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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日报》记者 王亦然
本报记者 王玉琢

从山野之中到城乡之间，无论春来还
是秋至，鄂尔多斯绿意如画、风光不衰。曾
经风沙侵袭时“对面闻声不见人，白天屋里
点明灯”的景象已经是那么的遥远。

“一到春天秋天全是沙，刮风刮的眼睛都
睁不开，迎面刮过来的沙子打得脸像针扎一
样疼。”在库布其沙漠植绿治沙半辈子的张喜
旺回忆起当年仍旧感慨万千。中国八大沙漠
之一的库布其沙漠和四大沙地之一的毛乌素
沙地“盘踞”鄂尔多斯北部、西南，侵占了土地
面积的48%；东部、西部被称为“地球癌症”的
砒砂岩裸露区和干旱硬梁区又占去鄂尔多斯
总土地面积的48%。在两个“48%”的包围之
下，鄂尔多斯宜开发土地仅4%。春秋两季狂
沙肆虐，沙害严重的地方风沙能将整个村庄
淹没。老一代人就这样在沙窝里一脚一脚踩
过了他们的青春。

绿色“药方”
自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实行“禁止开

荒、保护牧场”的护绿措施至今，鄂尔多斯
植绿治沙已走过70多个春秋。“因地制宜、
因害设防、先易后难、由近及远、分区治理、
整体推进”，鄂尔多斯分几大区域，分别针
对沙区、丘陵山区、干旱硬梁区、沿河区的
荒漠化特点，选用了不同的治理办法，对症
下药，重拳挥出，各个击破。

“南围、北堵、中切割”，在库布其沙漠，
曾经黄沙如何围追堵截我们，今天我们以
彼之道还施彼身。用乔、灌、草结合的生物
阻隔带对沙漠施行“锁边”，阻止其北侵黄
河和向南扩展；沙漠中部造护堤林、护岸
林、阻沙林带，利用天然十大孔兑和穿沙公
路把沙漠“切隔”成块分区治理；在水土条
件较好的沙漠腹地、丘间低地和湖库周边，

“点缀”以人工林地、草地，用日渐旺盛的沙
漠绿洲、绿岛一点点赶走黄沙。

在毛乌素沙地，坚持“保护与建设并
重，以保护为主”，飞播造林、封沙育林、人
工造林、灌木平茬复壮、低质低效林改造，
从沙进人退变成了人进沙退。建设“草库
伦”，在毛乌素沙地发展绿洲经济，家庭林
场、牧场应运而生，“庄园式沙地生态经济
圈”成为治沙的阵地，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
也提高了种养殖综合效益。“库伦”治理模
式是勤劳智慧的广大鄂尔多斯农牧民总结
经验、立足实际自创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草

场建设模式。库伦建设就是把大面积的沙
漠化土地围封分割成块状进行综合治理，
积极开发绿洲经济。现在主要的“库伦”类
型有：封滩封沙育草库伦，乔灌草结合的治
沙库伦，种养加一体化经营库伦，水、草、
林、料、机五配套库伦等。

东部丘陵沟壑区自然环境不允许大面积
栽植乔木，且是工业厂矿集中分布区，生物措
施与工程措施相辅相成，以流域为单元，适地
适树、优化配置，提高了林草覆盖度，减少水土
流失。同时用“穿靴戴帽”的办法，为山丘顶部
戴上油松、山杏等树种做的“帽”，给沟底穿上
耐盐碱的沙棘等树种制的“靴”，起到了涵养水
源、拦截泥沙、保持水土的作用。在东部丘陵
沟壑区安营扎寨的各企业也严格按照“谁开
发、谁治理”原则，积极行动，投入采坑回填、沟
坡整治、道路防护、环境绿化。

西部干旱硬梁区天然原生植被较为葱
郁，封山育林辅以人工造林，建设保护型生
态经济区。精准计算造林密度，以两行树
为一带，大小垄距参差而行，带状造林合理
利用空间、光照、水分等因素保护植被。而
在无定河流域、黄河冲击平原区围绕沿河
开发战略，则大力建设农田防护林、护岸
林、护堤林、商品用材林和经济林。

绿色延展
被黄沙迷的睁不开眼，于年轻一代来说

已经是儿时模糊的影子，全国绿化模范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文明城
市、全国防沙治沙先进集体、全国绿化先进集
体以及国家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
等，荣誉属于每一代每一个鄂尔多斯植绿
人。近70年来，鄂尔多斯探索出一套行之有
效的生态建设模式，开辟了一条中国干旱与
半干旱地区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崭新途径，成为中国西部生态
治理模式的典范。鄂尔多斯荒漠化和沙化土
地面积持续“双减少”，沙害基本消失，丘陵水
蚀明显减弱，生态状况实现历史性改变。

截至2016年底，鄂尔多斯市森林资源
面积达到了3480万亩，森林覆盖率和植被
覆盖度分别达到 26.7%和 75%以上，较
2000年提高 14.54个和 40个百分点。全
国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显
示，全市荒漠化土地面积较2009年减少了
318万亩，年均减少63.67万亩，减少面积
占全区同期减少面积的24.97%；沙化土地
面积减少25.78万亩，具有明显沙化趋势的

土地面积减少 19.41 万亩，流沙面积减少
553.49万亩。目前，境内毛乌素沙地和库
布其沙漠治理率达到70%和25%，毛乌素
沙害基本消失，库布其沙漠也趋于稳定，全
市生态总体恶化趋势趋缓，重点治理区生
态得到明显改善。

绿色家园
今天，鄂尔多斯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

义务植树，每年植树节对所有鄂尔多斯人
来说都是一个重大节日。绿色基因已经植
入鄂尔多斯人的每一个细胞，“个体、集体、
国家一齐上”，政府把荒漠化土地治理作为
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逐级签订目标责任
状，层层分解落实治理任务，编制了林业、
农牧业、水土保持、水资源利用、环境保护
规划，从源头上构筑起荒漠化防治的规划
体系；“掏钱买活树”“以补代造”“以奖代
投”等约束、奖励机制有效引导着企业、个
人参与到植绿活动中。长期实践中，不少
先进适用治沙技术在鄂尔多斯得到广泛应
用，如大坑整地、坐水栽植、容器苗、覆膜造
林、施保水剂、蘸生根粉、低压水冲造林等，
使造林成活率、保存率大大提高。

沙漠节节败退，如茵绿色重归城乡；节
能减排、防治污染、保护环境，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城市绿化与美丽乡村建设并驾前
行，“美丽鄂尔多斯”成为了宜居宜业宜游
的代名词。“十二五”期间，全市年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平均达到296天以上，优良率达
到82%以上。严格落实国家“大气十条”，
削减二氧化硫 11.2 万吨、氮氧化物 7.8 万
吨、化学需氧量1.2万吨、氨氮0.15万吨，超
额完成“十二五”减排任务；严格落实国家

“水十条”，完成42个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综
合整治，建立了“三条红线”控制体系；康巴
什成为国家首个AAAA级城市景区，全市
城镇建成区面积达到256平方公里；建成
大型公园150个、休闲广场37个；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达到42%；绿地率达到37%，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到33平方米。

种下一批批新树苗，今天的鄂尔多斯
孩子，长大后或许将不会再有黄沙漫天的
记忆，但是他们的父辈走在植绿路上的身
影将永留心中，而他们亦会寻着前人的足
迹继续接力下去。勇气、智慧兼永不言弃、
百分百的执着，一代代的坚守，就是鄂尔多
斯劈荒斩沙无往不胜的“绿色秘籍”。

（本版图片由《鄂尔多斯日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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