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观察·阿拉善
2017年8月1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高玉璞
版式策划：刘芬 制图：刘芬

时代楷模苏和(右)。

植树腾格里沙漠。

近年来，阿拉善盟不断加大森林资源保护力度，狠抓造林绿化工作，努力推
进林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全盟生态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播撒绿色希望。

多管齐下保青山

2000 年，北京等华北地区连续遭受 8次特大沙
尘暴袭击，额济纳旗这个名字一度成了沙尘暴的代
名词。当年 12 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
出专题片《沙起额济纳》，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一次次的沙尘暴把阿拉善推向新闻焦点。针
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状况，阿拉善盟委、行署提
出以“适度收缩、相对集中”为核心的“转移发展战
略”，并进一步确立“保护就是最大的建设”“人退
带动沙退”的思路，把生态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相继
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三北”和野
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四大工程，同时还
实施了国家级公益林补偿基金、防沙治沙示范区建
设、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森林防火、国有林场站基础
设施建设、基层派出所建设等工程项目，每年投入
4000 多万元用于生态环境建设，生态保护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

“十二五”以来，阿拉善盟森林资源总面积达到
3096.5 万亩，比“十一五”末增加 1057 万亩，森林覆
盖率达到 7.65%，增长 2.61%；活立木总蓄积量达到
595 万立方米，增加 2.92%，森林面积、资源总量实
现双增长。与“十一五”相比，生态建设任务量增长
233 %，投资增长 332%，各项工作指标再创新高。
通过整村推进、公益林区禁牧、加强管护管理等措
施，辐射带动区域内 9700 万亩林草植被得到休养
生息、更新复壮，扩大了保护范围。

“三位一体”守防线

“如今俯瞰乌兰布和沙漠西缘，可以明显地看
到一条蜿蜒 110 公里、宽 3—5 公里的巨大绿带。
这是阿拉善林业人的骄傲，更是阿拉善的生态保护
屏障。这个大型防风固沙锁边带，就像一道绿色长
城，有效阻挡了沙漠的前移，形成了绿带锁黄龙的
壮丽景观。”在乌兰布和沙漠，阿拉善盟林业局副局
长乔永祥指着眼前的绿色固沙带说:“防沙治沙工
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控制风沙灾害的发生与
发展，特别是减弱沙尘暴的风险水平，最根本的措
施就是提高沙尘源地区的植被覆盖度。”

黑河下游额济纳河沿岸绿洲、横贯东西的梭梭
林带、贺兰山天然次生林三道生态防线在空间上呈

“π”型分布，构成了阿拉善的主要生态屏障。如何
守护好这三道防线，成为阿拉善生态保护的关键。
在长期与风沙的抗争拼搏中，阿拉善盟摸索出了“以
灌为主，灌、乔、草相结合和以封为主，封、飞、造相
结合”“保护就是最大的建设”的科学治沙新路子，逐
步形成围栏封育、飞播造林、人工造林“三位一体”的
防沙治沙保护生态屏障建设格局，特别是在腾格里
沙漠东南缘、乌兰布和沙漠西南缘连续31年实施飞
播造林，覆盖度在 30%以上的保存面积达到 300 万
亩以上，形成长 350 公里、宽 3-10 公里的锁沙治沙
防护带，有效阻止了腾格里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的
前移。这一成果也打破了降水200毫米以下地区不
能飞播的国际论断，飞播区内植被覆盖度已由过去
的0.5%—5%提高到12.8%—50.4%。

方兴未艾沙产业

赵永占是阿左旗吉兰泰镇哈图呼都格嘎查的
普通牧民，10年前，他承包的草场实行了围栏封育
政策。享受了公益林政策后，赵永占在关心当地防
风固沙的同时，积极探索梭梭嫁接肉苁蓉技术，这
种既能防风治沙又能带动经济发展的致富方式,让
他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生态文明建设绿了城镇、美
了乡村，林业资源持续稳定增长，林业产业步入快
速发展阶段，随着各项林业惠民政策的逐一落地，
林业生态保护建设和发展林沙产业，让更多农牧民
参与到了造林生产、森林管护活动中，就业增收渠
道不断拓宽。

“现在的日子跟过去相比变化太大了。”当笔者
问起近几年来身边生态环境的变化时，赵永占满脸
洋溢着笑容，掰着手指向笔者算起了经济账：“一年
能领到 1万多块钱的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嫁接梭
梭政府给的补贴差不多有 7万块钱，肉苁蓉加上苁
蓉籽一年能卖 8 万块钱左右……一年下来有将近
20 万的收入。”借助政府鼓励沙产业发展的契机，
赵永占卖掉牲畜，专心投入到发展梭梭苁蓉产业
上，挖苁蓉、采苁蓉籽……日子越过越红火。

浩瀚无垠的大漠蕴藏着丰富的宝藏，肉苁蓉、
锁阳、沙葱这些依沙而生的纯天然野生植物，在勇
于探索创新的阿拉善人的“驯化”下，已经成功进行
人工嫁接和种植，并深加工成药用、保健和食用的
佳品，成为“沙漠三宝”。治沙又致富，沙产业染绿
了牧民心中的希望。如今，阿拉善的牧民已探索出
一条治沙与致富双赢的路子，沙产业开发在阿拉善
方兴未艾。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
追求的重要体现。阿拉善盟将按照盟委、行署的总
体要求，坚持以改善生态、改善民生为总任务，以生
态文明建设为总目标，深入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
林业发展战略，以“锁边护城”、护林防火、林沙产业
基地、重点区域绿化为抓手，着力建设生态林业、民
生林业、生态文化体系，依法治林、科技兴林，努力建
设美丽阿拉善，为构筑北方重要生态屏障，保护生态
安全，实现美丽与发展双赢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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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播治
沙造林成果
显著。

经过多年
的 生 态 恢 复 ，
胡杨林得到有
效复壮更新。

周占忠 摄

沙漠锁阳。

退牧后贺兰
山生态环境得到
了明显改善。

刘宏章 摄

生态恢复
后，居延海湿
地的植被日渐
繁茂。

阿右旗曼德
拉苏木板滩井肉
苁蓉种植基地。

天保工程
封育区沙冬青
花期景观。

贺兰山自然保护区生态逐年好转。周占忠 摄 金沙苑葡萄种植基地。 胡杨林生态保护区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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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望望天空，那
是阿拉善独有的蓝色；低
头看看大地，那是一眼望
不尽的戈壁绿。这样的
美景真是令人赏心悦
目。”日前，笔者在阿拉善
盟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遇到宁夏游客马维
海，他对眼前这片郁郁葱
葱的美景赞叹不已。

蓝天、白云、绿水、青
山，是大自然缤纷色彩中
最原始的底色，是生态系
统生机勃勃的自然展现，
也是最基本、最现实、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人民
群众心中最美好的愿景
和热切期盼。阿拉善盟
地理位置特殊,生态区位
重要,是自治区乃至祖国
西部生态安全的咽喉和
要塞，但在全盟27万平方
公里国土面积中，93%的
地表为沙漠和戈壁，适宜
人类生产生活面积仅占
6%，全区95%的沙漠在
阿拉善。年均降雨量80
毫米，蒸发量3500毫米
以 上 ；森 林 覆 盖 率
7.65%，低于全区13.3个
百分点；草原植被覆盖度
16.8%，低于全区23.2个
百分点。水资源短缺，供
需矛盾突出。地下水可
开采量4.85亿方，黄河取
水指标仅有0.5亿方……
保护和改善阿拉善的生
态环境，一度成为阿拉
善盟委亟待解决的紧迫
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