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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各界和公众积极参与
生态文明建设，一场由乌兰牧骑、公益爱心社团、群众性
文体协会、企业员工、学生等参与表演的“美丽中国我是
行动者——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环保主题文艺演出日前
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剧场举办。

文艺演出由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主办，内蒙古
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宣传教育中心、锡林郭勒盟环境保护
局、正蓝旗人民政府承办，正蓝旗委宣传部、正蓝旗环境
保护局、正蓝旗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正蓝旗汇泽村镇银
行协办。

当晚，容纳650人的上都剧场座无虚席，演出在悠
扬的宫廷音乐《阿萨尔》的音乐声中正式拉开帷幕。气
势恢宏的马头琴重奏《万马奔腾》，蓝天绿地白云构筑的
自然美卷《我的故乡天正蓝》《美丽的内蒙古》，呼唤守护
美丽家园的诗朗诵《一棵小草的坚守》，荡气回肠的呼麦
表演《我的蒙古》等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上阵，把
晚会逐步推向高潮。每一个节目表演完毕，观众都报以
热烈的掌声。不同的形式，表达着同一个梦想，守护好
这片蓝天、绿地、碧水自然美景，留住亲情乡愁，用爱筑
就美好生活。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白志峰在采访
中表示，此次环保专题文艺演出是内蒙古六五环境日主
题宣传系列活动之一，前期经过精心策划，今天举办地很
成功很圆满，我们就是要通过各种形式，引导公众在意识
形态树立环保理念，让每一个公众都能成为环境保护的
宣传者、行动者、推动者，以此来带动每个家庭、单位、学
校、企业、社区和身边更多的人，热爱环保、关注环保、践
行环保，做绿色内蒙古的建设者，共担保护生态环境的神
圣使命，留住往日绿色美好风光，守护天蓝地绿水清的美
丽家园，用实际行动为环境保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共
同建设生态、宜居的绿色家园，为建设新时代模范自治区
而增光添彩。 (李俊伟 吴莉莉)

内蒙古环保主题文艺演出唱响正蓝旗
呼唤环境保护守护绿色家园

●不慎将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矿产局第七地质大队的《探矿权证》（证号：T15420090602031784，勘查项目
名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上官地镇南锑金矿详查，有效期限：2014-05-09至2016-05-08）丢失，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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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沙区百姓过

着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的艰难生
活，“春天种了一坡，秋天收了一车，打
了一笸箩煮了一锅，吃了一顿剩的不
多。”许多上了年纪的达拉特旗人仍然
记得这首顺口溜。那时，屡屡出现沙
进人退、背井离乡的“生态移民”。李
布和也一度为生活所迫，外出挣钱养
家。

面对脆弱、恶劣的生态环境，鄂尔
多斯历届党委、政府一直聚焦治沙，接
连出台政策措施。

——20世纪50年代提出“禁止开
荒”“保护牧场”，60年代提出“种树种
草基本田”，70年代提出“逐步退耕还
林还牧，以林牧为主，多种经营”；1978
年，在自治区率先推行“草畜双承包”
的生产责任制建设，推动了草原生态
保护。

——80年代初，把“五荒地”（荒
山、荒滩、荒沙、荒沟、荒坡）划拨到户，
鼓励种树种草，谁种谁有，允许继承。
实施“个体、集体、国家一齐上，以个体
为主”的造林方针，出现了千家万户抢
治荒沙植树造林的可喜局面。

——1998年至2000年，先后启动
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三期工程、
治沙工程、黄河中游水土保持林工程、
退耕还林还草试点示范工程、天然林
资源保护工程、日元贷款项目、西鄂尔
多斯自然保护区工程。

——2001年到2010年，鄂尔多斯
将改善生态与解决“三农”问题统筹考
虑，实施了农牧业生产力布局、人口布
局、生产方式、种养结构、生态建设、资
金使用“六大调整”。实行禁牧、休牧、
划区轮牧；编制《全市农牧业经济“三
区”发展规划》，将库布其沙漠腹地等
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划为禁止发展
区；坚持“谁造谁有，合造共有，长期不
变，允许继承”，出台“立草为业、舍饲
精养、为养而种、以种促养、以养增收”

“一矿一企治理一山一沟，一乡一镇建
设一园一区”等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基
本政策。

这一时期，“五荒”治理由以农牧
民家庭为主，向企业、公司大规模开发
建设转变，亿利集团、东达集团、伊泰
集团、鄂尔多斯集团、通九集团、神华
集团等80多家企业，纷纷进入库布其
防沙治沙。

——党的十八大以来，鄂尔多斯
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最大的基础建
设。认定亿利沙漠生态健康股份有限
公司等44家企业为市级农牧业产业化
经营重点龙头企业；着力构建绿色金
融体系；政府工作突出生态优先，厚植
绿水青山新优势。

在发展沙产业、生态移民、禁牧休
牧、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企
业和群众直接支持，有效促进了资金、
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生态领域
聚集，实现了防沙治沙主体由国家和
集体为主向全社会参与、多元化投资
转变，由注重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向
科技创新支撑下的综合防治转变，由
单纯注重生态效益向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协同共进转变。

企业产业化投资，治沙成为可持
续的事业

还是那个李布和，现在的身份是
银肯塔拉沙漠生态旅游有限公司董事
长。2006年，在外闯荡、事业有成的他
回到家乡。当时，正值市里大力开展
林业产业经济建设，先后有多家企业
开始转型，走上生态建设之路。李布
和想到，展旦召苏木紧邻响沙湾旅游
景区，沙漠旅游资源是一张现成的名
片，合理利用沙漠资源发展旅游肯定
是一条好路子。凭借旅游收入，进一
步反哺生态建设，能实现“旅游+生态”
的良性循环。

2007年，李布和兄弟三人承包下
银肯塔拉7万亩沙地，踏上治沙植绿征

程。12年累计投入近4亿元，原本寸
草不生的银肯塔拉，绿洲扩展至 4万
亩，沙漠景区人气持续高涨。

黄沙依旧，但被沙障和植被锁住
的沙丘已无法发威，游客可以安心享
受沙漠游的乐趣。如今，银肯塔拉沙
漠绿洲自然生态旅游区在旺季时，每
天游客接待量超过3000人次。

达拉特旗的风水梁，曾是一片沙
海，没有人家。2005年，东达集团在此
建了一座扶贫小镇，为农牧民免费提
供住房、獭兔饲舍，订单回收出栏獭
兔。农牧民不承担经营风险，还可以
将土地租给企业，种植沙柳等沙生植
物。

2010年，因病致贫的盐店村村民
徐锁小也来到风水梁，养殖了2000只
獭兔，再给企业打点零工，现在年收入
可达10万元。他家撂荒的土地也由企
业承包，种满了沙柳、沙蒿、杨柴等植
物。

东达集团董事长赵永亮介绍，沙
漠上长出的沙柳嫩枝是上好的牛羊兔
饲料，粗枝干是造纸和生产刨花板的
上等原料，兔皮、兔肉等进行深加工，
变为服装、食品，形成一个产业链。通
过这一链条，沙漠变绿，企业获利，农
牧民增收，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全有了。

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是土生土
长的杭锦旗人。1988年，他到地处库
布其沙漠腹地的杭锦旗盐场当场长。
那时风沙肆虐，不治沙，风沙就会吞噬
盐湖和企业。他决定从每吨盐的收益
中拿出 5元钱来治沙。这一治，就是
30年。

亿利集团在库布其治沙的投资模
式是“公益与产业相结合，‘输血与造
血’相结合”。30年里，亿利集团公益
性投资 33 亿元，产业性投资 380 亿
元，获得政府补贴7900万元。回过头
看，第一个十年纯属“输血”，就是从主
业利润中每年拿出 10%—20%来治
沙；第二个十年是“输血+造血”；第三
个十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完全
是“造血”，走上了“治理效果经得起
看，经济账经得起算”的良性循环道
路。

回顾30年治沙历程，王文彪感慨
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亿利库布其治
沙面积相当于此前20年治理面积的总
和。库布其治沙30年取得了343项治
沙科技创新成果，有290多项都是这几
年取得的。库布其今天蓬勃发展的重
大生态产业项目，都是这几年上马
的。库布其防沙治沙经验走进南疆沙
漠、青藏高原、西部沙区，走进‘一带一
路’参与国家和地区，都是这几年实现
的。”

亿利在生态改善基础上，形成了
“1+6”立体循环生态产业体系，绿化了
一片片沙漠，培育了生态修复、生态农
牧业、生态健康、生态旅游、生态光伏、
生态工业等六大产业。产业蓬勃发
展，义利平衡兼顾。亿利集团每年整
个沙漠产业销售收入有 100多亿元，
主要来自医药、旅游、光伏、工业、肥
料、饲料等，利润在8%到10%。

除了亿利、东达，沙漠生态产业还
有伊泰百万亩碳汇林工程、绿远梭梭
嫁接肉苁蓉、天骄沙棘饮料、高原杏仁
露、源丰生物质热电、同圆工业治沙项
目、响沙集团的5A级旅游景区……在
中央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各项支持性政策引导下，各类企业进
行产业化投资，积极参与规模化治沙，
科学开发林沙资源，带动库布其沙区
从单纯治沙向生态建设和生态经济发
展并举转型，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的生态产业体系。

农牧民市场化参与，沙漠绿起来
百姓富起来

沙漠治理是一项难度高、投资大、
周期长、见效慢的系统工程。企业产
业化投资，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

题。治沙，还需要大量劳动者。企业
要用工，农牧民想增收致富，利益有相
通之处。

库布其治沙几十年，通过党委政
府政策引导和龙头企业带动，建立多
方位、多渠道的利益联结机制，广大农
牧民特别是贫困群众的治沙致富积极
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吴直花曾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杭
锦淖尔村的贫困户，原来承包的9亩土
地沙化严重，每年种地辛辛苦苦，却赚
不了钱。目前，她在亿利集团阿木古
龙健康产业示范园务工，负责养护甘
草，每天工资200元。她还承包了亿利
30亩沙地种甘草，只负责种植管护，亿
利所属公司负责种苗供应、技术服务、
订单收购，这样，吴直花一年能有3万
元左右的收入。

亿利集团通过租地到户、包种到
户、用工到户的模式，带动沙区广大农
牧民治沙致富。许多农牧民拥有了沙
地业主、产业股东、旅游小老板、民工
联队长、产业工人、生态工人、新式农
牧民等新身份，生活质量如芝麻开花
节节高。

伊泰集团吸纳农牧民参与治沙，
用的是另一种方式。伊泰大力营造碳
汇造林工程，为周边农牧民无偿提供
大量的各类树苗，农牧民种碳汇林，有
一部分收入。由于造林区域内树木已
达到国家林业部门的补偿标准，2013
年农牧民有了“林权证”及林业补贴收
入。随着伊泰集团碳汇造林项目进一
步推进以及周边生态环境改善，沙漠
腹地的农牧民因地制宜开展各种生产
经营活动，提高生活质量有了可靠保
障。

随着治沙产业蓬勃发展，沙区不
少农牧民投身家庭旅馆、餐饮、民族手
工业、沙漠越野等服务业，有的家庭年
收入10多万元。产业发展，就业机会
增加，吸引大量农牧民子女大学毕业
后返乡就业创业，外出务工的农牧民
也纷纷回到家乡，有营生做、有钱赚。

7月的库布其沙漠腹地，天晴时总
是骄阳似火。在杭锦旗穿沙公路经过
的独贵塔拉镇沙日召嘎查，62岁的牧
民白音道尔计给记者讲起他的治沙故
事。

1983年，白音道尔计从部队退伍，
看到家乡鼓励牧民治沙，放弃留在城
里工作的机会，回到沙日召治沙。他
在自家近9000亩草场上种植沙枣、柠
条、杨柴等沙地植物，还种植了大量甘
草。经过艰苦努力，曾经退化的草场
变绿了，明沙不见了，生态改善了。如
今，他养着400多只羊，卖羊羔、羊绒、
羊毛，有一笔收入。卖柠条、沙柳，又
有一笔收入。再加上休牧补贴和公益
林补贴，年收入达到20多万元。生长
了 4 年的甘草，成为他家的“绿色银
行”。不过，只有在最需要钱以及甘草
行情好的时候，他才会去挖甘草。

鄂尔多斯市林业局局长韩玉飞深
有感触地说，沙区百姓和治沙企业是
库布其治沙事业最广泛的参与者、最
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大的受益者。企业
通过产业化投资受益，有效解决了生
态治理的可持续性问题。现在，越来
越多的人从治沙中寻找商机，发展生
态产业。农牧民市场化参与，从产业
发展中获得稳定收入，更坚定了治沙
的决心。

鄂尔多斯市副市长石艳杰认为，
库布其沙漠治理的经验，就是党委政
府政策性支持、企业产业化投资、农牧
民市场化参与，三方合力，同时科学施
策，实现了生态、产业、民生平衡发展。

漫漫黄沙，不治，它是害，治了，它
是利；不治，它是沙子，治好了，它是金
子。在库布其的沙海中，人们摸爬滚
打几十年，找到了变害为利的办法，风
沙不再肆虐，沙漠绿起来，企业强起
来，百姓富起来。绿富同兴，成为库布
其发展的生动写照。

形成合力，推动绿富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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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汤挂面碗底沙，夹生米饭沙碜
牙，帐篷睡听大风吼，早晨起来脸盖沙。”
人们回想起当年大会战的场景，依然心
绪难平，激动不已。

修路缺钱，全旗干部群众和企业纷
纷解囊，群众十元几十元，干部几十元数
百元，共捐款400多万元。

亿利集团的前身杭锦旗盐场位于库
布其沙漠南缘，是旗里唯一的工业企业，
距最近的火车站不到70公里，却被大漠
挡道，外运产品需绕路350公里，每吨盐
的运输成本增加几十元，连年亏损。

为了生存和发展，盐场职工全员参
与修路植树，出工出资，担重担、冲在前。

历时3年，全旗10余万干部群众组
织7次万人大会战，打通第一条纵贯南
北、长达115公里的穿沙公路。

公路在延伸，绿色在铺展，大漠深处
筑起一道“绿色长城”。

路打通了，困难踩在脚下。库布其
人从此突破了心灵羁绊，树立起敢想敢
干、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坚定信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库布其沙漠治理
进入新阶段，呈现新局面，取得新成效。

向远沙大沙“硬骨头”挺进，向绿色
高质高效转变，把生态治理与经济社会
发展紧密结合。

政策千钧力 群众勇探索
党和政府主导，发挥了决定性作

用。库布其探索出政府政策性支持、企
业产业化投资、群众市场化参与、科技持
续性支撑的库布其治沙模式。

人类与荒漠化的斗争，注定是一场持
久战。

传统方式治沙，规模小、力量散、见效
慢，库布其沙漠治理曾一度陷入“治理
——恶化——再治理——再恶化”的怪
圈。

1998年以来，国家相继实施天保工
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
等重点生态工程，库布其沙漠治理进入点
面结合、遍地开花的新时期。

近20年，国家在杭锦旗投入生态建
设资金15亿元，占总投入80%；在达拉特
旗投入生态建设资金超过13亿元，占总投
入70%以上，全面改善了当地生态面貌。

在达拉特旗，有8条流经库布其沙漠
的季节性河槽，当地俗称“孔兑”。每年夏
秋季，雨水裹挟着上亿吨的泥沙涌入黄
河。

第二大孔兑罕台川流域，运用世行贷
款、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工程资
金，20多年持续治理，裸露的地表披上绿
装。其他孔兑也像罕台川一样，植被恢
复，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党和政府的政策引导、资金支持，奠
定了治沙工程的坚实基础，坚定了人们治
沙的信心。

达拉特旗农民李布和弟兄3人，早年
因沙害远走他乡。新世纪初，当地政府出
台治沙扶持政策，事业有成的三兄弟又回
到了阔别10多年的家乡，投资4亿多元，
在银肯塔拉承包沙地10万亩，治沙发展生
态旅游。

三兄弟一度被乡亲们称为“傻子”，李布
和却信心十足：“政府给我们投了六七千万
元，有了这个垫底，我坚信一定能成功。”

今天，4万多亩沙漠完成了治理，银肯
塔拉生态景区远近闻名，年接待游客20多
万人次。

掏钱买活树、以补代造、以奖代投、招
拍挂沙地经营权……鄂尔多斯市出台的
一系列生态政策，吸引了大批企业和群众
参与，如今库布其沙漠的治理规模1年胜
过初期10年。

1988年5月，王文彪走马上任杭锦旗
盐场场长，当乘坐的吉普车走到盐场附近
时，却陷在了沙窝子里，前去欢迎的队伍
变成了“抬车队”。

沙害深深刺痛了王文彪的心。他上

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成立治沙林工队，
从每吨盐的销售收入中提取5元钱治沙。

生于斯，长于斯的王文彪，30年倾
心治沙。身为董事长，他带领亿利集团
与当地政府、农牧民携手，把大片沙漠变
成了绿洲，成为库布其企业治沙的“领头
羊”，本人也荣获联合国“全球治沙领导
者奖”和“地球卫士终身成就奖”。

东达、嘉烨、绿远、西蒙等一大批企
业也纷纷投身治沙事业，成为一道靓丽
风景线。

从盲目治沙到科学治沙，从分散治
理到统一规划，从土法造林到工程化作
业、产业化治沙，库布其人找到一条治理
沙漠的科学之路。

在沙漠南缘干旱区，飞播灌木密植
造林；北缘，依托有水的立地条件种植乔
木锁边林；中部依托穿沙公路、孔兑，营
造护路林、护堤林；腹地的丘间低地和地
下水位较浅的区域，建设绿岛、绿洲。

群众在治沙中展现出无穷的创造
力。亿利集团等企业总结发明了容器
苗、大坑深栽、迎风坡造林、甘草平移种
植、水气种植法等治沙“黑科技”。

水气种植法——一米多长的水枪竖
插进沙里，水流冲孔、插苗、浇水、回填一
次完成。

甘草平移种植法——用机械化作
业，变甘草竖植为横植。相比传统的竖
植技术，单株甘草固沙面积可达1平方
米，提高了10倍，还减少了采挖对沙地
植被的扰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工程化、产业化治
沙成为库布其沙漠治理的新潮流。

近年来，伊泰集团以整体规划、划片
招标、统一施工、机械化作业的方式治沙，
营造碳汇林56万亩。最多的一次，5000
多人同时作业，一年共造林18万亩。

政府主导、群众主战、企业主体，全
社会参与汇聚起治理沙漠的磅礴力量。

沙窝变“金窝”绿富同兴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治沙、扶

贫、产业发展，库布其人走出一条三轮联
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构筑起初具规模
的生态经济体系，昭示着生态文明的美
好前景。

几场雨后，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杭锦旗
图古日格嘎查草天相接，碧空如洗，呈现出
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

“草多树多，日子才更好过。”乌日更
达赖对生态改善后的新生活，十分惬意。

曾经饱尝沙害之苦，这位51岁的“生
态卫士”，20多年披星戴月，顶风冒雨，忍
饥渴战病痛。

有一年除夕，他到外地拉苗条，回家的
路上拖拉机坏了。前不靠村，后不着店，他
又渴又饿，咕咚咕咚地喝拖拉机水箱里的
水，等回到家时已是深夜10点多。

艰辛的付出终获回报，8万亩沙地披
上绿装，养畜加上禁牧、公益林等政策补
贴，一年收入20多万元。

生态改善，早年离开家乡的农牧民，
纷纷举家回迁。

1992年，道图嘎查七社的王连斌流
着辛酸的泪水，背井离乡。2014年，他和
老伴喜气洋洋，返回了魂牵梦绕的家乡，住
进政府助建的3间新瓦房。村舍林木环
绕，绿意盎然，王连斌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
新生活。

生态兴，百业兴。祖祖辈辈为沙所
困、因沙致贫的库布其人，大步走上脱贫致
富的小康路。

达拉特旗官井村是有名的“穷沙窝
子”，每个村民都吃过草籽面窝头。如今，
沙地变成了良田。去年以来，两家企业看
中这里的发展前景，投资2亿多元，养殖奶
牛5000多头。2013年，村民们组建林业
专业合作社，统一生产、销售沙柳苗条，去
年收入120多万元，全村人均收入1.2万
元，成了小康村。

2012年以来，杭锦旗有近3万人口脱

贫，全旗农牧民人均年收入从1998年不
到3000元，增长到2017年的1.6万元。
2018年7月，一举摘掉贫困县帽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库布其人从单纯的
生态建设，向生态建设、生态经济发展并
举转型，不断探索“点沙成金”、绿富同兴的
奥秘。

库布其沙漠东北边缘的风水梁，曾是
起伏的沙海，53平方公里范围内没有一户
人家。2005年，东达集团在这里推沙丘，
打深井，栽树木，建工厂。如今，绿树萦绕，
成为“生态小镇”。

用沙柳等枝干生产人造板，下脚料种
食用菌；用柠条等灌木枝叶生产饲料，养
殖獭兔；用獭兔屠宰下脚料饲养狐狸、貂，
下游发展起肉食、皮草加工项目。目前，
风水梁进驻企业30余家，直接吸纳1000
多名农牧民就业，带动3000多养殖户。

治沙，用沙，把沙地变宝地。
61岁的白音道尔计是杭锦旗沙日召

嘎查的牧民，他家种植了7000亩甘草，每
隔5年采挖一次，每次能收入四五十万元。

“现在的生活真是没得说。”白音道尔计说。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绿了黄沙，

兴了产业，富了百姓，库布其人在茫茫沙
海里书写着绿富同兴的故事。

人沙和谐奏新曲 “中国
智慧”成典范

从为沙所困到艰苦治沙，再到富美
田园，库布其铺展出一幅绿富同兴、人沙
和谐的美好画卷，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
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挺拔的杨树，苍翠的松树，粗壮的沙
枣，郁郁葱葱的草木随风起伏，绿涛般涌
向沙海深处。生态治理区内沃野千里，
阡陌纵横，鸟语花香，绿洲与沙海交相辉
映，农舍与城镇珠璧交错。

库布其沙漠治理创造了人间奇迹，
治理面积达6460平方公里，绿化面积
3200多平方公里。

沙漠过去每年向黄河岸边推进数十
米，输入泥沙1.6亿吨。如今，输入的泥
沙减少八成。沙尘天气从每年几十次减
少到零星数次，降雨量呈逐年增多之
势。许多绝迹多年的动植物，又出现在
库布其沙漠。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
来，新的生态理念在库布其人心中生根
发芽、开花结果。

2000年，鄂尔多斯市在全国率先推
行禁牧、休牧、轮牧和以草定畜政策，彻
底解决边治理边破坏的困扰。

达拉特白土梁林场，职工们种了30
余年共4000多亩“工资田”，从今秋起将
全部退耕还林。“中央重视生态建设，林
业迎来了新的春天。”白土梁林场的老场
长赵永强说。

库布其人在沙漠资源利用上大做文章。
昔日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如今成

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旅游热点。响沙
湾、七星湖、恩格贝、银肯塔拉……一个
个旅游景区在沙漠中崛起壮大。

2014年，库布其沙漠被联合国环境署
确定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库布
其沙漠治理也成为中国的一张绿色名片。

2017年9月6日，主题为“携手防治
荒漠，共谋人类福祉”的《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鄂尔
多斯市召开。库布其防沙治沙的成功实
践，被写入190多个国家代表共同起草
的《鄂尔多斯宣言》，并认为“值得世界借
鉴”。

“库布其沙漠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
和实践，将为世界上其他面临荒漠化问
题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经验。”去年6月，
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署执行主任埃里
克·索尔海姆对库布其沙漠治理考察后
说。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6日电）

绿富同兴画卷在沙海中铺展

库布其沙漠生态太阳能发电综合示范地（8月1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