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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陶明摄影报道

33 岁的姚祖元，站在秦岭半山腰的祖屋前向南远眺，蜀
道之难，蜿蜒曲折，那是曾祖辈躲避战乱来时的路。近看眼
前，山林层叠，群蜂飞舞，这是当今乡亲们致富的“金山银山”。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在秦岭深处的陕西省汉中市
留坝县火烧店镇，姚家五代人历时 70 年深耕秦岭，让荒山
秃岭绿色蝶变，让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曾任墩墩石村党
支部书记的姚祖元生于 1986 年 8 月，是姚家在留坝县的第
四代，现为留坝县芳之源纯天然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姚
家植树护林的故事、姚祖元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事迹，在当
地家喻户晓，被传为佳话。

姚家植树护林的故事始于姚祖元的曾祖父姚武臣。上
个世纪初，姚武臣为躲避战乱，从四川省巴中县流落到深山
中，39 岁时才在海拔 1700 多米的留坝县太子岭安家落户。
当时的秦岭山中满目荒凉，难寻绿意。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留坝县人民政府号召群众植树造
林，建设新家园，开启了姚武臣的植树生涯。

从此，植树造林成了姚家最神圣的事业。姚祖元的祖父
姚甲礼从小就是秋冬刨坑、春季种树，前沟后梁的千余亩山
坡上，处处都是他的足迹。父亲姚辉林对于哪个山头种的是
华山松，哪些岭坡种的是油松，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1999 年，姚家通过山林拍卖政策，将管护林地的面积

扩大到 5900 亩，全家老少都投身到植树的队伍中。2002 年
10 月，107 岁的姚武臣老人临终前，把后辈们叫到床前，交
代他们要爱护好山上的每一棵树木。

身教胜于言传，长辈们的身体力行，让上小学的姚家第
五代姚楚毅、姚楚鑫感同身受，只要有空就与长辈们一起穿
行于秦岭山谷，种树护林，讲起山里的故事，也是津津乐道。

姚祖元现在是姚家的“顶梁柱”，也是乡亲们的“主心
骨”。依靠祖祖辈辈栽种的林海，他带动群众发展林下经济。
2014 年成立的“留坝县芳之源纯天然养蜂专业合作社”，成
员覆盖了全村所有的 114 户村民，中华蜂养殖产业分布在
全村 20 万亩林地、10 多条山岭沟壑中。养殖的中华蜂也从
最早的 500 群迅速扩展到目前的 3300 群，合作社年收入已
突破 200 万元。

姚家五代人矢志不渝，深耕林海，是留坝百姓绿化秦岭
的一个缩影。留坝全县面积 1970 平方公里，人口 4 . 7 万。
2001 年到 2018 年，全县完成公益林建设 18 . 6 万亩，完成
退耕还林 14 . 9 万亩。为保护生态，留坝县坚持“林下种药
材、林间养家禽，林上摘干果、林中做旅游”的发展思路，构
建立体化林业产业格局。目前，留坝县森林覆盖率已达到
91 . 23%，空气、地表水等多项指标达到国家 I 类标准，是远
近闻名的“天然氧吧”，并连续 3 年荣登“全国百佳深呼吸小
城”榜单，成为西北地区唯一的全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县。

▲姚祖元在向参观者介绍 1950 年曾祖父姚武臣
栽下的娑罗树，该树胸围已近 2 米(7 月 12 日摄)。

▲春季开学时，姚武臣老人带曾孙姚祖元(左)在姚
家纪念林栽种一棵小树(1996 年 2 月摄)。

▲姚辉林(左一)夫妇与儿孙们一起栽种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纪念树(7 月 13 日摄)。

▲ 7 月 12 日无人机拍摄的姚家五代人栽种和养
护的 5900 亩山林。

姚家第五代、 5 岁的姚楚鑫在林中的溪边玩
耍，享受森林中夏日的清凉(7 月 13 日摄)。

▲姚祖元的母亲夏菊芳在喂养林麝(7 月 16 日摄)。

▲姚祖元的妹妹姚丽(前右二)在为前来森林体验
的游人制作农家饭菜(7 月 16 日摄)。

一家五代人

接力播绿七十载

荒坡变金山银山

▲姚辉林夫妇在采摘西洋参种子(7 月 16 日摄)。
在姚家的带领下，全村种植西洋参 150 亩，四年一个周
期，收入达 1400 多万元，成为村民脱贫致富的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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