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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盟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着力打造国家重要生态功能示范区，打造国家重要沙产业示范基地

依托国家重点林业工程

完成生态治理近500万亩
建设林沙产业基地近300万亩，

全盟近3000万亩的国家重点公益林得到有效保护，
自然年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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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盟：展开“天蓝水清地绿”新画卷
◎文/图 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宏章 阿拉善日报记者 徐爱翔

内蒙古党报联盟·阿拉善盟

尽管是冬季，但踏进阿拉善，从巴丹吉林沙漠到曼德
拉山，从贺兰山到腾格里沙海腹地，从居延海湖畔到黑城
脚下，最吸引人眼球的是那片片灌木林带，层层叠叠披满
植被的生态绿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为阿拉善建设生态文明
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机遇。近年来，阿拉善盟在生态建设

和保护上，提出“把阿拉善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功能示
范区”的功能定位，坚持“保护与建设并重，保护优先”的林
业发展方针，围绕“以人退带动沙退”的生态建设思路，采取

“以灌为主、灌乔草相结合，以封为主、封飞造相结合”的林
业治沙技术措施，形成围栏封育—飞播造林—人工造林“三
位一体”的生态治理格局。一个天更蓝、草更美、空气更清
新、环境更优美的生态链正在凸显！

通 过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阿 拉 善 森 林 覆 盖 率 增 加 至
7.65%，活立木总蓄积量达到 595 万立方米，森林面积、资

源总量实现双增长，空气质量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
级标准⋯⋯如果用一种色彩诠释近年来阿拉善关于生
态的总体规划，那就是绿色。以盟府巴彦浩特为例，一
年间，丁香生态公园、贺兰山万亩草原生态工程、沙生
植物园陆续投入建设，切实让居民感受到绿色发展的巨
大魅力。如今，在向着“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征程上，一幅
天蓝地绿水净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画卷正在阿拉善大
地徐徐展开。

新理念——奋力打造祖国
北疆亮丽风景线上的璀璨明珠

记者走进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只
见城墙上的积沙少了许多，城门前的
沙梁也不见踪迹，3500 亩林地上的 9
万多株梭梭随风摇曳。在“时代楷模”
苏 和 的 带 动 下 ，近 年 来 这 里 已 有 约
300 多户牧民开始种植梭梭，至今已
成功抢救天然梭梭林 3000 亩，人工种
植梭梭 6 万多棵，在漫漫沙海中造出
一片小绿洲，不仅改善了黑城附近的
生 态 环 境 ，还 有 效 地 保 护 了 黑 城 遗
址。这惊人巨变，正是阿拉善盟生态
文明建设成就的缩影。

近几年来，根据阿拉善盟委、行署
的生态战略部署，重点推进特色林沙
产业、重点区域绿化、治沙造林、林业
资源保护恢复 4 项重点工作，扎实推
进兴林富民工程，生态文明建设写下
了浓墨重彩之笔。

作为祖国生态防线的前沿，阿拉
善地区生态环境的优劣，不仅直接关
系到本区域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
更关系到西北和华北广大地区的生态
安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好
一方碧水蓝天，既牵系阿拉善人民的
福祉，更维系着子孙后代和民族的未
来。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
美丽中国”“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及阿拉善盟
委、行署提出“把阿拉善建设成为国家
重要的生态功能示范区”的生态发展
定位，阿拉善盟生态文明建设从此有
了更清晰的努力方向。在更高起点上
把宝贵的生态资源保护好、发展好，让
阿拉善山更青水更绿，这是新时期阿
拉善人的追寻目标。

“十三五”期间，阿拉善盟将依托
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完成林业生态建设
任务 500 万亩，森林覆盖率增长 1.2 个
百分点，3165 万亩国家级公益林得到
有效保护，森林质量显著提升，重点城
镇外围基本形成较完备的防护林体
系。创新林业发展模式和现代林业管
理体制，建成肉苁蓉、锁阳、黑果枸杞

“3个百万亩”产业基地，产业体系框架
基本建成。城乡人居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低碳环保理念深入人心，林业可持
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走出一条绿色
发展之路。“十三五”以来到目前，全盟
已完成林业生产任务 370.195 万亩。
其中，人工造林 239.295 万亩，飞播造
林 91 万亩，封沙育林 3 万亩，退化林改
造19.9万亩，森林抚育17万亩。

新举措——改革激发生态
文明建设新活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坚持节约优
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
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要实现
这 一 美 好 愿 景 ，必 须 按 下 绿 色 发 展

“快进键”。阿拉善盟清醒地认识到，
过去粗放发展的老路已经走不通，必
须主动转方式调结构，实现发展模式
的绿色转型，着力协调好经济与环境
的关系。

保护环境与促发展相协调，污染
减排与调结构相促进，环境治理与惠
民生相结合⋯⋯按照“保护生态、适度
开发、收缩转移、集中集约”的总体要
求，阿拉善盟立足城乡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发展基础、发展潜力，在做好加
法即增林扩绿的同时，还积极做好减
法，控制开发强度，划定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调整完善“两带
一区”工业化城镇化格局、“一心四轴”
城镇发展格局、“三带七片”生态安全
格局，引导各类生产要素按照主体功
能优化配置，推进形成主体功能清晰
明确、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舒
适宜居、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空间发
展格局。

在工业领域，阿拉善盟加强重点
用能企业能源管理，建立直报制度，及
时掌握重点耗能企业能源使用状况；
在建筑领域，健全行政主管部门监督
和市场监管系统管理联动机制，逐步
形成对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和施工
图审查、工程质量检测等各方主体和
机构动态管理机制，严格执行新建建
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制度，确保新建
居住建筑执行 65%和公共建筑执行
50%的节能设计标准；在交通节能方
面，积极推进节能型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建设，加速淘汰高耗能的老旧汽车，
降低运输企业燃料能耗，加大车用油
改气推广力度，目前已实现 100%公
交车使用天然气的目标；在社会公共
领域，加快推进清洁能源的普及和推
广工作，推进以“节电、节水、节油”为
主题的公共机构节能活动，促进节能
降耗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进家庭，
增强全体公民节能的责任意识，形成
全社会积极参与节能降耗的良好氛
围。

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在发展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在加强监管
的同时，阿拉善盟围绕天蓝、地绿、水
净的目标，实践探索如何赢得经济发
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巴彦浩特先后
建成 3 个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并向
国家、自治区实时传输数据。机动车
排气检测在线监控中心，可及时为公
众提供车辆尾气情况和超标处罚信息
的查询和尾气定期检测信息。阿拉善
盟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姚雪峰说，作

为“环保人”，要把加快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学习的重中
之重，切实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转化为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具体
行动。在今后的工作中，全盟环保系
统将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坚守发展、生态、民生“三条底线”，严
守空间、总量、准入“三条红线”，以补
齐生态环境短板为抓手，以提升环境
质量为主线，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和
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生态保
护与修复，强化生态环境风险管控，按
照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生态功能示范
区的功能定位，为筑牢祖国北疆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实现美丽与发展共赢、
建设美丽阿拉善、创建文明城市做好
保障。

新思路——沙产业让沙地
披绿农牧民增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随着阿
拉善盟生态的持续好转，绿色发展的
红利也日益凸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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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中，就业增收渠道不断拓宽。

初冬时节，在位于阿拉盟盟府巴
彦浩特城西十几公里处的名贵药材肉
苁蓉的科研示范区——阿拉善宏魁苁
蓉集团的沙生植物园，只见一片片梭
梭林迎风而立。阿拉善宏魁苁蓉集团
党委书记任存福告诉记者，该园接种
了不同来源、不同存放年限、不同存放
条件和不同处理方法的苁蓉种子。由
于苁蓉为依附植物，因此它最好的“伴
侣”是梭梭树。

“梭梭的根系非常发达，种上 3 年
后 ，我 们 用 机 械 在 距 离 梭 梭 树 约
0.5—1 米的距离打一个直径 30 厘米、
高度 0.8—1 米的坑，放进土肥和肉苁
蓉种子，诱导肉苁蓉寄生在梭梭树发
达的根系上，汲取营养和水分。”任存
福兴奋地向记者介绍着梭梭与肉苁蓉
连接到一体的“秘密”。在梭梭树发挥
防风固沙作用的同时，其根部高价值
的中草药肉苁蓉，给梭梭树种植户们
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过去家里几代人都是靠放牧为
生，一年辛辛苦苦只能落个温饱。现
在政策好了，种植梭梭政府还给发补
贴，梭梭接种肉苁蓉，收入翻了番，既
改善了草原生态，挡住了风沙，还为
牧民们提供了一个收入稳定、长期致
富的好产业。”在阿左旗巴彦诺日公
苏木苏海图嘎查牧民杨贵兵一家起
早贪黑，忙乎在自家的 7000 多亩梭
梭林里。穿梭在梭梭林中的杨贵兵
满脸笑容，他扛着铁锹径直走到一棵
梭梭前，轻轻刨开表层黄沙，一颗苁
蓉已慢慢露出了头尖，顺着根部继续
往下挖，整株肉苁蓉大体可见。杨贵
兵一手握着肉苁蓉上端，一手握着下

端，用着巧劲，慢慢将整根鲜嫩的肉
苁蓉拔了出来。

“看，这根肉苁蓉应该差不多有 3
斤重，这样的品质不做任何加工，光是
卖鲜苁蓉，一根就能卖个 200 多块钱
呢！”杨贵兵笑着说。多年来，邻沙而
居的苏海图牧民在长期与风沙的抗争
中，正转变思维努力把沙漠生态劣势
变为资源优势，由治沙转向用沙，向沙
漠获取财富。

如今在阿拉善，像杨贵兵一样的
农牧民通过走淘沙致富路，实现增收
致富的不在少数。据相关部门统计，
目前，阿拉善盟禁牧区 70％左右的牧
户从事沙产业生产经营活动，沙产业
收入占纯收入的三分之一。在推进生
态建设中，阿拉善盟积极培育发展以
肉苁蓉、锁阳、沙地葡萄、黑果枸杞等
为主的特色沙产业，向沙漠要绿色、要
效益。先后启动了梭梭肉苁蓉、白刺
锁阳、黑果枸杞“3 个百万亩”林沙产
业基地建设，率先在阿左旗巴彦浩特、
吉兰泰、乌力吉等 9 个苏木镇实施了
百万亩梭梭苁蓉产业基地建设工程。

“十二五”以来，阿拉善盟人工梭梭造
林规模达到 270 万亩、接种肉苁蓉 54
万亩，白刺产业基地围封复壮面积达
到 200 万亩、接种锁阳 19.5 万亩，精品
林果业种植达 4.8 万亩，全盟荒漠化、
沙漠化面积实现双减少，分别比 2009
年减少 3880 平方公里和 5620 平方公
里。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
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牢固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着力打造国家重
要生态功能示范区，打造国家重要沙
产业示范基地，依托国家重点林业工
程，完成生态治理近 500 万亩，森林
覆盖率达 7.65%，建设林沙产业基地
近 300 万亩，全盟近 3000 万亩的国
家重点公益林得到有效保护，自然年
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 7.3%⋯⋯这
些成绩的取得，就是阿盟实践‘绿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发 展 理 念 的 实
例。”阿拉善盟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君来告诉记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
奋斗”，“美丽”两个字，让林业人对未
来工作既充满希望又倍感责任与压
力。阿拉善作为生态脆弱地区，要建
设生态宜居环境，使天更蓝、水更清、
大地更美丽，就要持续加大生态保护
与建设力度。作为林业人，我们将着
力打造国家重要生态功能示范区、国
家重要沙产业示范基地，以“3 个百
万亩”林沙产业基地建设为抓手，依
托国家重点林业工程项目，全面开展
国土绿化和防沙治沙工作，为把阿拉
善打造成为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上
的璀璨明珠而奋斗，为构建绿色阿拉
善、美丽阿拉善而努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阿拉善盟坚持“保护与建设并重，保护优先”的林业发展方针，
围绕“以人退带动沙退”的生态建设思路，采取“以灌为主、灌乔草相结合，

以封为主、封飞造相结合”的林业治沙技术措施，
形成围栏封育—飞播造林—人工造林“三位一体”的生态治理格局。

通过生态文明建设，阿拉善森林覆盖率增加至 7.65%，

活立木总蓄积量达到 595 万立方米，
森林面积、资源总量实现双增长，

空气质量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金沙苑葡萄种植基地金沙苑葡萄种植基地。。

阿拉善右旗北漠沙产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大棚，工作人员正在采摘黑果枸
杞。

贺兰山保护区生态恢复成效显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