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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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6月 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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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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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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6日电 6 月 17 日是

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提醒全世界的人

们重视荒漠化等土地退化问题。什么是荒

漠化？荒漠化有哪些危害？

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

在内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

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这里所说的人类

活动包括农田和牧场扩张、工业和城市化、

矿产和能源开发等。

人类正面临着严峻的土地退化问题。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今年年初

发布的公报显示，全球多达 40％的土地已经

退化，影响到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全球每秒

钟就有相当于 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退

化，每年退化的土地面积达到 1亿公顷。

陆地只占地球总面积的约30％，其中适宜

人类居住的陆地面积更是有限。健康的土地不

仅为人们提供食物、住所，也为全球经济的繁

荣提供了支柱。相反，荒漠化等土地退化问

题严重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威胁人类安全。

土地退化不仅会造成农业生产减少，威

胁粮食安全，还会造成水质和水供应情况恶

化，影响水安全。水安全状况恶化又可能导

致传染病滋生，威胁人类健康。

土地退化还会加剧气候变化。森林砍

伐、泥炭地变干、过度耕种和放养等，都可能

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加剧气候变化。反之，

气候变化又可能通过干旱、高温等极端天

气，导致已退化土地上的水土流失加速、森

林火灾风险上升、病虫害分布改变等。

此外，土地退化的危害还包括破坏生物

多样性，导致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丧

失；增加沙尘暴、洪水和山体滑坡风险，带来

很高的社会经济成本和人类生命损失；让更

多的人直接接触危险的空气、水和土壤污

染，影响人类身心健康；引发暴力冲突和人

口迁移，破坏社会经济稳定……

由此可见，必须避免、减少和扭转土地

退化，加强荒漠化防治，且需要国际社会共

同采取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防治荒漠化不是消灭原生

沙漠。原生的荒漠生态系统与森林、草原、湿地

等生态系统一样，也有自己独特的生态功能，

需要保护。需要防治的是“荒漠化”，也就是让

那些本不该是荒漠的地方回归原来的面貌。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于 1994 年诞

生，旨在协助受严重干旱或荒漠化困扰的国

家和地区防治荒漠化，目前共有缔约方 197

个，中国于 1996 年加入该公约。2015 年，

荒漠化防治纳入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提出“到 2030 年实现全球土地退化零

增长目标”，形成了防治荒漠化的全球共识。

荒 漠 化 危 害 有 哪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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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乌兰布和沙漠光伏基地。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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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沙工人在宁夏中卫市境内的腾格里沙漠铺设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

障（5月 29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