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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鄂尔多斯：：永不褪色的绿色记忆永不褪色的绿色记忆

□《鄂尔多斯日报》记者 池小花 本报记者 王玉琢

遍地风吹沙如麻，全民齐动为绿战。丘壑浅深皆美景，大
漠披绿映晚霞。蓝天白云美如画，高原开出“生态花”。

这幅美丽的图景，是对鄂尔多斯生态保护和建设成
果的高度概括。

鄂尔多斯生态发展史，就是一段波澜壮阔的推动绿
色发展的历程。与沙搏斗，与绿为盟，走过艰难的“生态
苦旅”，迎来生态宜居的“绿色家园”。沧海桑田，斗转星
移，时间轴不停向前延展，延展出一条鲜明的绿色线，指
针越是向前，绿的色彩愈是浓重。

绿色足迹
回溯历史，鄂尔多斯生态的步履历历在目、清晰可

触，绿色记忆如泉涌动、无比鲜活。
曾经，先天的自然条件决定了鄂尔多斯生态环境的

脆弱，干旱少雨，年降水量150-350毫米，8.7万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毛乌素沙地和库布其沙漠占全市总面积的
48%，丘陵沟壑区和干旱硬梁区占全市总面积的48%，
是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沙漠化和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的地区之一。

生态恢复是一场与大自然争夺生存权和发展权的
艰苦革命。长期以来，鄂尔多斯历届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生态保护和建设，始终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
中开发，将生态建设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和最大的基
础建设来抓，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
长，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上世纪50年代提出“禁止开荒，保护牧场”；
60年代实施“种树种草基本田”；
70年代开展“农林水综合治理”；
80年代实施“三种五小”“个体、集体、国家造林一齐

上，以个体造林为主”“谁造谁有，合造共有，长期不变，
允许继承”“‘五荒’划拨到户，草牧场两权分离”；

90年代实施“两翼一体战略和3153工程”，“反弹琵
琶、逆向拉动”。

进入21世纪，鄂尔多斯市委、市政府又明确提出了
建设“绿色大市”奋斗目标，制定了农牧业经济“三区”发
展规划，在全自治区率先实施禁牧休牧、划区轮牧政策，
生态呈现出“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喜人态势。

绿满黄沙祭苍凉，鹰翔高原玉朗朗。芳草萋萋牛羊
醉，众生携力变天堂！

经过一代代鄂尔多斯人的努力，曾经肆虐的沙漠在
一步步退却，一度枯瘦的山沟在一天天丰腴。鄂尔多
斯，实现了由生态恶化地区向绿色城市的历史性转变，
创造了可歌可泣的生态奇迹。

在长期与恶劣生态环境斗争的实践中，鄂尔多斯人
逐步形成了“生态是最大的基础设施”的理念，走出了一
条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生态恢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可持续发展道路。至2007年，鄂尔多斯已初现山川秀
美、生机勃勃的景象，重现了内蒙古西部美丽的草原风
光，被誉为“鄂尔多斯生态现象”。

绿色楷模
鄂尔多斯的生态建设史，写满了感人的故事——
我们不会忘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愚公移山的精

神，向贫穷和荒漠化宣战的乌审召人。
我们不会忘记，七十年代只身一人把家搬进沙漠中

植树造林的沙木腾老人。
我们不会忘记，八十年代以拼命精神带领群众“魂

系毛乌素”的王玉珊老人。
我们不会忘记，九十年代“种树种到联合国”的王果

香，“治沙治到中南海”的王明海，“不是女杰胜似女杰”
的殷玉珍，缔造大漠奇迹的穿沙公路筑路人……

面对茫茫沙海和渐失绿色的草原，长期以来，生活在
鄂尔多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迈着艰辛的步伐，顶着滚滚沙
尘，不断探索着防沙治沙、保护生态环境的方法和途径，在
实践中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造林模范和先进群体。从

“乌审召精神”，到“穿沙精神”；从鄂尔多斯集团走进恩格
贝，到伊泰集团建设万亩甘草园；从乌日更达来，到治沙女
杰王果香、全国劳模殷玉珍……一个个企业倾情投入，一
代代治沙人不断涌现，接力谱写绿色新篇章。

宝日勒岱的名字与生态建设紧紧相连。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她顶烈日、冒酷暑，风
餐露宿，带领家乡各族群众植树种草，在毛乌素这个不
毛之地与漫漫黄沙进行了坚定的抗争，开辟了一条征服
荒沙的“绿色之路”。她带领乌审召人民治沙造林，建设
草原，为改变当地的生存条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乌审召被誉为“牧区大寨”。

殷玉珍从1986年春天踏上“播绿苦旅”，起早贪黑，
早出晚归，饿了就吃干粮喝冷水，累了就在沙地上歇一
歇，脚下不知烫出了多少个泡，头上的汗水不知往沙里
流了多少，一年不知要用坏几把铁锹。“我宁可种树累
死，也不能让风沙欺负死！”她用32年的坚守，让7万多
亩沙地变成了绿洲。

王果香号召妇女们联合起来，团结自救，与荒漠斗
争。到1995年，她所在的达拉特旗树林召乡营造防风
固沙林2744公顷，飞播造林2333公顷，营造妇女工程
林1700公顷，义务植树98万株，控制流沙7100公顷，创
建家庭小果园、小药材园80公顷，建成3333公顷治沙造
田示范基地，全乡森林覆盖率由1987年的12%提高到
1995年的21%。“果香”飘进联合国，树林召成为面向联
合国的“窗口”。

资财薄，穿沙巨。杭锦人，想新的、谋远的、干大的、
做实的，以一代之苦干，换万世之甘甜，是谓穿沙精神。
1997年 6月 16日，修筑穿沙公路的序幕拉开，由1000
多人组成的筑路大军分南、中、北三路开进沙漠；1999
年10月，长115公里的穿沙公路三级油路全线贯通，纵
穿库布其，缔造了大漠奇迹……

岁月迁移，冬去春来。鄂尔多斯人在生态之路上不
停地探寻着，奋斗着，前进着，收获着。

绿色新程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生态文明建设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都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顶层设计
和总体部署。

鄂尔多斯高擎生态优先大旗，秉承“资源开发可持
续、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
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生态文明建设硕果盈
枝。新时期，绿色生态理念早已融入鄂尔多斯人的血液
之中。全民参与，全民“作战”，从中涌现出的张喜旺、铁
木尔巴图等一批生态新人，成为新时代的“绿色楷模”，
引领人们继续绿色大业。“全国文明城市”“全国绿化模
范城市”“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全国绿化先进集体”

“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等诸多荣誉，见证了鄂尔多斯的变化和
努力。在2014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鄂尔多斯库布其
沙漠治理模式被联合国誉为“生态治沙”的典范。

鄂尔多斯人用长期不懈的拼搏奋斗，诠释了永不止
步、永不停歇的绿色精神、绿色追求。如今，生态文明已
经成为鄂尔多斯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自觉行动，并
呈现出神形兼备、丰盈充实的全域化格局。

草原繁花如海，沙里淘得真金。鄂尔多斯今天的绿
色行动，定将作为未来的绿色记忆，载入鄂尔多斯生态
发展的史册。任凭时光在变，绿色精神永存！

（本版图片由《鄂尔多斯日报》提供）

1997年，修建第一条穿沙公路。

如今的穿沙公路充满生机。库布其沙漠腹地植树库布其沙漠腹地植树。。

沙进人退。

生态之城——
康巴什。

网格化治沙。

绿色的鄂尔多斯大地绿色的鄂尔多斯大地。。

未治理前的毛乌素沙地未治理前的毛乌素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