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人工造林与封沙育林草、封禁保护相结

合 ，生 物 治 沙 与 工 程 治 沙 相 结 合 ，突 出 重 点 、因

害 设 防 ，连 片 建 设 、规 模 治 理 ，持 续 开 展 科 学 防

沙治沙。累计完成治沙 460 多万亩，治理风沙口

240 个 ，风 沙 危 害 得 到 有 效 遏 制 ，生 态 环 境 持 续

改 善 。 建 成 了 古 浪 八 步 沙 、草 原 井 和 民 勤 老 虎

口 、青 土 湖 、龙 王 庙 、沙 咀 墩 及 凉 州 区 头 道 槽 等

一大批沙漠治理示范样板，连片治理面积均达到

10 万亩以上。“十四五”以来，组织实施石羊河中

下游防沙治沙林草综合治理、河西走廊生态保护

与修复、凉州区东北部沙区治理及沙产业建设、

防 沙 治 沙 示 范 等 重 点 工 程 项 目 ，完 成 治 沙 造 林

82.8 万亩，封沙育林草 25.2 万亩，沙化土地封禁

保护面积达 75 万亩。

突出重点
科学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

武威市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制定祁连山生态

环境保护和祁连山国家公园武威市片区建设两张

重点任务清单，祁连山国家公园武威市片区建设

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认真开展林草领域生态环境

问题整改落实“回头看”、打击毁林毁草、森林督

查、林草生态综合监测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

破坏林草资源违法违规行为。“十四五”以来，受理

各类林草行政案件 228 起，结案 224 起。严格落实

森林草原防火责任制，排查整改火灾隐患 255 处，

未发生较大及以上森林草原火灾。以祁连山保护

区外围地带、生态移民迁出区等符合要求的造林

区域为重点，采取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水土保持、

林草植被恢复等措施，营造水源涵养林 17.67 万

亩，封山育林 5 万亩，水源涵养林规模稳步扩大。

多措并举
持续加强祁连山保护修复

武威市科学谋划“三北”六期工程攻坚战三年

行动重点项目、成功举办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

沙漠边缘阻击战项目开工活动、率先实施民勤昌

宁西沙窝项目，打响了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

漠边缘阻击战。成功举办甘肃省“三北”工程攻坚

战首批重点项目开工活动，系统谋划工程布局，三

县一区全部纳入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阻击战核心攻坚区项目实施范围。其中，凉州区、

民勤县、古浪县纳入腾格里—巴丹吉林沙漠锁边

治理区，天祝县纳入柴达木盆地沙化土地综合治

理 区 。 以《武 威 市 国 土 空 间 规 划（2021—2035

年）》为总领，委托国家林草局西北调查规划院启

动编制《武威市三北六期工程规划》，为科学防沙

治沙提供制度保障。

谋划申报“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行动重点

项目 9 项，建设总任务 1309.4 万亩，概算总投资

55.6 亿 元 。 凉 州 区 、民 勤 县 、古 浪 县 谋 划 的 3 个

中 央 预 算 内 投 资 项 目 和 3 个 中 央 财 政 成 果 巩 固

项 目 已 初 步 列 入 国 家 第 一 批 推 进 重 点 项 目 清

单。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要求，主动加强与内蒙古阿拉善盟、宁夏中卫

市等周边省区市盟的对接，打破行政区域界限，

深化联防联治协作，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统

筹谋划沙漠边缘和腹地、上风口和下风口、沙源

区和路径区的系统化治理布局，构建点线面结合

的生态防护网络。

凝心聚力担使命，奋楫扬帆新征程。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武威市将大力弘扬“六老汉”困难

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神，以林长

制为抓手，持续开展大规模防沙治沙和国土绿化，

扎实推进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建设，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加强

森林、草原、湿地、荒漠保护修复，为打造生态美、

产业优、文化兴、百姓富的幸福美好新武威、筑牢

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作出新贡献。

科学谋划
坚决打好沙漠边缘阻击战

抢抓“双碳”机遇，大力发展林草绿色低碳产

业，不断夯实全市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础。加快

推进国家储备林建设，投资 24.51 亿元的凉州区、

古浪县国家储备林项目顺利通过国家林草局评

审。积极稳妥推进林草碳汇交易，凉州区、古浪县

首个国际自愿碳减排标准（VCS）项目交易成功，

实现碳汇收益 215.2 万元。按照林上有生态效益、

林下有经济效益、面上有社会效益的总体思路，系

统谋划培育和接长产业链。培育壮大经济林果产

业，建成以酿造葡萄、优质梨、枸杞为主的经济林

果基地 18.87 万亩，2022 年实现产值 5.73 亿元。

打造市、县区级林业科技示范园 37 个，林下经

济示范园 6 个，种植肉苁蓉 8.16 万亩、锁阳 1 万亩。

按照国家加快建设沙戈荒地区大型风光电基地的

部署，将光伏基地建设与沙漠治理有机结合，建成

风光电项目 515 万千瓦、在建 460 万千瓦。优化种

苗产业布局，持续推进国家良种基地和省级林木良

种基地、采种基地建设，全市林木种苗繁育基地达 2

万亩，培育苗木 2.2亿株，林木种苗产业稳步发展。

治用结合
积极发展林草绿色低碳产业

武威市位于河西走廊东端，地处青藏高原和内蒙古

高原交汇处，是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区域和北

方防沙带的中心地带，是全国荒漠化、沙漠化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地位重要。

近年来，武威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按照“南护水源、中

保绿洲、北固风沙”总体布局，勇担使命，大规模开展国

土绿化和防沙治沙，林草生态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十四五”以来，武威市完成人工造林 106.2 万亩、

封 育 30.2 万 亩 ，退 化 林 修 复 18 万 亩 ，退 化 草 原 治 理

234 万 亩 ，国 土 绿 化 提 质 增 效 40.4 万 亩 。 据 第 六 次 荒

漠 化 和 沙 化 监 测 结 果 显 示 ，全 市 荒 漠 化 、沙 漠 化 面 积

较第五次监测结果分别减少 145.8 万亩 、21.8 万亩，呈

现 出 荒 漠 化 面 积 减 少 、沙 漠 化 危 害 程 度 降 低 的“ 双 缩

减”良好态势。

金奉乾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武威市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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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取 禁 牧 封 育 、补 播 改 良 、松 土 施 肥 、有 害

生 物 防 控 、黑 土 滩 治 理 、草 场 灌 溉 等 综 合 措 施 ，

实 施 祁 连 山 北 麓 水 源 涵 养 与 生 态 保 护 修 复 、退

化 草 原 生 态 修 复 治 理 、草 原 植 被 恢 复 等 项 目 。

“十四五”以来，综合治理退化草原 234 万亩；实

施 第 三 轮 草 原 生 态 保 护 补 助 奖 励 政 策 面 积 达

2255.7 万亩，强化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管，开

展 无 人 机 草 原 禁 牧 和 草 畜 平 衡 监 管 监 测 4 万

亩；加强草原生物灾害预测预报，开展鼠虫害防

控 ，完 成 鼠 虫 害 防 治 346.7 万 亩 ；设 置 国 家 级 草

原 固 定 监 测 点 3 个 、草 原 监 测 样 地 130 个 ，定 期

对 牧 草 返 青 、生 长 、枯 黄 情 况 进 行 定 点 监 测 ，草

原植被盖度达 42.99%，较 2011 年提高了 4.17 个

百分点。

综合施策
不断强化草原保护与治理

遵循“以水定绿，适地适树”原则，把乡村绿化

美化作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环节来抓，以

森林城市、森林小镇、森林乡村联创联建为抓手，

一手抓绿量扩张，一手抓绿质提升，不断厚植人居

环 境 底 色 。“ 十 四 五 ”以 来 ，全 市 新 增 城 市 绿 地

254.6 万平方米，完成镇区绿化提升 67 个、农村村

庄绿化 458 个、景区景点绿化 26 个、产业园区绿化

66 个、通道绿化 1475 公里，新建乡村森林小游园

102 个、农田林网建设 0.62 万亩，绿洲防护林体系

逐步完善。武威市成功创建省级森林城市，天祝

县天堂镇、古浪县黑松驿镇被授予“省级森林小

镇”称号，凉州区清源镇蔡寨村、民勤县薛百镇宋

和村、古浪县干城乡富民新村、天祝县赛什斯镇先

明峡村等 11 个村被评为“国家森林乡村”。

因地制宜
扎实开展绿洲区绿化美化

凉 州 区 南 部

山 区 国 家 储 备 林

基地绿意盎然。

古浪县城西山

生态综合修复项目

初见成效。

民 勤 县 青 土

湖,芦苇摇曳,碧水

粼粼,水鸟争鸣。

武威市干部职工在义务压沙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