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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的感人事迹被媒体报道后，“六老汉”的当代愚公精神传遍了大江南北。在我们
身边，也有这样一位“愚公”——— 从“煤老板”变身“庄稼汉”，他修复矿坑、改造荒山，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打造满目皆绿、瓜果飘香
的家乡美山，探索田园综合体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淄博模式。

他，就是荣登“中国好人榜”、获得“齐鲁乡村之星”荣誉的“当代愚公”——— 淄博河东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汉修。

难忘儿时情结
“煤老板”变身“庄稼汉”

8月21日，台风“利奇马”过后难
得的晴天。

山东黛青山富硒生态园创始
人、淄博河东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张汉修已经近半个月没有下
山。这些天，他吃住在山上，像照顾
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照料着被雨
水侵袭的果树、庄稼。

简单吃过午饭，张汉修来不及
休息片刻，又转悠到了石榴园。看
着红红火火、憨态可掬的石榴果，想
起这些年改造荒山、变“黑”为“绿”
的艰辛，张汉修顿感五味杂陈———
这山上的每一条路，每一汪水，这一
草一木，一砖一石，无不承载着他的
梦想与希望。

看着眼前的青山碧水、满园硕
果，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多年以前
这座山头的模样。黛青山原名“黑
山”，坐落于淄川区罗村镇河东村东
北方向，以前人们大规模开采山上
的石头卖钱，留下了大大小小数不
清的废石料坑。随着资源的枯竭，
黑山逐渐成为一座满目疮痍、无人
问津的荒山。

今年61岁的张汉修是土生土长
的河东村人，从小跟随父辈辛勤劳
作，他对于土地有着近乎本能的热
爱。儿时，每次经过荒凉破败的黑
山，他总是暗下决心，长大以后一定
要让黑山成为一座绿树葱郁、风景
秀丽的美山！尤其看到与黑山相邻
的老虎山上植被丰富，郁郁葱葱，与
光秃秃、黑乎乎的黑山形成鲜明对
比，张汉修更加心痛。

荒山在哭泣，张汉修的心也在
泣血。“这是咱家乡的山啊，这是咱
的根啊！”2013年，依靠煤炭生意攒
下第一桶金的张汉修做出了一个决
定——— 转行农业，开辟荒山，让满目
疮痍的荒山变成瓜果飘香的美山！

张汉修在心中勾勒出一幅宏伟
蓝图，但他没想到，自己的一腔热
血，却遭到了家人的集体反对。

他理解家人的担忧。这些年辛
苦创业，终于有了稳定富足的生活，
他却要拿出毕生积蓄投资一座荒
山，从“煤老板”变身“庄稼汉”，意味
着惊人的投资，意味着短时间内看
不到效益和回报。在常人看来，这
就是一桩赔本的生意。

但他更坚持自己的选择。变荒
山为美山，变满目疮痍为绿水青山，
这不仅是他儿时的梦想与情怀，更
是他对家乡、对子孙后代无私的爱
与责任！

6年换了30多个挖掘机轮胎
“当代愚公”打造荒野中的花果山

怀抱着一腔热情，张汉修在家
人的反对声中，开启了荒山植绿
计划。

然而，理想虽然丰满，现实却是
骨感。虽然张汉修从小在农村生
活，但一直从事工业生产，对农业知
识一窍不通。望着漫山遍野的野草

和大小不一的废石坑，想想“一没
路、二没水、三没电”的荒山现状，张
汉修犯了难。

不过，这个淄博汉子的坚韧与
执着，是有目共睹的。他外出学习、
请教专家、到处取经，发展思路逐渐
清晰。张汉修最终决定改“黑山”为

“黛青山”，以种植软籽石榴为主导，
辅以油杏、蜜桃、山楂等多元化的发
展模式，打造田园综合体观光区。

在明晰的规划引导下，修路、填
土、打井、通电、引水等多项工程依
次开展，两年来他把资金和精力全
用在了山上。回忆当年艰辛的开山
之路，张汉修至今仍感慨不已。“以
前咱也是西装革履的老板，干了农
业这一行，蹲在田间地头就是个庄
稼汉，除了勤劳和踏踏实实的付出，
压根就没有什么捷径可寻。”张汉修
记得，最初几年，山上的几台挖掘机
就几乎没停过。仅购买一台新的挖
掘机，就要花费将近150万元，6年下
来，光挖掘机的轮胎就换了30多个。

种树最怕缺水，张汉修在山上
打了3眼深井，又引电上山，建立了
覆盖全山的灌溉水系，还在山顶建
了两个1000多平方米的蓄水池。山
上矿坑很多，最大的一个面积达100
多亩、深20多米，如果全部填土造
地，难度很大。张汉修借助矿坑地
势，修建了一个600平方米、高3米多
的冷库。冷库上方，覆土造地，栽满
石榴树。有了冷库，就可以储藏水
果，进而进行深加工，很多不易存储
的水果，当即就被送进冷库里，延长
了储存期。此外，张汉修因坑制宜，
将山上7个大大小小的矿坑建成了
鱼池、藕池，打造成高低错落梯田状
的生态景观。

6年来，张汉修先后投资近6000
万元用于改造荒山。虽然投入的资
金和精力是巨大的，但看到日渐修
复的矿坑和绿意渐浓的山体，张汉
修内心被巨大的力量裹挟着。他下
定决心，不管多难，哪怕是愚公移
山，也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定要让
昔日的黑山变绿变美。

在植绿过程中，张汉修意外发
现，黑山含硒元素，可种植富硒农产
品。张汉修从小就对石榴有着特殊
的好感，一提起石榴，他就想起家乡
那句“石榴开花红似火，我爱你来你
爱我”，朴实的民谣道出了石榴的美
好寓意。为了考察市场，张汉修几
乎跑遍了国内外的知名石榴种植基
地。只要是种植石榴的地区，多远
他也要去看一看。最终，他选定了
突尼斯软籽石榴，将其打造成园里
的主打招牌。

在张汉修的努力下，淄博河东
富硒石榴研究院正式成立，他还聘
请专家研发、繁育优良树苗，以此带
动周边群众种石榴。他先后成立了
淄博河东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和锦
川河富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

“企业+合作社+农户”，助农致富。
如今，漫步在美丽的黛青山，昔

日废弃矿山的痕迹已悄然不见，映
入眼帘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田园
山水画卷：错落有致的砂石路旁，楸

树、黑松、水杉绿意盎然，偌大的石
榴园里，红彤彤的石榴憨态可掬，每
到收获季节，鲜嫩多汁的桃子、杏、
梨、猕猴桃等待采摘……如今的黛
青山，俨然是一座瓜果飘香、生机盎
然的百果园。

损失200余万不忘资助受灾乡村
“中国好人”诠释助农爱农初心

8月23日，张汉修将刚刚收到的
两张收据整齐地装进一个旧信封，
又平整地将信封压到了办公室抽屉
的一角。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沉甸
甸的信封里，装的是张汉修多年以
来各种捐款的凭证。这一次，尽管
他经营的山东黛青山富硒生态园也
受灾损失200余万元，但他仍然拿出
4万元，捐献给淄川区罗村镇受灾比
较严重的河东村、洼子村，用于灾后
重建。准确地说，那封存在信封里
的，是他对农业、对家乡、对群众最
无私的关爱、支持与帮助。这，是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

在张汉修的办公室里，密密麻
麻、整整齐齐摆满了各种荣誉证书。
中国好人、振兴淄博劳动奖章、绿化
模范、河东小学名誉校长……这些
沉甸甸的奖牌和证书，成为他坚守
为农初心、筑梦青山绿水的最佳
佐证。

8月27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中国好人”张汉修收到一个好消
息，他又添一份闪光的荣耀——— 由
淄博市人民政府官网公布的《第六
届齐鲁乡村之星人选》中，张汉修榜
上有名，成功入选第六届“齐鲁乡村
之星”！

早在2017年，张汉修获得由中
央文明办颁发的“中国好人榜”纪念
证书。

从顶着巨大的压力投资荒山，
到如今瓜果飘香、绿意满园，谈及如
今的成就与辉煌，张汉修用几个关
键词来概括这艰难曲折的发展之
路——— 初心、情怀、诚信、坚守。怀
抱着筑梦绿水青山、打造世外桃源
的初心与情怀，多年来，张汉修不计
成本、不要回报，以“愚公移山”的精
神，把1000亩满目疮痍的荒山打造
成了满山皆绿的花果山、生态山。

诚信对于张汉修来说，是他多
年的坚持，亦是他的成功之道。多
年来，尽管投资巨大、收益甚微，张
汉修从未拖欠过一次工人的工资，
他一直是淄川区的纳税大户，从没
拖欠过一次税款。

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时，张汉
修前后向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家
乡建小学，张汉修第一个站出来捐
钱捐物，村里有人受灾，张汉修总是
第一时间送去温暖和关怀……在张
汉修看来，赚钱不是企业家唯一的
目的，用自己的努力为家乡人民带
来致富之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
绿水青山，是他最大的心愿。

好人种好果，好人有好报，相信
张汉修的传奇人生能够为乡村振兴
的淄博模式带来探索和启迪……

记者 张楠
8月中旬，台风“利奇马”的肆虐侵袭，让淄博部

分地区的农业损失惨重。
坐落于淄川区罗村镇的山东黛青山富硒生态

园，原本正是软籽石榴的结果关键期，受强降雨的
影响，却面临大面积减产。用来储存粮食和水果的
冷库也被水淹泡，生态园内多处塌堰。

这不是张汉修第一次遭遇挫折。依靠煤炭生
意获取第一桶金的张汉修，6年前提出要承包荒山、
转行农业，他的意见却受到家人的集体反对。他咬
紧牙关坚持投资，却因2015年的一场冬寒，导致园
里的石榴近乎绝产。如今，又因为一场百年不遇的
强降雨，让近在眼前的丰收受到了重创。

尽管曾遇到诸多困难，这个地道的淄博汉子，
却从未想过放弃。“变满目疮痍的矿坑荒山为瓜果
飘香的家乡美山，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水青山！”
6年过去了，“中国好人”张汉修的初心，依然朴实、
纯粹而坚定。

投资六千万修复废弃矿坑荒山“中国好人”张汉修：

我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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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修在石榴园里忙碌着。 通讯员 任建
国 摄

石榴花开。 通讯员 陈文玉 摄

如今的黛青山像一幅田园山水画卷，早晨的罗
成湖别有一番景致。 通讯员 张明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