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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西泉除草，看见一个老

太太捡树枝掉进粪坑，他帮忙

扶 起 来 ， 给 买 了 一 身 新 衣 服 ，

看见工人穿的烂秋鞋，他给买

新鞋，他自己残疾没问政府要

过一分钱还到处接济人”。郭建

敏 的 心 好 慷 慨 ， 郭 建 棋 不 理

解 ， 他 对 别 人 的 宽 容 与 忍 让 ，

让郭建棋接受不了，兄弟俩为

这事各执己见，郭建棋一怒之

下不干了，要收拾铺盖走人。

原来，之前刁难过他们的人

提出要用厂里的机械，认为谁对

我好我对谁好的郭建棋坚决不

借，郭建敏却觉得有问题应该

解 决 ， 而 不 是 让 矛 盾 越 积 越

深，当即出动机械帮忙，而他

的真诚与大度也让曾故意刁难

他们的人深刻反省，主动道歉。

“ 能 帮 老 百 姓 干 啥 就 干 点

啥！”在村民们眼里，郭建敏一

点也不像个公司总经理，和普

通的农民一个样，只要开口求

他帮个忙，从来没有落到地上

过。村里没水了，他派厂里的

水车挨家挨户送水；汛情期间

路旁树倒了，他穿着雨鞋冒雨

及 时 修 剪 清 理 ； 村 民 、 朋 友 、

战友谁家要剪树，他天不亮就

揣着剪树剪过去帮忙。

“沟里有时候农活忙不开，

一招呼，村民们呼呼过来一大

波人。”在郭建敏眼里，这才是

他“赚”下的。

在家里，郭建敏经常为 90
多 岁 的 老 父 亲 刮 胡 子 、 理 发 ，

陪侍床前；在村里，帮助孤寡

老人担水、搬炭、耕地，连续

六年中秋节为村里 200多户村民

送慰问品；抗击疫情，向孝义

市红十字会捐赠 5万元；通道绿

化苦干八年，为安居街绿化工

程捐赠五十万元爱心林，为柱

濮镇梧西线无偿提供涂白、除

草、修剪等绿化工程；当过兵

的人有啥不一样？俯首甘为孺

子牛，部队三年，为人民服务

三十年，这个老兵确实不一样。

风雨不改其色，岁月难移

其志。艰苦创业之时，拓荒植

绿 苦 战 公 路 ， 事 业 成 功 之 日 ，

填埋固废守望麦田，学习创新

脚 步 不 止 ， 热 心 公 益 初 心 不

变，“四牛”郭建敏，一个执着

植绿的老兵，守望着煤矸石上

的麦田。

煤矸石上的“麦田守望者”
——孝义市退伍老兵郭建敏植树二十载为家乡添绿

□ 文/武姝君 图/武斌

一身迷彩服，一双行军鞋，头上一年四季顶着个“小太阳”，身上随时揣着一把修枝剪刀，走过麦田顺手搂掉蒿草，路过通道绿化
带随手剪枝，一脚土，一脸灰，就是这样一个地地道道实实在在的农民，把橄榄绿从部队穿回地方，也把心中的绿色播种在荒山。

他就是孝义市退伍老兵郭建敏，一个村民们亲切称呼为“四牛”的执拗人，一个痴心植绿二十载的拓荒牛、老黄牛、技术牛、孺子牛。

“这个当兵的是不是神经不正常，

去沟里做甚么？”“工资能不能给人们

结了？”刚开始承包荒山，带领村民上

山栽树，很多人都不相信他能干下去，

撑下去，即使本家兄弟也不相信他能

干成。

郭建敏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

母放羊务农，家里兄弟姐妹七个，他排

行老四，贫困的家庭教会了他各种农

活，勤劳质朴为他打下底色。

1990年，他响应国家号召，投身火

热军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

员。初到部队，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别

人笑他傻，他却憨厚地说，家里做惯

了，这些活农村人都会，顺手的事。别

人训练完休息，他钻进农场给葡萄、苹

果树、桃树改良、嫁接。

修车、种菜、嫁接果树，实实在在

的工作赢得了战友们的一致认可。从

连队副班长到班长，在进入部队的三

年时光里，郭建敏荣获三等功一次、优

秀士兵两次。

然而在一次部队比武训练中，郭

建敏受伤致残。1992 年底，郭建敏退

伍回乡，被分配到市乡镇企业管理局

下属的冶金公司上班。但好景不长，

1995 年公司倒闭，郭建敏只好又回到

贫困闭塞的小山村。

在那个点煤油灯的年代，听到学

校敲着锣拍卖四荒，郭建敏一想自己

在 部 队 擅 长 栽 树 剪 树 ，就 借 钱 凑 了

2000 块钱承包了荒沟。于是，在村民

的一片质疑声中，郭建敏带着 40 多人

走进了蒿草齐脖深，没人要的荒沟，种

树绿化。

一朝穿军衣，无处不沙场。打坑、

浇水、修剪、管护，郭建敏开始慢慢起

步。凭借严谨扎实、吃苦耐劳的劲头，

经过二十多年的经验积累，他的队伍

壮大到 400多人，业务从孝义市一步步

扩展至兴县、岚县、榆社、内蒙古、海南

等地。

“我想为群众多办事，从绿化到现在成立

固废治理公司，用固废变成地，把这个沟填平

了，将来给后人种地、绿化，固废填埋了，不用

污染环境，荒沟填平了，又利于耕种造林。”

上世纪九十年代，煤炭行业的兴起，柱

濮镇一跃成为经济强镇，村村点火，户户冒

烟，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环境造成

极大的污染。

退役多年，军人情怀不变。从搞绿化建

设开始，“守好柱濮镇的东大门”就成了郭建

敏奔忙不歇的信念。熬过了苦日子的他，又

把钱投入到了煤矸石治理上，和老战友一起

创业，成立了孝义市雍盛固废治理有限公

司，把环保和土地治理相结合，在煤矸石上

种起了麦田。

“当天的事当天干完，该睡觉的时候睡

觉，不能疲劳作业，安全施工，卫生第一，要

对起自己的工作、责任……”每天天刚亮就

起床，和工人们一起吃饭，安排工作，把卫

生、安全反复叮嘱几遍，这是郭建敏多年来

的日常。

原来南北纵深的荒沟，如今已经换了容

颜，一 高的冬小麦从土里钻出来，将荒沟装

扮得生机盎然，郁郁葱葱。从 2018年 3月公

司运行以来，这条荒沟已累计填埋煤矸石 26
万吨，利用回填土地，种植小麦 70亩，亩产可

达800斤，小米30亩，亩产达效700斤左右。

严格按环保要求施工是条硬杠杠，工

人们笑着说，军事化训练出来的人眼里揉

不得沙子，一点马虎都瞒不过他。在治理

现场，郭建敏就是最严格的“监督员”。铺

设防渗层，建设拦矸坝、截洪沟，消力池等，

填埋作业时及时洒水降尘，实时黄土覆盖

压实，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按标准来，工人们

达不到标准，郭建敏就接过手，亲自干，在

他眼里没有“差不多”“应付”的字眼。

“很多人找他，想多出点钱填埋固废垃

圾，老郭这人坚守底线，不合法的给再多钱

都不干”，老战友胡浩说到，在利益面前，郭

建敏有军人的坚守，日子难的时候，没有钱

也要借钱把工人的工资先结清，日子好起

来了也不受诱惑，赚一分钱也要清清白白，

睡一觉也要安安心心。

望着绿油油的麦田和远处的蔬菜大

棚，这个像老黄牛一样吃苦耐劳的退伍兵，

有着自己的美好蓝图，耕种麦子、玉米、谷

子，大棚里种西红柿、黄瓜，打造富硒菜篮

子，种植花卉……

“有一次在刘庄口上，他要在石阶

台上栽树，我说栽不活，他非说能栽

活，我两吵了一架”，然而，让大哥郭建

棋没想到的是，居然眼瞅着他栽活了。

在煤矸石上种小麦，人们都觉得

是异想天开，天方夜谭，郭建敏抓起

一把土就知道该怎样配比，改良土

壤，硬是把小麦种成了，人们纷纷找

他培育麦籽。

“一开始也有失败的时候，咱就

走出去多学习”。刚承包荒沟时，他

在冬闲时节背上方便面，去太谷农大

学习果树修剪，一学就是两个多月。

无论是苹果梨桃等水果树还是花椒、

核桃等干果树的栽种、修剪、病虫害

处理等都得心应手。

“最难的时候，坐月子连小米都

没有，家里一针一线，连桌子都是借

的，孩子们的衣服都是战友们给的，

但是技术方面人们就是认可，工人们

有钱没钱都要跟上干，周边地区重

要、着急的工程都找他！”与郭建敏一

起摸爬滚打奋斗多年的妻子田俊香

说，让十五天完工就一天不多，让全

部栽活就一棵不少，没有请人抽过一

根烟，全凭本事树口碑。

因种植树木成活率极高，郭建敏

成为大家公认的种树“全能型”人物，

也凭借着“拼命三郎”的作风成为剪枝

行业的“标杆”。他走到哪，就把树种

到哪，把技术带到哪，带动本村和周边

乡村村民就业，每年用工二百余人，创

收几十万元。

2013年在必独村、道相村栽种千亩

核桃林，三年挂果，现在都碗口粗了，村

民们见了都感谢，核桃树已经受益了。

如今，重游曹溪河，郭建敏满满的获得

感，自豪感。绿化二十载，植树数十万

株，松树、柏树、国槐、核桃林如同一个个

列阵的卫兵一样守护着脚下的土地。

一身迷彩，生活朴素，郭建敏很

知足，守护着荒沟，郭建敏并不“知

足”。一到冬闲，郭建敏就和妻子到

处跑，河南、江苏、新加坡、马来西亚

……国内外各地参观学习，不断开拓

眼界，又迷上了花卉种植，以后搞花

棚，走规模化种植道路，成为这个 53
岁老兵的新目标。

郭建敏在煤矸石上盖起了蔬菜大棚

乐于助人热心公益

郭建敏热心为村民剪树

脱下军装荒山植绿

固废填埋守望麦田

郭建敏（右一）和战友们在部队

郭建敏讲解土的配比

走南闯北学习创新

郭建敏清理麦田里的蒿草

孺子牛

技术牛

老黄牛

拓荒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