锄头，抄着

山路就出发了。说是山路，也没

有石级，都是徐桂生一脚脚踩出

来的。虽然69岁了，但徐桂生爬

上爬下很是轻松。“我能有这副

好身板，都要拜这座荒山所赐。”

老人感慨地说。

20年间，山上的每棵果树的

状况，徐桂生都了如指掌。哪棵

该剪枝了，哪棵该施肥了，每天

晚上睡觉前，都要在脑海里过一

遍。第二天一早，徐桂生就有针

对性地带上工具和设备上山。

“你看，这是红梨，这是核

桃，这是山楂……”徐桂生边走

边介绍着，看着一棵棵在山坡

上错落有致生长着的果树，徐

桂生如数家珍。徐桂生是个爱

琢磨的人，空闲的时候，就看果

树种植类的书籍，学习专业知

识，然后拿来实践。除了在山上

种油杏，还种了很多稀有品种。

如今，梨树、核桃树、桃树、山楂

树错落有致地生长着，果实挂

满了枝头。

“现在每天都有不少游客

来我这采摘，都成老熟人了。”

徐桂生乐呵呵地说，看着自己

种出来的果子得到了人们的认

可，徐桂生的心里比喝了蜜还

甜。“守着这么一个大果园，想

想都幸福。”

给荒山“披新衣”
换来一副好身板

山坡上，一处处整齐的土

石坝随处可见，每处有一米多

高，这都是徐桂生一块块垒起

来的。“垒坝子是有讲究的，让

石头的斜面朝外，保持一定的

斜坡距，这样支撑力才大。”徐

桂生说，这些碎石都是一块块

地从石头缝里捞出来的。20年
来，徐桂生也不记的山上有多

少处坝子了。

“你别看现在这座山到处瓜

果飘香，20年前这里可是个满目

疮痍的山头。”徐桂生说，当时周

边开山打石，崩得碎石覆盖了山

体。“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山终

究会有被开完的那一天。”当时，

这样的想法时常在自己的脑子

里闪过。

徐桂生说，当时这都是荒

山，自己家在山下有几亩山地，

种着几亩杏，产出的果子口感很

好，在当地小有名气。“这里的山

地土质六分沙四分土，适合果树

生长，山上能利用起来就好了。”

抱着这样的想法，2001年，年近

50岁的徐桂生上山了。

由于山陡，重型机械用不

上，所有的工作都只能靠双手一

锹一锹的挖。白天，徐桂生带着

干粮和白开水上山，一干就是一

整天，累了，就在山坡上躺着休

息；饿了，就啃点凉馒头。有时

候，徐桂生晚上也趁着月光，挖

土，平地，垒坝，一干就是大半

夜，甚至下着小雨，还在干。坝垮

了，再垒；地冲了，再整。天道酬

勤，有付出就有回报，经过几年

的不懈努力，杏树苗出土了，桃

树长高了，荒凉的山头一点一点

变绿了。

20年来，徐桂生把全部积蓄

都投在了山上，期间也有孩子们

的“赞助”。“你这是为了啥？”刚

开始的那几年，老伴也时常有抱

怨。“啥时候是个头？”看到徐桂

生这么忙碌，慢慢地，也就不抱

怨了，老伴也会搭把手，“有多大

力出多大力。”

“刚开始上山下山一趟都累

得气喘吁吁的，现在整天在山上

转悠也不觉得什么。”徐桂生笑

着说，他给了荒山一件“美丽的

衣裳”，荒山回报他一副健康的

身板，“这账其实挺划算。”

“再过2 0年，你来我这采

访，肯定会让你刮目相看的。”

指着山上未开垦的部分，徐桂

生跟记者约定，他希望在有生

之年能将这片荒山全部变成

“花果山”。 载满物资的车队正在集结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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