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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攻坚推动荒漠化
防治进程

夏日的骄阳，炙烤着浑善达克沙
地。在沙地南端的内蒙古锡林郭勒
盟多伦县，站在百万亩樟子松造林工
程滦源镇项目区观景台远眺，由樟子
松、柠条等乔灌木汇聚而成的“绿色
海洋”令人心旷神怡。绿海边缘，百
余名农牧户正热火朝天地播撒草种、
种植林木。

“环境大变样，终于过上了踏实
日子。”趁着休息的间隙，多伦县诺尔
镇新民村村民马云平唠起了过去的
岁月。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受自然和
人为因素共同影响，多伦县生态环
境急剧恶化。据 2000 年卫星遥感监
测显示，全县风蚀沙化面积达 3365
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 87%，还
形成了三条大沙带。“那时空气里整
天弥漫着尘土味，担心村庄被沙子
埋了。”

自2000年开始，当地下定决心植
绿治沙，经过20多年的“持久战”，多
伦县森林覆盖率由2000年的 6.8%增
加到37.9%，空气质量变好了，沙尘暴
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也显著下降。

“虽然治理效果明显，但我们还
有面积不小的沙化土地没有完成治
理；已经治理的沙化土地，如果不加
以保护，也容易退化。”多伦县委书记
王延功说，借着“三北”工程攻坚战打
响的契机，全县还将进一步推进沙化
土地治理。

在千里之外的宁夏吴忠市盐池
县花马池镇沙边子村，向最东边远
眺，一片起伏的流动沙丘被草方格织
成的巨网紧紧缚住，柠条等沙生植物
点缀其中。治理区域的边缘竖起了
一圈围栏，以防牛羊踩踏这片尚显娇
嫩的新绿。

这片黄沙横跨宁夏和内蒙古两
地，属于毛乌素沙地。不久前，这里
刚刚打了一场省际联手治沙的攻坚
战。

20 世纪 80 年代，盐池县沙化土
地面积占比超过 82%。经过几十年
努力，全县 200万余亩严重沙化土地
重披绿装，唯独剩下与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鄂托克前旗交界的这片沙丘迟
迟未能治理。

盐池县林草服务中心主任孙果
告诉记者，过去治沙往往以行政区划
为单位，各治各的，一些省市县交界
处容易留下林草带断档盲点，直接影
响治沙成效。

自“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后，陕
甘蒙宁四省区五地共同签订《毛乌素
沙地区域联防联治合作协议》，将单
打独斗变为抱团共进，从四周向中心
织网锁沙，顺利推进了省际林草带断
档盲点的治理。

为了更好推进“三北”工程攻坚

战，各地各部门协同作战，形成合力：
今年新开工的重点项目全部向

边界和上下风口靠拢；内蒙古、辽宁
协同打造科尔沁沙地南缘的跨省区
锁边林草带；内蒙古阿拉善盟、宁夏
中卫市、甘肃民勤县在腾格里沙漠省
界处开工建设阻沙生态防线。

协调安排特别国债和专项补助
资金、加强林草生态用水保障……国
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仅一年时
间，“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造林种草
约4000万亩。

科学治沙让绿色屏障
更坚牢

经过多年治理，“三北”工程进入
到六期工程建设期，容易治理的已经
完成，剩下的多是需要攻坚治理的

“硬骨头”。要构筑更加牢固的北疆
绿色屏障，离不开科技治沙的支撑。

在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扎兰
营子镇哈达村干支庙屯西山，层层水
平槽依山而建，山枣和油松树向阳生
长。

阜新市林草局局长段文刚说，扎
兰营子镇作为绕阳河的发源地，拥有
丰富的山地资源，但雨水经年累月从
山上冲刷而下，带走了泥土，留下了
深深的侵蚀沟。“过去直接在土坡上
种植树苗，沙土存不住水，一场雨过
后很多树苗根部就裸露出来，种下的
树活不了。”

为了解决这一技术难题，当地林
业专家和水土保持专家一道反复试
验，最终探索出运用现代化的机械装
备，在山体上先建设水平槽，再植树，
既保持了水土，也有效提高了种树成
活率。

扎兰营子镇通过水土保持的方
式，提高种树成活率，是我国三北地
区因地制宜治沙造林的探索之一。

记者调研了解到，近年来，从引
进沙木蓼、四翅滨藜等苗木新品种提
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到运
用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障技术提高
效率，再到沙障铺设机、无人机、全地
形运输车等一批先进适用的防沙治
沙机械装备集中亮相，科学治沙正让

“三北”工程这道绿色屏障更加坚牢。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

生态系统。坚持系统治理，是科学治
沙的重要方面。

从万米高空俯瞰，在腾格里沙漠
边缘，青土湖宛如镶嵌在黄沙中的一
块翡翠，与蓝天交相辉映。

谁能想到，这片水草丰茂之地，
曾经干涸了半个多世纪！当地居民
回忆起上世纪 60 年代，青土湖干涸
后，那里更加风沙肆虐，湖边的村庄

“沙上墙、驴上房、地撂荒”。
从2010年起，当地实施石羊河流

域综合治理，固沙造林、生态输水、荒
漠植被修复等一系列措施落地见效，

让这个“沙漠之湖”重现碧波，成功阻
挡了腾格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握
手”。

走出治沙又致富的绿
色发展新路

走进科尔沁沙地南缘的内蒙古
赤峰市敖汉旗敖润苏莫苏木，一排排
高低起伏的光伏板在阳光下连成蔚
蓝色的“海洋”。光伏板下，草方格内
的沙打旺种子正在沙土里生长，待到
盛夏长成牧草时，就会成为牛羊的主
要饲料。

敖润苏莫苏木苏木达李柏龙说，
这个项目利用了村里 6000 余亩闲置
土地，在光伏板下种植优质牧草，可
以利用光伏板挡风降速，提高植被存
活率，治沙的同时也能实现光伏发
电，每年还能为千余头牛羊提供优质
牧草。当地正在积极争取一个更大
规模的光伏治沙项目，规划在光伏板
下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

漫天黄沙退却，绿色的希望接续
铺展。

各地在科学治沙的同时，将防沙
治沙成效与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紧密
结合，逐渐走出了一条绿色、清洁、低
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在新疆柯柯牙，当地政府推行以
林果业为主的“谁建设、谁管护、谁投
资、谁受益”荒漠绿化造林模式，在防
护林网中套种苹果、核桃、红枣等经
济林，延续生态成果。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
头景区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随
着防沙固沙科学体系的建立，中卫市
以沉浸式体验游为特色，建成星星酒
店、黄河宿集等一批高端休闲度假产
品。

“ 没有治沙，就没有沙坡头景
区。”扎根腾格里沙漠 30多年的治沙
人唐希明感慨道。2023年，中卫市共
接待游客超 1500 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超88亿元。

“防沙治沙是一项长期的伟大事
业，需要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未来
应进一步创新治沙模式，形成更加科
学有效的荒漠化防治、沙产业和新能
源开发融合发展的治沙体系，引导社
会各界共同参与治沙。”中国林科院
首席科学家、三北工程研究院院长卢
琦表示。

绿色生态屏障矗立在北疆，生态
文明的种子根植在人们心里。

从加速攻坚推动荒漠化防治进
程，到坚持系统治理、科学治沙，在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三北”
工程攻坚战深入推进。未来，这将是
一道更加坚固的绿色长城，更是一条
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记者胡
璐、侯雪静 王靖 马丽娟 张逸飞 程
楠 付瑞霞）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认识沙戈荒，
让荒漠造福人类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17 日是第 30 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
日，今年的全球主题是“为了土地联合起
来：我们的遗产、我们的未来”，我国的主题
是“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筑牢北方生态
安全屏障”。要做好荒漠化防治工作，认识
沙漠、戈壁、荒漠等“沙戈荒”，与沙戈荒为
友，让荒漠造福人类。

防治荒漠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我们要弘扬尊重
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预
防为主，坚定信心，面向未来，制定广泛合
作、目标明确的公约新战略框架，共同推进
全球荒漠生态系统治理，让荒漠造福人类。

认识沙戈荒，让荒漠造福人类，体现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荒漠是陆地生态
系统的组成部分，对维护生物圈生态平衡
不可或缺。荒漠化防治不是要“人定胜天”
改造塔克拉玛干、撒哈拉这样地质演化形
成的原生态沙漠，恰恰是要按不同类型荒
漠的形成、发育规律，保护其生态系统原生
性、完整性，宜沙则沙，减少人类干扰，呵护
无可替代的荒漠生物多样性。对于荒漠生
态系统这种自然造化的存在，要突出保护，
做好封禁工作。随着科技进步，人们会更
聪明地利用荒漠生态系统，更好造福人类
未来。

认识沙戈荒，让荒漠造福人类，要明确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荒漠化防治
主要针对人类过度开发利用导致的荒漠
化、沙化土地，要突出重点，治理修复，改善
生态环境，减少风沙灾害，遏制气候变化及
工农业扩张造成的土地退化现象。要加强
科技创新、有效投资和产业化转换，向治理
要清洁能源、绿色食物、生物医药以及劳动
就业和增收。

荒漠超越区域，风沙没有边界。长期
以来，我国走出一条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
并重、治沙与治穷并举的中国特色荒漠
化防治之路，目前正大力协助“一带一
路”有关国家开展防沙治沙，为亚非
拉 发 展 中 国 家 培 养 治 沙 骨 干 队
伍。中国治沙模式和技术走向
世界，以荒漠化防治“中国方
案”“中国智慧”，造福更多
的人。

（新华社北京
6月17日电）

仲夏时节，维吾尔族农民柔孜托合提·
托合提库尔班挥动着手锯，沿着树干上一
道明黄色的线，将一株柽柳拦腰截断。

“这样砍林子，换平时可不敢。”柔孜
托合提说，这里缺水、干燥、风沙肆虐，长
一棵半人高的灌木得两三年时间。

柔孜托合提住在新疆南部的和田地区
策勒县，就在这片长满了柽柳、梭梭和沙
拐枣的灌木林附近。从这片林子向西北
方4公里，就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我国
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

这道明黄色的线是科研人员统一标记
的。经过数十年造林，一些地方的防护林
枯枝越来越多，面临衰退和老化，防护林
老了怎么办?砍还是不砍?一直是个难题。

策勒县城，历史上曾因风沙侵袭 3 次
被迫搬迁。沙临城下之际，新疆地方政府
和中国科学院决定在 1983 年在此建立中
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策勒沙
漠研究站。该站研究人员赵广兴博士说，

从去年开始，在地方林草部门支持下，科
研团队在500亩灌木林上实施了一项致力
于防护林体系优化的科研项目。

“别看柔孜大叔挥舞着锯子，他可不是
在砍树，而是在平茬。”赵广兴说，平茬就
是在不同高度进行砍伐处理。平茬后，防
护林枯萎的部分不再抢占土壤中的水和
肥，会有利于新发出的根系、枝桠生长。
不过，一些刚刚平茬过的灌木林看起来比
其他林子更稀疏，不禁让人疑惑：这会影
响到它们的防沙效果吗?

这也是科研人员的关注重点。赵广兴
在平茬后的防护林，以及未平茬的防护林
下风处都架设了集沙仪，这种高度 2米多
的设备主要用来测定防护林的阻沙率，

“通过对集沙仪中的沙子称重，我们发现
平茬并没有让防护林的防沙效果减弱。”

在研究站帮工的柔孜托合提几乎全程
参与了平茬实验。经过一年的观察，他发
现柽柳的叶子长得更多了，整个林子变得

更茂密了。
锯下来的柽柳树枝也不会被浪费。赵

广兴说，一部分枝条将被制作成生物肥
料，还有一部分被挑选出来，剪切成 15厘
米长的小段用于扦插育苗，“在滴灌的滋
润下，5个月后它们就能长到 2米高，可以
为今后造林提供种苗。”

科研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新疆生
态与地理研究所策勒沙漠研究站站长曾
凡江研究员告诉记者，经过一年的实验初
步发现，夏季平茬更新使柽柳相对生长速
率提升 1.13 倍，新发枝条数提升 1.5 倍，且
未显著影响防护林林分的防风固沙效益。

曾凡江说：“对柽柳等灌木林平茬更新
的研究还需持续深入，搞清楚平茬高度在
多少最合适、不同季节的平茬强度等具体
问题，除了灌木，未来也会对更高大的乔
木进行研究，解决那些因为种植密度过高
等原因带来的防护林老化问题。”

自我国提出全力打好河西走廊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以来，处于风
沙前沿的策勒县，已围绕全县3个风口着手
建设“三大生态屏障”，依托国道、高速、铁路
策勒段3条道路建设“三条绿色长廊”。

策勒县林业和草原局防沙治沙监测中
心主任图尔洪·加帕尔认为，科研人员正
从事一项非常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他们的
探索不仅有利于优化防护林体系建设，也
会帮助各地更科学有效地做
好防沙治沙工作。

（新华社乌鲁木齐6
月17日电）

▶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巴彦呼交嘎查其白线防沙治沙项目区，穿沙公路将沙地
切割，沙丘被逐步固定（2024 年 5 月 16 日摄）。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关注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

努力构筑更加牢固的北疆万里绿色屏障
——“三北”工程攻坚战进行时

新华社记者

新疆柯柯牙景色（2023 年 9 月 1 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当防护林“老”了怎么办?
——新疆科研人员探索优化防护林体系

新华社记者 张晓龙 阿曼

图①：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
阿古拉镇，治沙工人在科尔沁沙地里打草方
格（2024 年 3 月 28 日摄）。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图②：辽宁省彰武县章古台林场护林员
李东魁在林中行走（2013 年 8 月 3 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6 月 17 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面积
超过国土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20 世纪 70 年代，“三北”工程区森林覆盖率仅为 5.05%，每年风沙天数超过 80 天。
多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加速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努力在祖国北疆筑起一道绵亘万里的绿色屏障。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

会，强调“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提出“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各地各部门闻令
而动、共同推进，“三北”工程这道绿色屏障正在不断延伸、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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