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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说
呼和图嘎（正蓝旗赛音呼都嘎苏木巴音胡硕嘎查牧民）
在过去几年间，我所在的嘎查经历了赤地千里到重新焕发

绿意的喜人变迁。这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好政策的扶持
和引领。以我家为例，从2009年开始，处理掉家里的牛羊，申
请了中科院生态养鸡项目。现在，我家的无污染绿色柴鸡已经
打开了北京市场，我家每年的收入也达到了近100万。但比这
客观的经济收入让我更加高兴的是，通过禁牧，生态养鸡的措
施，我家的草场基本恢复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美丽景象。

背景：正蓝旗地处锡林郭勒盟南端、浑善达克沙地腹地，地
域辽阔，地貌类型多样，是国家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重点实施
旗县。近年来，正蓝旗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把生
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
统筹协调解决全旗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具体工作的开
展中，该旗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编制草原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建立一套符合正蓝旗实际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定量定
性指标体系和评估评价体系，严格落实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
大力实施“减羊增牛”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

企业说
赵建华（内蒙古国华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近年来，为了大力发展沙产业，企业启动了沙产业经济发

展项目，包括林沙经济与生态旅游建设工程，主要是通过养殖
产品销售、种植产品销售、以及生态旅游效益等方式实现效益
多元化。“十三五”开局之年，内蒙古国华公司将认真落实习主
席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按照自治区打造祖国绿色北疆的统一
部署，守望相助，为锡盟防风固沙、构筑绿色长城再立新功！

背景：2002年开始，内蒙古国华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积
极响应中央、自治区和锡盟委行署的号召，充分发挥治沙绿化
企业的模范引领作用，先后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正镶白
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乌拉盖、多伦县等地实施了防护
林建设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通道景观绿化工程、生态文
明建设综合示范区建设工程等一大批沙地治理及造林绿化工
程。5年间，共完成工程量 6.5亿元，累计完成沙地治理和造林
绿化面积达 10 万亩，为有效改善锡林郭勒盟乃至全区的生态
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政府说
鲍文东（锡林郭勒盟林业局局长）
为深入贯彻“五位一体”战略布局，锡林郭勒盟把握国家、

自治区林业发展形势，结合当地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实际，2013
年进一步完善了工作总体思路：以“两大沙地综合治理、四个水
系保护治理、四个重点区域绿化、三个产业带开发建设”为重
点，以“六个百万亩工程”为抓手，全面深化改革，扩大生态治理
恢复范围，创新生态治理体系，强化资源保护管理，加快林业产
业发展，全面提升林业的生态保障和惠民能力，努力构筑生态
安全屏障，打造祖国北疆生态文明亮丽风景线。

在沙地综合治理方面，锡盟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国家重
点生态工程，以保护为主，保护与治理相结合，以封沙育林为
主，封沙育林、飞播造林、人工造林、工程固沙相结合，对浑善达
克和乌珠穆沁沙地进行综合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背景：2013年以来，全盟共计完成林业生态建设任务439.5
万亩，其中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356.5万亩，造林补贴项目52.8
万亩，重点区域绿化 30.2万亩。在以往生态建设的基础上，通
过近几年的持续努力，在沙地综合治理方面，锡盟依托京津风
沙源治理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以保护为主，保护与治理相结
合，以封沙育林为主，封沙育林、飞播造林、人工造林、工程固沙
相结合，对浑善达克和乌珠穆沁沙地进行综合治理，取得了明
显的成效。

□本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记者第一次走进浑善达克沙地是在2001
年。当时，世纪之交的3年特大综合性自然灾
害刚刚结束，着眼处，赤地千里、黄沙漫天，只
有几颗拥有顽强生命力的树木守护着曾经的
美丽家园。

资料显示，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浑善
达克沙地沙漠化加剧，沙漠化土地由2.57万平
方公里扩展到3.05万平方公里，流动沙丘由上
世纪60年代的 172平方公里扩展到2970平
方公里。由于沙地生态系统一度严重受损，生
态防护功能明显减弱，浮尘、扬沙和沙尘暴天
气频发，2000年沙尘暴日数达到26次，恶劣
的生态环境不仅制约着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京津地区的生态安全。
新世纪之初，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临

浑善达克沙地调研，语重心长地指出“治沙治
漠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建”。此后，一场
人与天斗的治沙战斗在浑善达克腹地打响。

在2000-2016年，锡盟依托京津风沙源治
理工程，累计完成林业生态建设任务1898.7万
亩，其中人工造林253.7万亩，封山育林850.9
万亩，飞播造林515.3万亩，工程固沙9.5万亩，
退耕还林265.5万亩，种苗基地建设3.8万亩。

通过集中连片、突出重点、综合治理，结合
禁牧休牧轮牧和草畜平衡等制度措施的落实，
全盟林草植被盖度平均提高15%以上。林业
建设，每年以百万亩以上规模推进，营造林面
积超过建国以来前50年的5倍多，森林覆盖率
由2000年的1.24%提高到2016年的7.53%。

初步呈现生态恢复、生产发展、牧民增收的态
势。尤其是沙地植被恢复明显，据荒漠化和沙
化土地监测，2014年与1999年相比，流动、半
固定沙地减少了1058万亩。沙地南缘长420
公里、宽1-10公里、横跨5个旗县的生态防护
体系基本形成，有效遏制了沙地的扩展蔓延。

党的十八大以来，锡盟在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更加凸显生态屏障的重要作用，视生态的
屏障作用为锡林郭勒草原最大的功能，紧紧围
绕深化林业改革，创新林业治理体系，以构筑
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目标，以浑善达
克沙地、乌珠穆沁沙地2大沙地治理，乌拉盖
水系、滦河水系、查干淖尔水系、锡林河水系4
个水系保护治理、重点区域绿化为重点，以百
万亩樟子松造林工程、百万亩沙地榆复壮建设
工程、百万亩灌木柳基地建设工程、百万亩水

源涵养林建设工程、百万亩低质低效林改造工
程、百万亩重度沙化区综合治理工程6个百万
亩工程为抓手，借助国家和自治区项目支撑，
相继启动了一系列重点工程。

针对全盟境内以浑善达克沙地为主的治沙
区，明确了“生态优先、保护优先，林草水结合”
的技术路线，将先进适用技术与常规措施集成
配套，探索推行适合锡盟牧区实际的综合建设
模式。整体上以围封禁牧、季节性休牧和划区
轮牧为重点，加强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
结构调整。对不适宜发展畜牧业的严重沙化区
域，加大人口转移力度，促进生态恢复。在沙地
综合治理中遵循自然规律，分类指导、分区施
策，在浑善达克沙地东部采取人工造林、封山育
林、退耕还林等措施，保护培育乔灌草结合的复
合型植被，增强生态的稳定性，并注重培育以灌

为主的林沙产业资源；沙地西部结合休牧禁牧，
采取规模化飞播造林、工程固沙、封山育林等措
施，增加灌草植被，减轻沙化危害；沙地南缘，以
灌为主，乔灌草结合，建设平均宽3公里左右的
生态防护体系；沙地北缘以禁牧、休牧自然修复
为主，保护恢复沙地上风源植被。

时至今日，再次踏进浑善达克沙地深处，
眼前的绿意葱茏让人流连忘返，这片昔日威胁
京津地区的沙源地如今变成了生态绿洲。但，
对于锡林郭勒来说，这还不够。锡盟林业局长
鲍文东接受采访时说，虽然通过治理，锡盟的
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整体上还是处在

“不进则退”的局面中。因此，下一步，锡盟一
如既往地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视为一切
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打造真正的北疆亮丽风景
线而努力。

浑善达克沙地：昔日沙源地 今日变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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