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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钱买活树、以补代
造、以奖代投、招拍挂沙地
经营权……鄂尔多斯市出
台的一系列生态政策，吸
引了大批企业和群众参
与，如今库布其沙漠的治
理规模1年胜过初期10年。

1988年5月，王文彪走
马上任杭锦旗盐场场长，
当乘坐的吉普车走到盐场
附近时，却陷在了沙窝子
里，前去欢迎的队伍变成
了“抬车队”。

沙害深深刺痛了王文
彪的心。他上任的第一件
大事，就是成立治沙林工
队，从每吨盐的销售收入
中提取5元钱治沙。

生于斯，长于斯的王
文彪，30年倾心治沙。身为
董事长，他带领亿利集团
与当地政府、农牧民携手，
把大片沙漠变成了绿洲，
成为库布其企业治沙的

“领头羊”，本人也荣获联
合国“全球治沙领导者奖”
和“地球卫士终身成就
奖”。

东达、嘉烨、绿远、西
蒙等一大批企业也纷纷投
身治沙事业，成为一道靓
丽风景线。

从盲目治沙到科学治
沙，从分散治理到统一规
划，从土法造林到工程化
作业、产业化治沙，库布其
人找到一条治理沙漠的科
学之路。

在沙漠南缘干旱区，
飞播灌木密植造林；北缘，
依托有水的立地条件种植
乔木锁边林；中部依托穿
沙公路、孔兑，营造护路
林、护堤林；腹地的丘间低
地和地下水位较浅的区
域，建设绿岛、绿洲。

群众在治沙中展现出
无穷的创造力。亿利集团
等企业总结发明了容器
苗、大坑深栽、迎风坡造
林、甘草平移种植、水气种
植法等治沙“黑科技”。

水气种植法———一米
多长的水枪竖插进沙里，
水流冲孔、插苗、浇水、回
填一次完成。

甘草平移种植法———
用机械化作业，变甘草竖
植为横植。相比传统的竖
植技术，单株甘草固沙面
积可达1平方米，提高了10
倍，还减少了采挖对沙地
植被的扰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工
程化、产业化治沙成为库
布其沙漠治理的新潮流。

近年来，伊泰集团以
整体规划、划片招标、统一
施工、机械化作业的方式
治沙，营造碳汇林56万亩。
最多的一次，5000多人同
时作业，一年共造林18万
亩。

政府主导、群众主战、
企业主体，全社会参与汇
聚起治理沙漠的磅礴力
量。

沙窝变“金窝”绿富

同兴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治沙、扶贫、产业发展，
库布其人走出一条三轮联
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构
筑起初具规模的生态经济
体系，昭示着生态文明的
美好前景。

几场雨后，库布其沙
漠腹地的杭锦旗图古日格
嘎查草天相接，碧空如洗，

呈现出一幅秀美的田园画
卷。

“草多树多，日子才更
好过。”乌日更达赖对生态
改善后的新生活，十分惬
意。

曾经饱尝沙害之苦，
这位51岁的“生态卫士”，
20多年披星戴月，顶风冒
雨，忍饥渴战病痛。

有一年除夕，他到外
地拉苗条，回家的路上拖
拉机坏了。前不靠村，后不
着店，他又渴又饿，咕咚咕
咚地喝拖拉机水箱里的
水，等回到家时已是深夜
10点多。

艰辛的付出终获回
报，8万亩沙地披上绿装，
养畜加上禁牧、公益林等
政策补贴，一年收入20多
万元。

生态改善，早年离开
家乡的农牧民，纷纷举家
回迁。

1992年，道图嘎查七
社的王连斌流着辛酸的泪
水，背井离乡。2014年，他

和老伴喜气洋洋，返回了
魂牵梦绕的家乡，住进政
府助建的3间新瓦房。村舍
林木环绕，绿意盎然，王连
斌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新
生活。

生态兴，百业兴。祖祖
辈辈为沙所困、因沙致贫
的库布其人，大步走上脱
贫致富的小康路。

达拉特旗官井村是有
名的“穷沙窝子”，每个村
民都吃过草籽面窝头。如
今，沙地变成了良田。去年
以来，两家企业看中这里
的发展前景，投资2亿多
元，养殖奶牛5000多头。
2013年，村民们组建林业
专业合作社，统一生产、销
售沙柳苗条，去年收入120
多万元，全村人均收入1.2
万元，成了小康村。

2012年以来，杭锦旗
有近3万人口脱贫，全旗农
牧民人均年收入从1998年
不到3000元，增长到2017
年的1.6万元。2018年7月，
一举摘掉贫困县帽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库
布其人从单纯的生态建
设，向生态建设、生态经济
发展并举转型，不断探索

“点沙成金”、绿富同兴的
奥秘。

库布其沙漠东北边缘
的风水梁，曾是起伏的沙
海，53平方公里范围内没
有一户人家。2005年，东达
集团在这里推沙丘，打深
井，栽树木，建工厂。如今，
绿树萦绕，成为“生态小

镇”。
用沙柳等枝干生产人

造板，下脚料种食用菌；用
柠条等灌木枝叶生产饲
料，养殖獭兔；用獭兔屠宰
下脚料饲养狐狸、貂，下游
发展起肉食、皮草加工项
目。目前，风水梁进驻企业
30余家，直接吸纳1000多
名农牧民就业，带动3000
多养殖户。

治沙，用沙，把沙地变
宝地。

61岁的白音道尔计是
杭锦旗沙日召嘎查的牧
民，他家种植了7000亩甘
草，每隔5年采挖一次，每
次能收入四五十万元。“现
在的生活真是没得说。”白
音道尔计说。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
业化，绿了黄沙，兴了产
业，富了百姓，库布其人在
茫茫沙海里书写着绿富同
兴的故事。

人沙和谐奏新曲 “中

国智慧”成典范

从为沙所困到艰苦治
沙，再到富美田园，库布其
铺展出一幅绿富同兴、人
沙和谐的美好画卷，为全
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

挺拔的杨树，苍翠的
松树，粗壮的沙枣，郁郁葱
葱的草木随风起伏，绿涛
般涌向沙海深处。生态治
理区内沃野千里，阡陌纵
横，鸟语花香，绿洲与沙海

交相辉映，农舍与城镇珠
璧交错。

库布其沙漠治理创造
了人间奇迹，治理面积达
6460平方公里，绿化面积
3200多平方公里。

沙漠过去每年向黄河
岸边推进数十米，输入泥
沙1.6亿吨。如今，输入的
泥沙减少八成。沙尘天气
从每年几十次减少到零星
数次，降雨量呈逐年增多
之势。许多绝迹多年的动
植物，又出现在库布其沙
漠。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
来，新的生态理念在库布
其人心中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

2000年，鄂尔多斯市
在全国率先推行禁牧、休
牧、轮牧和以草定畜政策，
彻底解决边治理边破坏的
困扰。

达拉特白土梁林场，
职工们种了30余年共4000
多亩“工资田”，从今秋起
将全部退耕还林。“中央重
视生态建设，林业迎来了
新的春天。”白土梁林场的
老场长赵永强说。

库布其人在沙漠资源
利用上大做文章。

昔日人迹罕至的不毛
之地，如今成为吸引国内
外游客的旅游热点。响沙
湾、七星湖、恩格贝、银肯
塔拉……一个个旅游景区
在沙漠中崛起壮大。

2014年，库布其沙漠
被联合国环境署确定为

“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
区”。库布其沙漠治理也成
为中国的一张绿色名片。

2017年9月6日，主题
为“携手防治荒漠，共谋人
类福祉”的《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
方大会在鄂尔多斯市召
开。库布其防沙治沙的成
功实践，被写入190多个国
家代表共同起草的《鄂尔
多斯宣言》，并认为“值得
世界借鉴”。

“库布其沙漠生态经
济的发展模式和实践，将
为世界上其他面临荒漠化
问题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经
验。”去年6月，联合国副秘
书长、环境署执行主任埃
里克·索尔海姆对库布其
沙漠治理考察后说。

绿富同兴画卷在沙海中铺展
———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纪实
文/新华社记者 李仁虎 柴海亮 刘诗平 任会斌

工人在杭锦旗阿木古龙产

业园区为蔬菜除草

摄影/新华社记者 刘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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