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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锡林郭勒 9 月 4 日电 （记
者 巴依斯古楞）9 月 3 日，锡林郭勒
盟暨锡林浩特市 2017 年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仪式在锡林浩特市举行。当
日，共有 20 个“七网七业”和民生领域
的重点项目集中开工，这些项目在年
内将完成投资 79 亿元。

集中开工的 20 项重点项目有：二
广高速西苏旗至化德段公路、镶黄旗
通用机场等“七网”项目 5 项；锡林浩特
市中蕴马产业综合利用、安快再生能
源回收市场等“七业”项目 8 项；锡盟中
心血站业务综合楼、太仆寺旗深能北
控供热背压机组项目等民生社会事业
项目 5 项；多伦县的鑫刚中小微企业孵

化园、棚户区改造盛世兴城小区等。
今年，锡盟以项目为调整产业结

构和培育特色产业的抓手，举全力推
动项目建设，共安排 190 个盟级重点
项目，截止到 7 月底，已开复工 134 项，
开复工率达 71%。

目前，锡盟至山东、至江苏 2 条特
高压通道基本建成，集通铁路复线、东
乌旗石油勘探等 7 项重大项目超额完
成年度投资任务，正蓝旗仁创沙漠资
源利用、乌拉盖管理区丰盈草业产业
融 合 发 展 等 10 个 重 点 项 目 即 将 建
成。这些重点项目的顺利推进，对锡
林郭勒盟增强发展后劲、厚植发展优
势将起到推动作用。

锡林郭勒盟20项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

本报天津 9 月 4 日讯 （记者 张
文强 王雅静）9月3日上午，第十三届
全国运动会女子 20 公里竞走个人决赛
在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东路举行，经
过激烈角逐，我区与解放军队共同培养
的竞走运动员杨家玉获得该项目金牌。

上午 8 时，比赛正式开始，运动员
们在环行 1 公里的赛道上进行着 20 圈
的比拼。

“杨家玉，加油！杨家玉，加油！
杨家玉，加油⋯⋯”从比赛一开始，杨
家玉就被观众们普遍看好，为她加油
助威的呐喊声此起彼伏。在整个赛程
中，这位出生于 1996 年的小将不负众
望，与青海队的切阳什姐一路领先，领
跑众多选手。

当比赛进行到 5 公里的时候，有人
开始间或掉队，队员之间的距离也在

逐渐拉大。整场比赛大约持续了 1 个
半小时，最终，杨家玉以 1 小时 28 分 29
秒成绩夺得冠军，切阳什姐仅以 4 秒之
差屈居第二，来自天津队的李蕾蕾则以
1 小时 34 分 37 秒获得第三名。我区的
另外两名选手毛艳雪与毛艳秋也分别获
得第四名和第七名的好成绩。

杨家玉出生于乌海市，曾在 8月 13
日伦敦举行的田径世锦赛上获得女子
20公里竞走金牌。在此次全运会上，带
着世锦赛冠军光环的她备受瞩目。

走上颁奖台的杨家玉面对观众们
的欢呼说：“我会向着更高、更远的目
标迈进！”

杨家玉荣获女子20公里竞走金牌

聚焦全运会

本报 9 月 4 日讯 （记者 杨凡）9
月 2 日至 4 日，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
纪委书记刘奇凡来到赤峰市调研，实地
考察了松山区、翁牛特旗、巴林右旗、林
西县、克什克腾旗的部分园区企业、项
目现场，并到苏木乡镇、嘎查村检查指
导基层纪检工作。

调研中，刘奇凡对赤峰市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一些亮点工作特别是村务公
开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村务公
开是最好的基层监督形式。赤峰市通
过互联网、手机 APP、微信平台等信息
化手段，实现了党务、政务、村务的及
时公开、全面公开，有力保障基层群众
对村务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以公开促进了公正、强化了监督，
为整治农村牧区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和
化解信访矛盾提供了有效途径。

刘奇凡要求，要牢固树立村务公开
是最好的监督理念，能公开的要全面彻
底的公开，让群众清楚，让干部清白，让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实现基层政治生态
的风清气正。基层纪委要加强对村务
公开的监督检查，盯紧村务公开的透明
性、完整性、真实性，注意从中发现问
题、查找线索，坚决查处群众身边的腐
败问题。赤峰市委、克什克腾旗委要高
度重视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反馈的巡视
意见，认真抓好巡视整改工作，以整改
的实际成效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刘奇凡在赤峰市调研时指出

村务公开是最好的基层监督
本报 9 月 4 日讯 （记者 赵媛）

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于 9 月 3 日
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经过前期精
心准备，在严格选拔、参加预赛、组织
集训的基础上，171 人的内蒙古自治区
代表团将参加本届运动会中学组田
径、武术、游泳、女子排球以及大学组
田径、女子足球 、女 子 排 球 共 7 个 大
项的比赛。

9 月 3 日上午，自治区副主席白向
群一行来到浙江大学玉泉分校，亲切
看望正在进行赛前训练的内蒙古中学
生女子排球队。白向群观看了女排训
练后，仔细向教练员询问了备战情况，
勉励队员们刻苦训练，以良好的精神
状态和高超的竞技水平展示内蒙古代
表团的风采，在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之
际，以优异的成绩为家乡人民争光。

第十三届全国学生运动会开幕
白向群看望内蒙古参赛运动员

本 报 乌 兰 察 布 9 月 4 日 电 （记
者 皇甫美鲜）察右前旗新区管委会主
任张瑞宾自年初京津冀14家家居企业入
驻施工以来，就没休息过，虽然忙可他心
情特别畅快，“两年来，500 多次的对接，
终于换来投资企业的落地，这里面包含了
太多人的心血。”这仅是“乌大张”三地抱
团发展的一个缩影。

地缘相邻、人缘相亲的乌兰察布、大同
和张家口3市面对同一张考卷——不发展
就会被逐渐淘汰。乌兰察布市主动出击，
2013年底，该市与大同市、张家口市共同
倡议建设蒙晋冀（乌大张）长城金三角合作
区（简称乌大张合作区），抱团融入京津冀；
2015年5月，被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纲要》，2016年1月，又被列入《“十三五”时
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合作区建立3年来，三地掀起一场声
势浩大的合作与融合。生态环保建设方
面，三地林业部门签订了《“乌-大-张”三
市森林生态安全区域协作框架协议》；环
保部门签订了《蒙晋冀（乌大张）长城金三
角合作区环境监测协作备忘录》，联合建
立环境监测数据共享、应急监测联动、大
区域生态环境联合监测、技术学习交流机
制。农业部门签订了《三地动物疫病防控
和动物产品安全签订动物疫病联防联控
工作协议书》；共同举办了合作区特色农

产品产销对接会。工业方面，经信部门签
订了《蒙晋冀（乌大张）长城金三角产业合
作备忘录》；兴和县与大同阳高县合作共
建的产业园区、丰镇市与大同新荣区共建
园区正在积极推进。公共安全方面，公安
部门签订了《“乌大张”三市社会治安及维
护稳定工作合作协议》，构建了覆盖各个
层级的警务合作框架。社会医疗民生方
面，三市扶贫办正在积极推进 2011年至
2020年燕山—太行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
贫攻坚项目。三市民政部门在建设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快捷通道方面达成合作共
识。三市医保局正在进行医疗保险异地
就医即时结算工作对接，目前，乌兰察布
市与张家口251医院、大同322医院签订
合作协议，实现了网络对接，待药品目录
对接后即可实现即时结算。旅游业方面，
三市旅游部门联合举办了区域旅游推介
会、区域旅游合作联席会议，共同签署了

《区域旅游合作协议》《冰雪产业及旅游市
场监管联动协作备忘录》，三地旅游联盟
签订合作合同，推出惠游“一卡通”。

从重大活动到基础设施、文化科
技、公安司法等领域，3 地已形成宽领
域、深层次、全方位的合作，“乌大张”并
肩打拼一体化格局已初步形成。截至
目前，乌兰察布市吸引晋冀两地投资项
目 53 项，累计投资 281 亿元。

“乌大张”3年：
抱得越来越紧 蛋糕越做越大

本报鄂尔多斯 9 月 4 日电 （记
者 王玉琢）9 月 3 日上午，《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
会场交接仪式在鄂尔多斯市国际会展
中心隆重举行。

9 月 6 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将在鄂尔多
斯市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将有
196 个缔约方代表团和相关国际组织、
民间组织代表、嘉宾及部分国家元首
约 1400 人出席。

自我国承接举办《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以来，
中方大会安保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
约方大会组委会的统筹部署下，各项
安保筹备工作科学统筹、稳步推进。
目前，大会各项安保设施、设备已搭
建、安装完毕，会场安保警力已全部部

署到位。
本次大会本着创新、节俭、开放、绿

色的基本原则，遵循崇俭抑奢、积极履
行《公约》职责、交流共享经验、讲好中
国故事的办会宗旨，在高效利用现有条
件的基础上，将鄂尔多斯市国际会展中
心进行升级改造。目前，大会会场改造
全面完成，现场水、电、气、安保等运营
保障和服务工作已全部到位。

此次大会会场共分为 3 个部分，主
要包括大会场、分会场和其他区域，设
置会议中心、主会议室（A 馆）、全会厅/
高级别会议开幕式（B 馆）、防治荒漠化
成就展区（C 馆）、场外临时会议室（4
个）和室外展区（1 个）。整个会场充分
利用“互联网+”及声光电等现代手段
表达会议主题，多个国家的最优技术
和产品，都将在会展中心参会参展，充
分体现了创新办会、开放办会的原则。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
缔约方大会会场举行交接仪式

■上接第 1 版
最后，金砖国家各国工商理事会代

表向本国领导人递交理事会年度报告。
对话会后，金砖国家领导人见证

了《金砖国家经贸合作行动纲领》《金
砖国家创新合作行动计划》《金砖国家
海关合作战略框架》《金砖国家工商理
事会与新开发银行关于开展战略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4 个合作文件的签署。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理事及工商
界代表、新开发银行行长等约 300 人

出席对话会。
同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出席金砖

国家文化节启动仪式暨文化图片展。习
近平和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各国印章
柱上按下印章，对面屏幕上同时显示出金
砖国家中文国名篆刻印文，共同启动文化
节开幕式。随后，五国领导人共同参观金
砖国家文化图片展，并观看金砖国家首部
合拍影片《时间去哪儿了》片花。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上
述活动。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同工商理事会对话会并
出席金砖国家文化节启动仪式暨文化图片展

□本报记者 施佳丽

内蒙古，这片辽阔美丽的土地，横
跨“三北”，毗邻八省，是我国北方面积
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

这里有着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
草原——呼伦贝尔草原，中国北方唯一
的大泽——呼伦湖。同时，还分布着五
大沙漠和五大沙地，占全国荒漠化和沙
化土地总面积的 1/5。

内蒙古的生态状况，不仅关系到自
治区各族群众的生存发展，也关系东北、
华北、西北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

特殊区位，赋予特殊使命。为了改
变风沙干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的局
面，我区各族人民与风沙搏斗的脚步从
来就没有停止过。取得了森林面积和
林木蓄积量持续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
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的骄人成绩，生态
状况呈现“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崭新
局面，走出了一条令世人瞩目的具有内
蒙古特色的治沙之路。

重大工程托起生态脊梁
翠绿的樟子松挺拔矗立，沙丘上方

方正正的黄柳网格清晰可见，黄色的柠条
花、粉色的杨柴花和各类野花竞相开放，
杨树、柳树迎风摇曳⋯⋯在一片山花烂
漫、林丰草茂的生态绿洲中，一座房屋废
墟在满目苍翠中格外显眼。

这里是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南沙梁。
谁能想到，它以前竟是一片荒漠，由于沙
进人退，当地还流传着“猪上房，羊跳墙，
小孩坐在房檐上”的顺口溜。

今年已 86 岁的赵成祥老人曾是这
座老房子的主人。据他介绍，他当时是
林场职工，为了守住风沙带边缘，在沙
地边盖起房子并住了下来⋯⋯但到了
1997 年，他铲沙、挡沙的速度怎么也跟
不上风沙蔓延的速度了。越来越厚的
沙子漫过 2 米多高的屋顶，他只能后退
500 米又盖起新的房子。然而仅仅 2 年
时间，房子就再次被沙子漫过，无奈之
下，一家人只好搬到了县城。

“2000年之前，全是沙梁子，不用说
树，就是草也看不见几棵，太阳一照，明
晃晃地很刺眼。”这个一辈子被风沙赶着
搬了 4 次家的老人，终于在京津风沙源
治理工程启动的生态移民中，离开沙漠
搬进移民新村，过上了稳定的生活。

据2000年卫星遥感监测显示，当时
该县的风蚀、水蚀、沙化面积达3365平方
公里，占到土地总面积的80%以上。

也就是在这一年，多伦县启动京津
风沙源治理工程，拉开了大规模生态建

设的序幕。
经过近 7 年的建设，如今，第一沙

带 1.6 万亩的沙地全部得到治理，翠绿
的樟子松，嫩黄的黄柳、柠条，浅绿的杨
树，以及树下慢慢露出新芽的花草，给
这片土地带来生命的希望。

“回过头去看，如果没有京津风沙
源治理工程，这里的生态状况将无法想
象。在多伦人的心里，这项工程就是德
政工程、民心工程，是造福子孙后代的
工程。”多伦县林业局局长范金秋感慨
道。

土地沙化，被称为“地球癌症”，内
蒙古是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集中和
危害严重的省区之一。面对严峻的生
态形势，自治区历届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林业生产和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
发以来，提出了“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
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防线”的宏伟目
标，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决策部署，坚
持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道路，把
生态保护和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建
设来抓。可以说，内蒙古的奋斗史就是
一部防沙治沙、与天抗争的历史。

内蒙古作为祖国北方的重要生态屏
障，其突出的战略地位，让这里的生态治
理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作为全国唯
一六大林业生态重点工程全部覆盖的省
区，“三北”防护林建设、京津风沙源治理、
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国家重点工程先
后在内蒙古得到强力推进。

——退耕还林工程区林草盖度由退
耕前的 15%提高到 80%以上，退耕地的
地表径流量减少 20%以上，泥沙量减少
24%以上。据 2014 年退耕还林工程生
态效益监测国家报告显示，内蒙古退耕
还林工程生态效益价值量达 1132.78 亿
元/年。

——“十二五”期间，京津风沙源治
理工程区累计完成林业项目建设任务
2333.4 万亩。通过集中连片，综合治
理，重点区域的风沙危害得到了有效遏
制，林草覆盖度增加 20%以上，阴山北
麓长 300 公里、宽 50 公里，浑善达克沙
地南缘长约 400 公里、宽 1-10 公里的
绿色生态屏障初步形成。

——天然林保护工程区共完成建
设任务 913.2 万亩，森林资源管护面积
由一期工程的 1.7 亿亩增加到 3.09 亿
亩，增加了 1.39 亿亩。2015 年工程区
全面停止了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停伐木
材量 122.6 万立方米。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区总面积
99.79 万平方公里，占自治区总面积的
84.35%。全区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

任务1.16亿亩，使得科尔沁沙地、毛乌素
沙地呈现区域性逆转的态势。呼伦贝尔
沙地呈现出全面整治的新局面，固定沙
地面积增加1万多公顷，保护草场3万多
公顷，沙区植被得到有效恢复，植被盖度
大幅度增加。腾格里沙漠东南缘防风固
沙林体系初步形成，建成了长 200公里、
宽3—5公里的生物治沙带。

数字的巨变定格了历史片段，背后
却 是 内 蒙 古 人 力 斗“ 沙 魔 ”的 不 懈 努
力。占全国总人口不足 1.8%的内蒙古
人，完成人工造林面积超过全国人工造
林总面积的 10%，治理风沙危害土地面
积 超 过 全 国 风 沙 危 害 土 地 总 面 积 的
10%。巍峨的绿色长城，不仅是北疆的
丰碑，更是内蒙古各族人民抵御风沙、
搏击干旱的历史见证。

据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
果，我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15年
双缩减，全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分别
比2009年减少625万亩和515万亩。

从沙进人退到沙退人进，在内蒙古
地图上，黄色中的绿色由一点点、一丝
丝，逐渐变成一块块、一片片。据自治
区林业厅治沙造林处处长郝永富介绍，
2000 年至今，在国家重点工程的带动
下，内蒙古年均完成林业生态建设面积
超过 1000 万亩，沙区逐渐呈现出“绿肥
黄瘦”的景象。

科学治沙走出特色道路
天刚亮，在通辽市库伦旗六家子林

场“不同类型沙丘综合治理技术集成与
示范”课题飞播示范区的上空，一架小
型播种飞机从远处轰鸣而来，将一粒粒
带着科研人员绿化沙漠的决心和希望
的种子播撒在荒漠的沙丘上。

这是一次飞播造林试验任务。按
照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不
同类型沙丘综合治理技术集成与示范”
实施方案的要求，在 5000 亩流动、半流
动的沙丘上进行飞播造林试验，继而研
究、总结出具有辐射推广价值的飞播造
林技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年降水 200
毫米以下地区不能飞播造林”，技术制

约影响着内蒙古治沙的进程，沙海治理
始终缓慢而无奈。

“人定胜天”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
追求，尊重自然规律才是治沙的科学理
念。在几十年的漫漫治沙路上，内蒙古人
渐渐认识到，荒漠戈壁是经过长期的地质
年代形成的自然地貌，土地沙漠化则是由
于过度开垦放牧、超采地下水等人为活动
导致的恶化现象。

找到了原因，就找到了科学施力的
“标靶”。经过科技攻关，内蒙古终于打
破了这一国际学术瓶颈，首次在年均降
水量仅有 10—150 毫米、蒸发量高达
3500 毫米的阿拉善盟实现了飞播治沙
的突破。同时，自治区配套了 GPS 导航
定位、种子包衣处理等一整套飞播技术
措施。不到 4 年的时间，沙地飞播造林
420 万亩，大大加快了治沙治理进程和
效率。

实践证明，科技的突破和技术的引
领是制胜的法宝。与肆虐的沙魔搏击，
正确的路径和先进的模式，将会加速改
变整个区域的生态进程，为我区生态建
设汇聚源头活水。

在长期的防沙治沙、生态恢复的过
程中，阿左旗逐步摸索出“飞、封、造”相
结合的治理方法。“飞”即飞播造林，飞播
规模大、速度快、成本低，符合阿左旗地
广人稀的特点；“封”即封山育林，重点放
在不宜飞播和人工造林、植被容易自然
恢复的地区，辅以人工干预，加快森林植
被更新；“造”即人工造林，主要树种为具
有防风固沙作用的灌木树种梭梭。

在与风沙的搏斗中，适合内蒙古自
然条件和气候特征的抗旱造林系列技
术、干旱区节水造林技术和植物再生沙
障治沙技术应运而生。在沙区，以治理
沙化土地为重点，“封、飞、造”相结合，
以封育为主；在荒漠区，以保护原生植
被为重点，封禁保护和人工治理相结
合；在水土流失区，以小流域综合治理
为重点，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
在平原区，以平原绿化和农田防护林建
设为重点，带、网、片相结合。这些高科
技含量的治沙技术，无不让国内外专家

刮目相看。
先进的治理模式，也会带来生产力

的发展和环境的巨变。
以路治沙，是赤峰市翁牛特旗治沙

的创举。通过多年的实践，该旗总结出
“修穿沙公路、切割治理、带动治沙”的防
沙治沙经验，先后开通了 10 条穿沙公
路，总里程 220.5 公里，并围绕公路开展
沙地综合治理面积 180多万亩。网格化
的穿沙公路，把沙区切割成了若干个治
沙单元。人流、物流通过公路进入沙地
深处，绿色则由公路两侧向外扩展。

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实施百万亩樟子
松造林工程，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经
营谁受益”的原则，鼓励支持境内林地采
取多种方式有序流转，吸引了区内外 30
多家绿化企业、县内 55个农民林业合作
社参与工程建设，实现了由沙中找绿到
绿中找沙的历史性巨变。

鄂尔多斯人则另辟蹊径，变“征服
沙漠”为“善待自然”，创造了令人瞩目
的“库布其模式”——科技带动企业发
展、产业带动规模治沙、生态带动民生
改善。如今，1.86 万平方公里的库布其
沙漠静卧在城市的周边，创造了“沙不
进、绿不退、人不迁”的奇迹。

通辽市在治理科尔沁沙地的同时，
探索出一条“治沙+致富”和“生态+增收”
的新路，在防沙治沙中积极发展林沙产
业，变害为利，从简单的出售原沙逐步向
精深加工转变，使沙产业成为通辽市经济
发展的重要产业，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三赢的目标。

可以说，面对不断扩张的沙海，我
区各地独创妙招，依靠精准发力高效治
沙，以飞播造林、穿沙公路、以水治沙等
有效的治理模式，筑起“绿色长城”，走
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治沙道路。从大密
度造林到量力而行，从“用力过猛”到

“打蛇七寸”，治沙从粗放式逐步走向精
细化。

人沙和谐谱写绿色传奇
9 月，西靠腾格里沙漠的阿左旗巴

彦浩特镇，一湾绿水映蓝天，轻风拂面
秋意来。

“以往立春过后，扬沙天气和沙尘暴
就会接踵而至。大风吹来，满天飞沙，30
米外都看不清人，即使在室内，空气中的
土腥味也令人窒息。而现在就算是刮大
风，也很少能看到满天黄沙的景象。”从
小生活在镇里的范晓钟感叹。

阿拉善盟林业局副局长王新民说，
阿拉善盟分布着巴丹吉林、乌兰布和、
腾格里三大沙漠，经过多年的围栏封
育、飞播造林、人工造林，1200 多万亩

沙地已披上绿装。
驱车行驶在腾格里沙漠东缘的公

路上，蓝天白云下放眼遥望，沙拐枣、花
棒、白刺等沙生植物丛丛簇蔟，在风中
摇曳，绵延起伏，筑起防沙固沙的屏障。

据阿拉善盟林业局监测和调查结
果显示，经过多年生态建设，在腾格里
沙漠东南缘形成了长 250 公里、宽 3—
10 公里的阻沙带，沙丘高度平均降低
了 5—6 米，实现了风沙从“一年刮两
次，一次刮半年”到“刮风不再起沙”的
转变，有效阻挡了沙漠前移。植被由飞
播前的 5%—10%提高到 30%—40%，
沙拐枣、花棒等物种盖度和种类明显增
多，形成了“绿带锁黄龙”的壮丽景观。

在科尔沁沙地西缘，新修的图哈穿
沙公路伸向沙漠腹地。两旁的黄柳、柠
条长成 1 米多高，相互簇拥，一望无际。
这里素有“八百里浩瀚沙海”之称，自
2009年以来，翁牛特旗采取开通穿沙公
路，进行切割治理的方式，先后开通了
10条穿沙公路，总里程 220.5公里，每年
治沙以70万亩的速度向前推进。

“前些年一到春天，推门就是沙子，
老房子也被沙子埋掉了。现在风沙越
来越小了。”翁牛特旗乌兰敖都嘎查 88
岁的乌力吉指着自家白白的墙壁和干
净的地砖说。

在内蒙古的沙区，一条条生态防护
林带在沙海中不断延伸，就像是一条条
绿色长廊，成为阻挡沙漠蔓延的分水
岭，将沙漠从一个整体分成若干区域。
肆虐的黄沙被拴在原地，昔日沙进人退
的地方出现了人工绿洲。

如今，许多昔日退化的草原、荒秃
的山岭、沙化的土地上葱笼叠翠，植被
恢复的速度异乎寻常——生态建设以
每年超过 1000 万亩的速度向前推进，
森林面积和林木蓄积量实现持续双增
长，占全国净增面积的近十分之一，森
林覆盖率提高到 21.03％。

不仅如此，荒漠植绿的战天斗地，
已经凝聚成一股强劲的力量，引领人们
进军沙漠戈壁，让那里变成了增收致富
奔小康的“聚宝盆”和“绿色银行”，产生
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

从方兴未艾的戈壁农业、追风逐日
的清洁能源到踏访大漠的探险旅游⋯⋯
自强不息的内蒙古人不断探索人与自
然的和谐道路，走出了一条生态良好、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实现了从“防沙治沙”守护生存防线
到“管沙用沙”绿富同兴的历史性跨越，
用执着和汗水在广袤大地上谱写着可
歌可泣的绿色传奇。

内 蒙 古 特 色 的 治 沙 之 路
——我区防治荒漠化启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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