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的梭梭已经发芽了，而且根系很发达。那边还没有。”

在临泽县北部沙区，韩中文化青少年协会（未来林）理事权赫大在

沙地里走走停停，不时用手刨开沙土，对项目区内外的沙生植物

生长情况进行对比。

“野生沙生植物得到有效保护，区域自然植被得到较好恢复，

你们的治沙效果真的很明显，我会把张掖治沙造林的措施做法推

广出去。”权赫大说。

在民乐县洪水镇山城村国家储备林基地，权赫大看到一大片

虽然幼小但很茁壮的国家储备林，也深受鼓舞。

在 实 地 考 察 调 研 结 束 后 ，张 掖 市 林 草 局 举 办 了 座 谈 交 流

会 。“ 中 韩 合 作 为 建 设 生 态 张 掖 增 添 了 一 抹 浓 绿 ，为 张 掖 林 草

在 国 际 合 作 领 域 开 辟 了 道 路 ，也 为 推 进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共 同

建 设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美 丽 家 园 作 出 了 贡 献 。”张 掖 市 林

草 局 局 长 土 建 雄 说 ，“ 接 下 来 ，市 林 草 局 将 严 格 按 照 协 议 内 容

和 各 项 要 求 推 进 项 目 ，高 质 量 完 成 造 林 任 务 。 同 时 ，加 强 项

目 管 理 、严 格 资 金 使 用 ，让 这 份 责 任 和 情 怀 ，在 张 掖 大 地 上 生

根、开花、结果。”

中 韩 国 际 合 作 治 沙 造 林 张 掖 实 施 项 目 旨 在 荒 漠 化 和 沙

化 土 地 治 理 、减 轻 风 沙 危 害 ，主 要 包 括“ 2022 年 中 国 绿 化 基

金 会 百 万 森 林 计 划 — 沙 漠 锁 边 生 态 林 甘 肃 省 张 掖 市 造 林 项

目 ”和“ 2023 年 巴 丹 吉 林 沙 漠 绿 色 长 城 防 治 荒 漠 化 植 树 项

目 ”。 项 目 投 资 由 中 国 绿 化 基 金 会 与 韩 中 文 化 青 少 年 协 会

共 同 募 集 ，计 划 在 张 掖 市 持 续 实 施 8 至 10 年 ，总 投 资 约

2000 万 元 。

“张掖林草人对生态事业的这份担当令我们感动。今后我们

要在野生动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构建等方

面，持续开展各种活动，增进中韩两国青少年的沟通交流，提高中

韩两国青少年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文

明绿色理念深植到两国青少年心中。”权赫大说。

中韩携手 共建未来

“ 临 泽 境 内 的 三 条 风 沙 带 60% 以 上 的 沙 化 土 地 和 荒 漠 化

土 地 都 得 到 有 效 治 理 。 中 部 风 沙 带 上 从 北 向 南 依 次 是 绿 盈

林 场 、万 里 青 林 场 、五 泉 林 场 和 沙 河 林 场 ，治 理 总 面 积 达 到

19.7 万 亩 。 南 部 风 沙 带 上 是 小 泉 林 场 和 新 华 农 场 ，治 理 总 面

积 达 到 2.22 万 亩 。 在 北 部 风 沙 带 上 的 临 泽 县 治 沙 林 场 ，栽 植

的 林 带 面 积 7 万 亩 ，向 沙 漠 推 进 了 17 公 里。”临 泽 县 治 沙 林 场

场长杨向刚说。

杨向刚，一位在肃南的苍松翠柏间出生长大，却在临泽的黄

天厚土地里与漫漫黄沙奋战了 30 多年的康巴汉子。

“我刚来到这里时，治沙林场向巴丹吉林沙漠推进了 8 公

里。近十年来，又向前推进了 9 公里。”杨向刚说，随着国家的项

目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在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接续奋斗下，

绿色屏障构筑得更加牢固。

在走访过程中，张掖市林草局退耕办主任裴艳红时不时指着

路两边介绍：“这是我们在 2017 年实施的中央财政防沙治沙示范

园项目，每亩补助 1000 元；这是 2021 年我们实施的国土绿化试

点示范项目，中央财政亩均补助 1300 元左右……”

临泽县治沙林场位于临泽县平川镇北部风沙危害严重、生态

脆弱的巴丹吉林沙漠南缘，经营总面积 99.13 万亩。几十年来，依

托实施“三北”防护林、防沙治沙、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山水林

田湖草荒漠区生态治理等重点工程建设，一年又一年持续开展

“治沙播绿、改善生态”的防沙治沙“接力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累计完成沙漠治理近 55 万亩，治沙造林 7 万多亩。北部 82

万亩荒漠植被得到有效保护，全县森林覆盖率增长了近 3 个百分

点；防风林带（网）增加 30 多公里，荒漠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

15%提高到现在的 25%。

守护家园 治沙播绿

王延福，临泽县蓼泉镇双泉村人，临泽县最早从事

畜禽养殖发家致富的“明星”。2015 年，他在位于蓼泉

南沙窝的原双泉村林场承包 9010 亩沙土地，创办了绿

盈林场。

“ 那 时 候 的 南 沙 窝 ，寸 草 不 生 、风 吹 沙 起 ，没 水 、没

电 、没 路 。 刚 进 来 的 时 候 ，就 地 搭 起 帐 篷 ，支 起 炉 子 、

锅 灶 。 等 第 二 天 早 上 再 来 时 ，帐 篷 不 见 了 ，炉 筒 子 、锅

灶 被 风 吹 得 到 处 都 是 。 后 面 搭 起 的 彩 钢 房 也 被

吹 得 东 倒 西 歪 。”王 延 福 话 语 中 透 露 着 些 许

辛 酸 。“ 用 了 两 个 月 时 间 ，开 出 一 条 20

公 里 的 路 ，还 会 时 不 时 被 沙 子 埋 掉 。

要先种防风林才能把林场建设好。”

笔 者 跟 随 王 延 福 来 到 绿 盈 林

场，只见一条整洁的道路蜿蜒伸向

远 方 ，高 大 的 白 杨 树 挺 立 两 旁 。

在白杨树后，高高低低的梭梭林

铺展在一望无际的沙丘上，生机

盎然。

“在荒滩上植树，水的问题最

难解决。一公里挖一个坑，里面铺

上塑料，从几公里外引来河水浇灌。

好不容易定植了 2000 亩梭梭，结果一

场沙尘暴来了，迎风面上已经成活的梭

梭苗被连根拔起，飘得满天都是。家人当场

就失声痛哭……”王延福说，“这里干旱少雨，夏

季地面温度很高，栽植的树木如果不及时浇水，叶子马上

就变得干黄。林场树木浇一遍需要一周时间，一周轮一

次，没有休息过，昼夜地干，泵都烧坏了几个。”

前前后后，王延福为治沙投入了一千多万元，花光了

所有积蓄，还欠下很多债务。在治沙的过程中，王延福也

在努力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

在一次与人交谈中，王延福偶然得知，在梭梭树根部

接种肉苁蓉有不错的经济效益。因此，王延福前后 7 次赶

赴新疆，学习机械化接种肉苁蓉技术。

“ 从 新 疆 请 来 老 师 ，5 月 完 成 接 种 。 从 接 种 完 心 里

就没有踏实过，每过几天就刨开看一下。一直到 10 月

的 一 天 ，我 看 到 一 棵 细 细 白 白 的 、10 厘 米 高 的 肉 苁 蓉

长出，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到了第二年 5 月，很

多 人 来 到 林 场 里 看 肉 苁 蓉 。 我 刨 开 松 软 沙 地 ，发 现 了

一 排 2 厘 米 粗 、10 厘 米 高 的 肉 苁 蓉 ，大 家 一 阵 欢 呼 。”

王延福如是说。

如 今 的 绿 盈 林 场 ，肉 苁 蓉 接 种 面 积 已 经 达 到 4000

亩 ，年 产 鲜 苁 蓉 10 吨 左 右 ，年 实 现 经 济 效 益 30 万 元 。

2023 年，王延福与肃南县祁尔康公司合作，研发了肉苁

蓉枸杞酒。

“在植树最艰难的时候，也后悔过。但看到当年寸草

不生的沙漠变得生机盎然，当年风起沙扬的南沙窝绿树成

荫，我的心里充满了成就感。”王延福说。

在王延福这位典型的示范带动下，当地运输老板闫天

波、育苗老板李奋等十多位私营企业主先后加入到临泽治

沙造林队伍中。他们育苗，种植花卉、文冠果和元宝枫，积

极发展林下经济，养鸡、养羊，探索肉苁蓉深加工技术……

临泽人走上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的“沙里淘金”发展

之路。

沙里“淘金”发展经济

——张掖一代代治沙人扎根荒漠、持续播绿的治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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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潮

张掖，因“张国臂掖，以通西域”而得名，因其位

于河西走廊中部，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商贾重镇

和咽喉要道，素有“塞上江南”“金张掖”之美誉。南

部，终年积雪的祁连山横亘连绵，林海茫茫、草原辽

阔；中部，全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贯穿全境，平原广

袤、绿洲肥沃；北部，巴丹吉林沙漠横穿而过，长达

400 多公里的风沙线上，沙漠环伺、生态脆弱。作为

我国“两屏三带”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和北方防沙带的

关键区域、全国四大沙尘暴源地之一、遏制风沙危害

的前沿阵地，张掖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科学开展国土绿化，不断筑牢西部生

态安全屏障。

几十年来，张掖人民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不屈

的韧劲，在荒漠戈壁栽树种草、封沙育林、修路通电，

将荒山变成青山，让沙漠披上绿装。“十三五”以来，

完成林草生态修复建设 1165 万亩，累计治理荒漠化

沙化土地 870.15 万亩。如今的黑河两岸林带葱郁、

飞鸟翔集、乡村宜居。一个个从“沙进人退”到“绿进

沙退”的治沙故事，正发生在广袤的张掖大地上。

“治沙不能盲目，要根据沙源、风沙危害状况和当地条

件等分类治理。比如，在农田毗连流动沙丘的地区，培植

带状林与块状林相结合的防风固沙林带；在沙丘丘间低地

面积较小且沙丘流动性大、危害严重的地段，采取带状林、

块状林与沙障固沙相结合的方式；在新月形沙丘链上采用

燕翅状沙障；在迎风坡和背风坡不明显的沙垄上设置鱼刺

状或‘非’字状沙障……”从甘肃农业大学林学专业毕业后

毅然走上治沙造林战线的窦长保，在 35 年的林业生涯中，

总结出丰富的治沙造林经验。“在小泉子沙区和蓼泉南沙

窝，我们利用地下水位较高的特点，采取在沙丘丘间低地

挖土井取水的方法营造防风固沙林。在固沙压沙中，我们

把草方格沙障规格由 1 米见方调整为 1.5 米见方，达到了

固沙目的，又降低了治沙成本。”

“趁着 3 月中旬积雪还没化，我们组织群众在沙区挖

坑造林。把积雪堆到新栽的苗木周围，等天气转暖，雪水

渗入树根，利用了水资源，既降低了造林成本，又提高了造

林成活率。”窦长保说。

在几十年开展植树造林和防风固沙工作中，张掖市

坚 持 分 类 指 导 ，因 害 设 防 、因 势 利 导 ，积 极 探 索 总 结 沙

区 治 理 经 验 和 技 术 ，引 进 应 用 阻 沙 网 、尼 龙 网 、土 工 布

等 新 型 治 沙 材 料 ，大 力 推 广 草 方 格 固 沙 、根 区 注 水 造

林、保水剂应用等沙区治沙造林技术，有效提高了沙区

造林成活率。

“当时在省治沙研究所的技术支持下，我们实施的盐

渍荒漠化土地综合治理防沙治沙试验示范区项目、‘九五’

攻关项目等对防沙治沙发挥了巨大作用。”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临泽县先后与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研究院、省

治沙研究所、兰州大学等科研院校合作，设立生态定位研

究站 3 个、沙区环境监测站点 6 个、固定观测样地 20 多个，

常态化开展荒漠区风沙环境治理成效监测和技术研究，为

沙区治理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梭梭能固沙但不防风，一场风来就连根拔起了。只

种杨树也不行，沙丘穿过杨树也会把地埋了。所以沙丘高

处种梭梭，可以固沙，低洼处种杨树，可以防风。”窦长保介

绍说。

在绿洲与沙漠、戈壁交界处营建大型防风固沙林；在

沙漠前沿腹地压沙障、植灌木，有效控制流沙；在生态环境

尚未破坏的区域，加大封育力度，有效保护天然原生植被；

在绿洲内部营造“大林带、小网格”的农田防护林，形成“乔

灌草、带片网”相结合的大型骨干防护林体系；在有灌溉条

件的沙区开展大规模人工治沙造林，在无灌溉条件的沙区

采取埋压粘土、麦草方格沙障进行工程固沙；沙漠前缘 3

公里至 5 公里范围内采用网格围栏封禁，国家公益林荒漠

林区采取禁牧封育……

骄人的成果既得益于顽强的拼搏，也得益于科学决

策、科技施策。30 多年来，临泽县累计治沙 55 万亩，治沙

造林达到 7 万亩。高台县在绿洲边缘建成两条长 137 公

里、平均宽 0.8 公里的基干防护林带和总长 2000 多公里

的绿洲内部防护林网。

在张掖大地上，“条条分割、块块包围”的防护体系如

一道道绿色屏障矗立在沙漠边缘，昂首挺胸，迎风而立，将

绿洲护在身后，将家园护在身后。

因地制宜 科学治沙

“三北”防护林工程稳步实施 40 多年来，张掖市共完成“三

北”工程人工造林 15.7 万公顷，封山（滩）育林 17.9 万公顷，荒漠化

土地面积和沙化土地面积较甘肃省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

果，分别减少了 51.3 万亩和 26.85 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和

程度呈现双减双降态势。

今年 8 月，张掖市委书记卢小亨调研临泽防沙治沙工作时

表示，张掖承担着阻止巴丹吉林沙漠南移、维护河西走廊绿洲生

态安全和战略通道安全的重要职责使命，“外荒”“内荒”要综合

治理。

勇挑重担主动作为。40 多年来，张掖治沙人一直默默守护

着农田绿洲、湖泊山川，在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上扛牢生

态责任，展现生态担当。

来到位于高台县黑泉镇的西沙窝，这里风沙口距高铁线路 4

千米，距村庄 0.7 千米，距国道仅有 0.3 千米。“要抓紧组织开展外

业勘查，全面查清沙带具体情况，因地制宜、科学治沙，全力打好

沙漠边缘阻击战。”卢小亨表示。

张掖抽调组织 6 路人马钻林地、上草原、进戈壁、入沙漠，对

森林草原类型、数量、面积、分布现状以及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类

型、分布、保护与利用状况展开拉网式勘查，汇总数据，摸清家

底 。 随 后 ，《巴 丹 吉 林 沙 漠 南 缘 风 沙 口 张 掖 阻 击 战 治 理 规 划

（2024—2026 年）》编制完成。

10 月 31 日，甘肃省“三北”工程攻坚战首批重点项目开工

活 动 在 庆 阳 市 环 县 举 行 ，张 掖 市 黑 河 中 游 高 台 县 防 沙 治 沙 林

草 综 合 治 理 项 目 在 高 台 县 黑 泉 镇 西 沙 窝 同 步 开 工 。 位 于“ 三

北 ”工 程 攻 坚 战“ 核 心 战 区 ”的 张 掖 市 巴 丹 吉 林 沙 漠 边 缘 阻 击

战正式打响。

“张掖市处于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

沙 漠 边 缘 阻 击 战 治

理区域，一区五县全部纳入三北工程六期‘核心攻坚区’。2024

年至 2030 年规划实施防沙治沙林草综合治理项目 8 项，计划完

成 治 理 任 务 1756.7 万 亩（新 建 83.4 万 亩 ，巩 固 成 果 1673.3 万

亩），概算投资 27.8 亿元。”在开工现场，张掖市委副书记、市长

赵立香说。

据张掖市林草局副局长苗东介绍：“黑河中游高台县防沙治

沙林草综合治理项目总建设规模 85.4 万亩，投资 5.2 亿元。项目

建成后，将有效阻止巴丹吉林沙漠南侵，更好筑牢西部生态安全

屏障。”

“接下来，对目前技术手段还不宜实施工程措施的沙地，进

行 封 育 保 护 自 然 恢 复 ，对 急 需 要 治 理 的 沙 地 ，探 索 完 善‘ 草 方

格+人工造林’‘天然更新+人工促进’‘成果巩固+提升改造’

等 治 沙 措 施 ，营 造 防 风 固 沙 锁 边 林 草 带 。”张 掖 市 林 业 调 查 规

划院院长刘宏军说。

如今行走在张掖大地，一道道郁郁葱葱的绿色林带，牢牢“锁

住”沙漠南侵的脚步，一幅幅城乡美、事业兴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

开。不畏艰辛、勇挑重担的张掖人将继续策马扬鞭，在筑牢国家

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新征程上谱写新篇章。

策马扬鞭 再谱新篇

临泽县防沙治沙取得显著成效。 郭浩 临泽县城市道路绿化一角。 蔡永刚

临泽县治沙林场场长杨向刚临泽县治沙林场场长杨向刚

接受媒体采访接受媒体采访。。 蔡永刚蔡永刚

张掖市临泽县紧靠巴丹吉林沙漠南缘，有荒漠化土地 322.3

万亩，沙化土地 248.4 万亩，分别占国土面积的 78.7%和 60.7%，是

一个典型的沙区绿洲农业县，也是张掖市防沙治沙的重点区域。

“那年我还在上小学。有次和同学结伴走在放学路上，忽然

天就暗下来。我大伯喊：‘快跑，黑风来了！’那会离我家不到 100

米，我撒腿就跑。等跑到家里，关上门窗，从窗户往外看，黑黑的，

啥都看不见了。”张掖市临泽县林果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窦长保说，

“那时候风大得很。刚冒出苗苗的庄稼，一场风一刮，全都埋进沙

里了。你把沙推掉，再种，一场风，又埋了。”

“风起沙石扬，埋地又压房。”曾经是临泽县遭受沙尘侵扰的

真实写照。治沙播绿、走上致富道路成为全县沙区广大干部群众

的共同梦想。

据《临泽县志》记载，1950 年，临泽县人民政府作出在板桥、

平川两镇北部栽植防风固沙林的决定；1951 年，营造防风固沙林

292 亩，成活 6.5 万余株；1953 年，临泽县制定防风固沙林带营造

方案；1962 年，落实“林有主、主有权、权有利”政策，并把林业生

产列入经济恢复的重要内容；1965 年，临泽县作出“大规模地发

展造林事业”的决定，确定了防风固沙林、水源涵养林、农田防护

林同时并进的原则，全面推进林带建设；1975 年，临泽县制定林

业发展十年规划。一代代治沙人扎根大漠，让曾经黄沙漫天的沙

漠南缘渐渐披上绿装。

1978 年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启动，临泽县也加快

了防沙治沙的步伐。到 1990 年，栽植防风固沙林

带 119 公里，实现了“人进沙退”。

“平川镇三一村是临泽县最早开展治沙的地方。当时的村支

书谢诚贵带领全村人治沙造林，建起 6000 亩的村办林场——三

一林场。后来谢诚贵被评为全国治沙先进个人，全国各地都到三

一村学习治沙经验。”临泽县林业局原局长王福明介绍说。

“每年春天正是风大的时候，经常是头天栽的树，一晚上风一

刮，全都被沙埋了，只能重栽。但大家不怕苦、不怕累，真的是拿

出了战天斗地的精神。”王福明谈到这里时，目光满是坚毅。

1978年以来，临泽县通过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沙化土

地封禁保护区沙区建设、黑河流域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规

模化防沙治沙、国土绿化、防沙治沙示范区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项目，采取荒漠植被封育、工程治沙、人工造林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

式，风沙治理进一步向沙漠纵深推进，建成长达 187公里的绿洲外围

防沙固沙阻沙林带，绿洲向沙漠延伸 3公里至 14公里，初步形成了

“内有农田防护林网、中有防风固沙林带、外有荒漠植被封育区”的绿

洲生态防护林体系，有效遏制了沙区风沙危害，实现了从“沙进人退”

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保障了绿洲生态安全。

“临泽每年春季都会开展植树造林和压沙活动。几十年了，

一直都在坚持。你看，这是当时植树、灌水、巡护的场景。”窦长保

一边从电脑里翻看老照片，一边滔滔不绝地给笔者讲起过去植树

造林的故事。

“就这个地方。我上初中那年，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要上

一个大沙丘。车骑不动，推也推不动，我爹就扛着自行车走，我在

后面跟着。脚踩在沙上，一踩一个窝。那个坡呀，太高太陡，咋也

爬不上去。前些日子我还开车去过那里。那个沙丘还在，但一点

都感觉不到高和陡了，就是一个小坡坡。路的两旁，全都是成片

的耕地和防风林，一望无际。”窦长保一边说着，一边在电脑上打

开了一张临泽治沙全景图。

“之前临泽县是看不到常青树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后，

临泽治沙林场栽下了第一棵樟子松。我们听说后，几个同学骑着

自行车跑了 20 多公里去看。现在樟子松、刺柏这些常青树已经

成为全县城市绿化、绿色通道、村镇绿化的主要树种，一年四季都

郁郁葱葱。”窦长保讲到这里时，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自豪。

1976 年，在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的技术支持下，临泽

县平川治沙站按照“公办民助、专群结合、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

沙区治理思路，开始大规模综合性地开展防沙治沙活动。

1980 年，在三一、平川、五里墩等

村北部沙漠边

缘营造防沙治沙示范样板 3.5 万亩。

“当时大家都在想，沙漠能侵占我们的家园，我们为什么不能

把家园建到沙窝里？”窦长保说，“那时候，大家就是靠着一股子不

服输的劲儿，誓要把家园建设出一片新貌来。”

走进临泽县平川镇一工城村，这里绿意盎然、产业兴旺。当

地人说，现在的一工城村当年是一个 2 万亩的沙窝，生态环境恶

劣，农业生产条件差。但是，聪慧、倔强、不屈服的沙区人，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在荒漠上植树造林种草，用超乎想象的韧劲、狠劲和

拼劲，硬生生将沙漠向北逼退了 17 公里。现在一工城村 14 个社

385 户人，以种植、畜牧业为主，人均年纯收入达 1.866 万元。

位于沙漠南缘的高台县，同样以实际行动展现生态责任担当。

高台县黑泉镇九坝村，北靠巴丹吉林沙漠，南依黑河。在

村委会，笔者见到了九坝村于占云老人。老人 1973 年担

任村支部书记，1986 年卸任，虽然现在已经 82 岁，但

很精神。

“九坝村处在沙漠和黑河中间。一遇刮风，

村北边的庄稼就被沙埋。到了雨季，黑河就发

大水，又淹掉了庄稼。一茬庄稼种几次是常

有的事情。”于占云说，“村子最北边的人家，

沙 堆 和 院 墙 一 样 高 ，我 们 叫 沙 上 墙 、沙 上

房。必须得治嘛。我们一人一捆苗子，扛进

沙漠。前面栽了，后面可能一场风就给埋

了。扛上苗子再进沙漠，再栽嘛！”

“ 目 前 ，村 里 有 耕 地 1600 亩 ，农 户 132

户。由于耕地都是在沙漠里开出来的沙土

地，适合种瓜果和蔬菜，村民都以种植瓜菜花

卉 制 种 和 加 工 辣 椒 为 主 ，人 均 年 纯 收 入 1.6 万

元。”九坝村村委会主任于强说。

如今行走在九坝村，产业蓬勃发展、村民生活有

滋有味。“现在我就一天骑上电动车四处闲逛，到当年我

们种下的树林里转转，心里就觉得值了。”于占云高兴地说。

在张掖，像一工城村、九坝村这样挺进沙漠的村子还有很

多。村民在这里种植制种西瓜、南瓜、番茄、花卉，加工辣椒，接种

肉苁蓉、育苗，养殖畜禽，日子越过越红火。

扎根荒漠 接续奋斗

张掖国家湿地公园景色如画。 王将张掖市稳步开展防沙治沙工作。 王将

张掖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张掖市持续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王将

让良好生态环境护航美好生活。 王将

在高台县黑泉镇西沙窝，市林草局和高台县为打好

巴丹吉林沙漠边缘阻击战勘察现场。 刘宏军

科学治沙 向绿而行 全力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