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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喜民同志的《穿越大西北》即将付梓。
这是喜民同志作品集的第七个卷本，也是他继《重走长征路》、《西藏穿行》等系列艰辛专题采访以
后，对大西北进行探索和追寻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新闻结晶。
　　我与喜民同志相识于2004年。
当时，他赠予我一套他的作品集。
这使我有些惊奇：身为一名广播记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出版这么多的集子，实属不易。
此后，又获悉他在20多年的记者生涯中，已采写各种新闻报道5000多篇，其中有30篇荣获全国大奖，
出版过总计200多万字的6卷本作品集，在新闻界的影响日隆。
欣闻他去年喜获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项——第七届范长江新闻奖，深为他的成绩而高兴。
　　翻开《穿越大西北》书稿，浓郁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
透过书中一篇篇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主题深邃的报道，不仅使人了解到祖国西部独特的地貌风情，
还为渗透在字里行间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力量所感染。
在书中，堵截风口、栽种绿色的防风治沙先锋，彰显“胡杨精神”的援疆干部，用智慧和汗水谱写青
春乐章的大学生志愿者，历经艰辛寻找大片油田的石油工人，等等，构成了一个个性格鲜明、栩栩如
生的人物图谱。
感人至深的燕赵儿女群像，在喜民同志的生花妙笔之下跃然纸上。
他们向大漠、戈壁、沙滩进军，在艰难困苦中挑战极限，拼搏奉献，经受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为祖
国西部的开发、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谱写了一曲燕赵儿女战犹酣的英雄赞歌。
　　《穿越大西北》还凝聚着喜民同志行万里路、寻找闪光点的生命激情。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伟大战略决策。
国家从各省市抽调了一批批优秀干部对口支援西部省区。
喜民同志为了追寻和报道河北人民支援参与西部大开发的壮观场景，只身一人穿越内蒙古高原、黄土
高坡、河西走廊、准噶尔盆地、天山山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昆仑山、阿尔金山、柴达木盆地、青
藏高原，不顾路途遥远，不顾车马劳顿，满怀激情地将行万里路和找闪光点相结合，采录了有影响力
、震撼力的新闻报道，为广大读者奉献了《穿越大西北》一书。
　　《穿越大西北》折射出喜民同志的人格力量。
喜民同志是广播记者出身。
《穿越大西北》与他此前出版的《青藏高原万里行》、《青藏铁路千里行》等，都是系列录音报道。
在他看来，在广播媒体中声音的力量是无穷的，广播媒体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广播记者要善于用声音
的力量去打动人。
这些优秀作品的结集出版，正是源自他那“没有弱势的传媒，只有弱势的人”的蓬勃激情。
据悉，喜民同志在几十年的新闻采访中：曾多次遇险，遭受异乎寻常的困难，甚至处于生死的边缘。
正是他身上那股子“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就要肯吃苦、能奋斗、敢拼搏”的昂扬锐气，激励着他拼
搏进取，奋发有为，采撷出这些精彩纷呈、富有生命力的新闻。
可以说，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都凝聚着他辛勤的汗水和心血。
喜民同志是党的优秀新闻工作者，长期的新闻实践，培养和造就了他的浩然正气。
“我是人民的记者、国家的记者，记者必须有责任心和事业心去报道人民、报道国家，我要把自己全
部的精力投入到新闻采访中。
”他用这掷地有声的承诺，说明了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坚守的原则和信念，必须具备的素质
和修养。
当前，我们正在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喜民同志这种扎扎实实、兢兢业业的作风，这种对祖国、
对人民、对生活的赤子情怀和强烈责任感，对我们广大新闻工作者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扎实推进和
谐文化建设，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诚然，新闻工作者要创作出好作品，需要思辨，更需要激情。
在《穿越大西北》一书付梓出版之际，祝愿喜民同志再接再厉，多出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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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广大新闻工作者像喜民同志那样，深入生活、贴近实践、饱含激情地去挖掘新闻、捕捉新闻、采
写新闻，成为具有“人格力量”的新闻工作者，为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精神文化作出贡献。
　　是为序。
　　王庚年　　2007年7月于北京　　本文作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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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您到过大西北吗？
那里有大漠、戈壁。
那浩瀚的沙海，那奔涌的沙流，那肆虐的沙尘，那滚动的沙石，使人望而生畏！
其实，大漠戈壁也熠熠闪光。
那梦幻的声声驼铃，那不羁的棵棵胡杨，那神秘的沙海蜃楼，那畅想的金色沙浪，让你梦牵魂绕！
更值得炫耀的是大漠戈壁中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亟待人们去开采、开拓、开发，造福于祖国，造
福于人民。
勇于拓荒的有识之士，大胆地迈开双脚，投身到西部大开发的滚滚大潮中去吧！
那里大有可为，那里大有用武之地。
　　去领略一下大漠中的胡杨吧！
挺拔、顽强、坚韧、倔犟、刚毅、向上！
生，生的坚强，一千年不死；死，死的壮烈，一千年不倒；倒，倒的不屈，一千年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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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喜民，中国新闻界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首届全国百佳新闻
工作者、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第七次党代会党代表。
在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无论当新闻记者还是任副台长，始终笔耕不辍。
先后推出《青藏铁路千里行》、《重走长征路》、《青藏高原万里行》等大量有震撼力的大型报道，
创办全国新闻名栏目《阳光热线》引发中国广播改革浪潮且辐射全国形成“阳光现象”。
共夺取30件全国大奖，其中中国新闻奖和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国家级政府奖）一等奖10件。
出版《乡路》、《乡情》、《乡曲》、《春韵》、《千山万水》、《西藏穿行》等六卷书计200万字。
王喜民为河北栾城人，河北大学研究生学历。
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记者，河北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
为中国传媒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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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王庚年第一辑 生态篇开篇话：穿越西北报道西部驶出坝上风沙线河北人民遏制沙尘暴从呼伦贝尔草
原到阿拉善沙漠内蒙古高原锁黄龙迎风踏沙陕北行黄土高原的绿色呼唤荒凉畅想曲塞上江南看宁夏漫
步河西走廊大戈壁春风吹到玉门关第二辑 军垦篇奔向军垦之城石河子：屯垦戎边铸丰碑过准噶尔盆地
去喀纳斯阿勒泰：边境线上的燕赵学子从博尔塔拉走向伊犁河谷博乐：蹉跎岁月兵团情跋涉天山北南
走库车塔里木河：我们的军垦情缘在喀什的日子里图木舒克：军垦战士的绿色家园沿着玉石之路走和
田：兵团里来了大学生第三辑 援疆篇孔雀河畔的退想巴音郭楞：我的第二故乡悲壮的东归之路架设内
地与边疆的桥梁走进大漠胡杨林胡杨精神鼓舞我们斗志巴音布鲁克纪行为边疆发展透支着生命博斯腾
湖的一天援疆干部亚克西作客罗布人家不辜负家乡人民的重托沙海蜃楼探且末且末：塔里木东南的明
珠踏访中国第一大县若羌：援疆干部的广阔天地第四辑 石油篇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来自燕赵
的勘探劲旅横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大漠中的巾帼女杰在油城克拉玛依中国地质勘探排头兵难忘的油田
一夜沙漠腹地中的钻井队寻访大漠人家争雄石油的先锋险闯罗布泊西气东输飞铁龙库姆塔格沙漠探秘
工地上的婚礼印在戈壁上的诗行大龙起舞领头人第五辑开发篇翻越阿尔金山花土沟：穿红色工装的人
们穿行柴达木盆地繁忙的察尔汗盐湖神秘之地金银滩在那遥远的地方顺唐蕃古道考察三江源世界屋脊
出现旅游开发热走马看花下西安一路《天路》一路歌结束语：投身西部开创伟业附录一幅波澜壮阔的
大西北画卷――《穿越大西北》播出反响热烈万里行走出来的名记者――记范长江奖获得者王喜民人
民网访谈：走万里路写英雄事新华网访谈：范长江奖获得者王喜民的传奇经历王喜民向新闻界发出“
引吭高歌新时代”倡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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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漫步河西走廊大戈壁　　过兰州，跨黄河，沿着昔日的丝绸之路西行。
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开辟的一条走向欧亚两洲的通道，运送丝绸、蚕种、火药等到西方，因主要是丝
绸，故名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2000多年来，多少使臣商贾、文人墨客、士兵戍卒，通行在这条古道。
在漫长的岁月里，丝绸之路经历了风风雨雨，有过繁荣，有过屈辱，但同时也创造了文明，创造了辉
煌。
　　“丝路”东起西安，西到地中海，全长8000公里。
“丝路”的黄金路段是河西走廊，起于乌鞘岭，终到敦煌阳关、玉门关。
当爬上山势险峻、云雾缭绕的乌鞘岭时，4，500米的海拔使人顿感呼吸不畅。
然而，美丽的景色使你立刻平静下来。
西南是祁连山，“祁连”是匈奴语“天”的意思。
白雪皑皑的山脉连着天，连着云，有“天山”和“白山”之说。
西北是茫茫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
“白山”和荒漠的夹击带为河西走廊，全长1000多公里。
　　进入走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热气腾腾的开发场景。
推土机来往穿梭，挖掘机声震长空，西部大开发的热浪扑面而来。
昔日，走完丝绸之路全程，需要8年的时间。
在茫茫大漠里，没有水饮，要渴死，没有衣被，要冻死。
今天河西走廊的高速路途只要一天时间。
　　建设大西北，高速路修筑，双轨铁路铺设，给昔日的丝绸之路又增加了一道天路。
随“丝路”而建的还有河西走廊中的电缆线路、输气管道、地下光缆等国家重点工程。
　　汽车在大漠中行驶，一马平川，畅通无阻。
然而，“丝路”并非一条平坦的大道。
在历史的长河中，它用血汗铺就，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气节，炎黄子孙的坚贞。
为了捍卫“丝路”和国土，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战争年代，“丝路”成为战略要地。
“丝路”途中，高台十分引人注目，那里掩埋着中国工农红军数千名官兵，它是捍卫“丝路”的见证
。
1936年，徐向前统帅两万大军转战祁连山，血染“丝路”；1937年，董振堂率领2800名官兵与国民党
马家军大战高台，用鲜血谱写了一曲英雄的赞歌。
　　捍卫“丝路”的何止是徐向前元帅和董振堂将军呢？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在河西走廊与匈奴之战，为“丝路”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写下“匈奴未灭，何以
家为”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两次祁连山之战，大胜匈奴，夺回河西走廊版图。
　　“丝路”也不是一条平静的古道。
为了这条路的平安，古人备好战马，随时准备反击。
当我们经过武威时，参观了北郊雷台出土的绝世珍宝——铜奔马。
铜奔马踏飞燕，带领着数十辆铜马、铜俑战车，杀气腾腾，威武庄严，看了使人联想到古人为了这一
方热土驾马驰骋的壮观场面。
铜奔马的出土，震惊了世人。
目前，我国已将铜奔马定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飞越大漠中的“丝路”，茫茫戈壁沙海里，你会不时看到一条蜿蜒起伏的巨型土墙，穿云破雾，
蔚为壮观，那就是著名的汉长城。
汉长城是汉武帝开通西域后，沿“丝路”修筑的庞大防线，防止匈奴侵袭，保证丝绸之路通行。
汉长城动用了成千上万的民众，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建成，它可谓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中华民族
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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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那么张掖就是黄金路段中的黄金带。
为了“丝路”生金，多少人倾情送爱。
当我们沿“丝路”进入张掖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漠中挺立的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金张掖。
这里历史上就有“金张掖，银武威”之说，张掖的含意是“断绝匈奴右臂，张中国之臂掖，以通西域
”。
我们看到，今天张掖人民依照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以“再铸张掖辉煌”为目标，全身心地投
入西部大开发的洪流之中。
　　穿过张掖绿洲，又驶入“天苍苍，野茫茫”的浩瀚大地。
那辽阔、无边的大漠，那连绵、起伏的戈壁，那空旷、浩渺的沙滩，给人以粗犷、雄浑之感。
令人惊异的是，在大漠、戈壁、沙滩中，依稀可见一排排钻天的古柳，那就是“左公”柳。
柳树棵棵揽腰粗大，数十丈高，且郁郁葱葱。
它给荒芜苍凉的天空涂抹了碧绿，给大漠戈壁带来了春天的气息和勃勃生机。
　　古柳是清代左宗棠将军西征新疆时率领部下栽种的，故人们称颂它为“左公”柳。
左宗棠是湖南人，1866年9月，他从家乡来到大西北任陕甘总督。
任职期间，左宗棠率兵沿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出征，看到大漠中的肆虐风沙，戈壁里的滚滚乱石，于
是，下令部下植树栽柳，绿化荒漠，截挡风沙。
左宗棠的这一号令，调动了兵营千军万马的积极性。
一时间，戈壁沙漠出现了官兵栽柳的壮观场面。
据史料记载：“左宗棠部将惟时搜采枝干，越山度壑，负运艰苦。
”可见，当时左宗棠率部下植树何等艰辛！
另据书载：“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
”可想，左宗棠治沙栽柳的辉煌业绩。
1879年，杨昌浚西陲赴命，惊喜地见到大漠丝路边的绿柳，心潮澎湃，欣然挥毫写下了不朽的诗句：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　　“引得春风度玉关”。
为了大漠添绿，治理黄沙，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为之做出努力。
清代雍正年间年羹尧，在河西走廊西端安西县布隆吉亲手栽植了大批绿树至今绿意盎然，被当地群众
称作“年大将军”树；爱国人士林则徐，沿丝绸之路栽种了大量参天白杨，人们颂称“林公”杨。
　　治理大漠风沙，锁住戈壁黄龙。
人们不会忘记对绿色做出贡献的功臣。
在酒泉采访，我们看到公园里有一株参天的柳树，那是左宗棠亲手所植，它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
物，供人们瞻念。
酒泉本来有“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美喻，而西部大开发的今天，葡萄、美酒、夜光杯显得逊色，而“
左公”柳却引得人们关爱。
凡是到酒泉公园的游客，观望“酒泉”池，必看“左公”柳。
在“左公”柳前合影留念的人群不亚于“酒泉”池。
　　“左公”柳与生态环境紧密连在一起。
增强绿化意识，大搞生态建设，已成为河西走廊人民的共识。
他们发扬前人治沙造林的艰苦精神，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态工程之战。
从祁连雪山到腾格里、巴丹吉林沙漠，从武威平原到玉门关口，处处摆开了堵风口、治荒漠、抵流沙
的战场。
“引得春风度玉关”，这一脍炙人口的豪迈誓言，必将变成现实。
　　昔日，左宗棠不远万里来到河西走廊，动员千军万马栽种杨柳，引度春风，为大西北献力。
今天，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全国各地志愿者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此，建设大西北，开发大西北。
在支援西部的大军中，有许许多多的河北老乡，当这些人见到我们时，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情。
　　原酒泉地区副专员就是河北邯郸人，他已调到张掖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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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说整个河西走廊，光是在酒泉地区工作的河北人就有上万人。
河北省有个石油学校，酒泉有著名的石油基地，每年有大批学生分配到玉门，这批河北人已成为石油
生产的主力。
在上世纪50年代，河北有大批支边青年奔赴大西北，在大漠戈壁献出了宝贵的青春。
献了青春献子孙，这些人都在大漠成家立业，且子女大都继承父业，战斗在西北各条战线。
酒泉是军事要地，河北输送了许多子弟兵，这些军人复员转业后，在当地担当起了建设大西北的重任
。
　　支边青年、转业军人和石油学子三方面均在大漠中形成了河北人建设大西北的主力军。
我们下榻的酒泉宾馆，其经理杨晓琳就是河北安次人。
当她从乡音中听出我们是河北老乡时，分外激动，热情接待了来自老家的客人。
话一扯开，根本刹不住嘴，动情时还闪现出泪花儿。
她说，她的父辈是支边青年，上世纪50年代初就来到茫茫的大漠，尽管自己的老家在河北，可是她生
在大漠，长在大漠，成年后又工作在大漠，河北已经遥远，但她说她的根系必定还在河北，脉搏里是
河北的血缘，与河北有剪不断的情。
　　任凤梅是酒泉地区人事局局长，午问一起就餐时才听出是河北老乡。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任凤梅居然端起酒与老乡连碰五杯，真是“酒逢知己干杯少”。
之后，流下了热泪。
她介绍，刚来大漠生活特别苦，一天三顿面，早晨面，中午面，晚上还吃面；现在好了，早晨肉，中
午肉，晚上还吃肉。
任凤梅曾在河北安新县挂职，至今，白洋淀的水，白洋淀的人，白洋淀的芦苇还使她留恋想念。
　　在疏勒河畔，有一个正在兴建中的昌马水电站，承揽这个工程项目的是河北涿州水电第五工程局
。
工程局400多名建设者全是河北老乡，他们在大漠戈壁中为西部开发奋斗着。
工程局的骆建华书记介绍，水在戈壁沙漠尤为重要，没有水就不能生存，种树种草办企业上项目都是
一句空话。
承建昌马水电站，目的是拦截疏勒河峡谷中的水流，用来发电和灌溉。
拦河坝高54。
8米，库容量1。
8亿立方米，资金来自世行贷款。
这是国家开发西部的一项重点工程。
讲到这里，周建厅主任接过话语：“我们这些来自燕赵大地的建设者，为祖国大西北，为大漠戈壁，
一定要出色地完成施工任务，请全国人民放心！
请河北的父老乡亲们放心！
”　　昌马工地多为年轻人，还有不少女同志。
她们为了西部，抛家舍业从河北来到戈壁大漠，恶劣的气候环境和艰苦的工作条件是可想而知的。
白萍是一个30刚出头的女同志，已在这里奋战了3个年头。
她在接受采访时深情的目光面向沙漠，笑对困难：“我的家人都在河北涿州，要说不想家那是假话，
但是一想到我们是为了国家，为了西部开发，就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心里特别高兴！
”说着说着，白萍激动地唱起来：“踩着大漠，顶着蓝天，牵着长城，骑着祁连⋯⋯”　　在酒泉，
一位军人来自河北。
他叫魏建敏，是河北栾城北浪头村人，现在酒泉空军某部研究航天技术。
这位43岁的河北老乡说话十分含蓄，他说，住在西北大漠，干着天上工作，为在天空创造奇迹，给国
人以惊喜！
　　“酒泉西望玉门道，千山万碛皆白草”。
汽车离开酒泉朝西向着玉门方向进发，浑浑浊浊的天际中，雄伟壮丽的嘉峪关浮现在眼前。
河西“三关”即指嘉峪关、阳关和玉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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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以来，“三关”地带成为国内外人士关注的热点，纷至沓来参观、游览、考察、投资，感
受中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古代文明，一时出现“三关”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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