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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7日，北京，一家运动品牌门店内，消费者正在体验
露营装备。

“不好意思啊，你们大老远过来，让你们站

着，我坐着。这几天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

犯了，疼得难受。”8 月 7 日，陕西榆林神木毛乌

素治沙造林基地动植物标本室，神木市生态保

护建设协会会长张应龙坐在凳子上，用手扶着

腰为大家做讲解。

今 年 虚 岁 60 的 张 应 龙 被 称 为“ 治 沙 狂

人”。20 年前，他舍弃在北京外企做高管的工

作，带着全部的积蓄只身来到沙漠治沙。榆林

地处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是饱受

风沙与水土侵蚀危害的重灾区。张应龙 20 年

如一日坚守沙海不放弃，承包治理沙地 42.8 万

亩，管护面积 50 万亩，使当地林草覆盖度从 3%
提高到 65%。

当天有 4拨客人到访基地，有外省过来学习

的，有职校老师过来听课参观的，有中学生过来

研学游的，有记者组团过来采访的，张应龙应接

不暇，有些疲惫。

“我觉得现在工作的意义更大。我经常说

造林容易管护难，三分造林七分管，毁林和破坏

生态的事情时有发生，如果人们的素质高了，以

后就不叫三分造林了，而是九分造林一分管，那

不就省事多了嘛。所以，我现在更多的工作是

给大家科普，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这可比我植

树造林意义大多了。”

相对于坐办公室，张应龙更喜欢漫步于绿色

沙地中。

8 月 7 日，时值农历立秋节气，中午时分，天

降小雨，张应龙没有穿工人递上的雨衣，惬意地

走在郁郁葱葱的沙地中。这时的他像换了个

人，腰杆挺直，步伐轻快，愉快地和种树的工人

们开着玩笑，时不时提醒他们种树的要领。他

能熟练地说出身旁任一范围内树的年龄，就像

对自家孩子那样亲切。

在榆林，治沙的劳模一代接一代，张应龙依靠

科学造林，以科技创新走出了一条循环治沙之路。

与风沙战斗 20 年，张应龙的心态越来越平

和。“沙尘暴本身是一个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

如果土地荒漠化、退化特别严重，它会加大沙尘

暴的力度，所以我们并不是要把沙漠消灭掉，而

是要把人为破坏的部分恢复起来。目前来说，沙

子不流动了，土地沙化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它

离一个自然生态系统还差了十万八千里。你问

我得多少年，我说肯定一二百年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一二百年要形成一个自我循环，就是人在不

干预的情况下，它能把植被维持下去，这才是我

们追求治沙的最高境界。”

60岁“治沙狂人”张应龙：

治沙永远在路上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影报道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影报道

8月7日，陕西榆林神木毛乌素治沙造林基地植树现场，张应龙（右一）和工人们一起交谈。

神木毛乌素治沙造林基地微生物实验室，张应龙（右一）和工作人员做实验。神木毛乌素治沙造林基地微生物实验室，张应龙（右一）和工作人员做实验。

进 入 秋
季 ，雨 水 渐
多，工人们抓
紧时间植树。

8月7日，
来 自 西 安 一
所 中 学 的 学
生 正 在 基 地
参观。

8月7日，张应龙的腰痛病又犯了，他一手
扶腰向访客们介绍基地情况。

张应龙查看土壤情况。

工人们对基地植被进行管护。

一顶帐篷撑起“露营热”
本报记者 王伟伟 实习生 闫宇辰 摄影报道

近一段时间以来，受出行限制、生活理念、消费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人们的生活方式正悄然发生着改变。“一车难求”的骑行热、火出圈的飞盘、
遍地“篷”友的露营圈，已经成为今年三大运动娱乐消费热潮。伴随着消费
群体扩容及消费诉求升级，小众户外运动市场正迎来高速发展的良机。

8月 3日，北京密云龙云山风景区白河峡

谷核心区内，营地主理人王沐雨正精心收拾

着一个直径约 5米的“印第安”式帐篷。这一

天并非周末，但下午会有一家四口到此露营

并过夜。

这是一片靠近悬崖的营地，有优美的风

景、险要的山峰以及一片可以游泳的水库。

与光芒万“帐”的公园露营不同，王沐雨更愿

意将这里打造成资深露营爱好者的“私密领

地”。“周末约三五好友，远离城市喧嚣，与大

自然来一次亲密接触。”有着 20 多年户外运

动经历的王沐雨说，主理人的品位直接决定

着营地的风格，而他只想守好自己这片营

地，“别太俗套了”。今年以来，热闹的露营

圈没有给王沐雨太多闲下来的机会，一到周

末和假期“一帐难求”的情况时常让他分身

乏术。

有数据显示，2014 年~2021 年，国内露营

营地市场规模实现 4 倍增长，从 77.1 亿元猛

增至 299亿元，至今热度仍只增不减。

8月 7日，位于北京丰台的一家运动品牌

店内，露营装备售卖区人流涌动。帐篷、户外

桌椅、野餐垫等成为露营“小白”最常购买的

入门装备，有些露营装备单品甚至会出现断

货情况。

今年“五一”假期，和朋友参加了一次露

营聚会后，陶晓曦开始“入坑”。“露营很容易

上瘾，买装备也容易上瘾，现在光买装备就已

经花了 2万多元。”最近他又看上了一款近千

元的卡式炉，虚高的价格让他选择了观望。

陶晓曦说：“露营小白一定要想好自己在花销

上的投入比例，走出去、走得远才是重要的，

而这些花费也不比装备少。如果本末倒置，

那就失去了露营的意义。”

几乎和陶晓曦同时，作为艺术专业的大

学生张泽辰爱上露营，是因为备战考研时，在

书中看到的一句话——“我时常想，做学问，

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桩事。人

生的第一桩事是生活”。而露营正好可以让

张泽辰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尽情感受“第一桩

事”所带来的精神慰藉。

如今，有不少像陶晓曦、张泽辰一样的露

营“小白”成了露营“发烧友”。而激增的消费

人群也激发了文旅市场的新活力。

在北京郊区，一些热门景区附近，新开辟

出来的营地随处可见，在地势稍微平整一些

地段，每隔一两公里就能看到一处营地，这其

中有不少是经营农家乐的村民开设的。与此

同时，一些与露营相关的文化活动也如火如

荼地举行着。正是在各方利好因素的助推

下，遍地“篷”友的露营圈还在扩大。

8月3日晚8点，北京密云龙云山风景区白河峡谷核心区内，到此游玩过夜的一家人正在交流第二天的行程。

8月3日，
北京密云龙云
山风景区白河
峡谷核心区内
的 一 处 露 营
区，王沐雨正
在为即将到此
游玩的露营爱
好者做准备。

↑8月4日，北京密云，
攀岩教练正在为游客讲解
攀岩要领和注意事项。

→7 月 31 日，北京怀
柔，白河湾自然风景区内
的露营爱好者。

8月4日，北京密云，王沐雨正在收拾帐篷。

8月11日凌晨，北京一处公园的露营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