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海上绿色长城”的好干部 

——谷文昌 

 
谷文昌(1915 - 1981)，男，原名谷成拴，石板岩乡郭家

庄村人。1944 年加人共产党，在林县任区长、区委书记等职。 

1949 年 2 月随林县第三批南下干部赴福建开辟新区。

1950 年 5 月 12 日随军解放东山岛，此后在东山县工作 14 个

春秋。 

南山岛东南数十公里历来风沙滚滚，吞噬田园，威胁着

人们的生存。谷文昌担任东山县长后，把治理风沙灾害列为

政府的重点工作，带领工作人员探风口，追风沙，摸清了“沙

老虎”的来龙去脉，制定治理规划。1954 年任县委书记后，

8 次组织全县人民在沙滩上筑堤堵沙，挑土压沙，植草固沙，

种树防沙。当他发现 9 株生长茂盛的木麻黄树时，如获至宝，

立即组织林业技术员研究分析，证实木麻黄树具有耐旱、耐

碱、抗风力强的特征，是制伏风沙的“好武器”，马上呈请

林业部从越南购进 400 公斤木麻黄籽，派人到广东电白县学

习木麻黄种植技术，并亲自在下溪村建立试验苗圃，在白埕

村先搞了一片试验林。 

1960 年，全县 400 多座大小山头、3 万亩沙滩，都种上

了以木麻黄为主要树种的抗沙林木，在海岸线上培植了 30

公里的“绿色长城”，沙滩变良田、一熟改三熟，粮食产量



也上去了。在造林制伏风沙的同时，谷文昌还带领人民挖塘、

打井、修水库，兴建了门海堤，沟通了孤岛与陆地的联系。 

    谷文昌一贯廉洁奉公。组织部门曾建议提拔其爱人任副

县长，他坚决劝阻。1963 年机关干部调整工资时，因名额有

限，谷文昌动员爱人保持原工资，把调级指标让给别人。1964

年，谷文昌调省任职之前，有关部门要把他在县财政局当临

时雇员的女儿转为正式干部，随其一起调到福州工作，谷文

吕说：“县委书记的孩子不能特殊，还是让她留在东山锻炼

好。” 

   “文化大革命”期间，谷文昌坚持正义，抵制错误路线

干扰，动员群众坚守岗位、发展生产。后任龙溪地区革命委

员会副主任、龙溪行署副专员、福建省林业厅副厅长，职务

变了，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始终没有变。1981 年 1 月

30 日在漳州病逝后，遵照他的遗嘱，骨灰撒在东山县的岛屿

上。《人民日报》曾对谷文昌的先进事迹作过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