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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阿拉善盟逐步加快治沙造林步伐，生态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1500 多万亩荒漠变成绿洲，贺兰山 60 余万亩森林挺起绿色屏障。

如今的贺兰山，森林面积已增加到 60.6 万亩，
森林覆盖率由 31.6%增加到 57.3%；
植被盖度由 50%增加到 80%；
野生动物岩羊由 2 万只左右增加到 6 万只左右，
马鹿由 2000 头左右增加到 1 万头左右，
山间明流由 13 条增加到 23 条。

黑河调水让居延海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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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宏章 实习生 徐爱翔

初秋时节，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东居延海畔，一丛
丛芦苇随着微风摇曳，波光粼粼的湖面倒映着蓝天，宛
如一面巨大的镜子镶嵌在戈壁上。青格勒一家世代居
住在额济纳旗东居延海畔的苏泊淖尔苏木，见证了居
延海生态变迁的青格勒感慨地说，得益于国家的一系
列抢救、保护和恢复举措，如今居延海重现碧波荡漾壮
美景象，额济纳迎来了生态转变的历史机遇。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绵延 5000多
年的中华文明孕育了丰富的生态文化。自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无论是外出调研，还是参加中共中
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反复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性，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阿拉善盟作为祖国北疆生态防线的最前沿，27 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1/3 是沙漠，1/3 是戈壁，1/3 是荒漠
化草原，生态脆弱区占到整个面积的94%，是自治区乃
至祖国西部生态安全的咽喉和要塞。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得益于国家生态保护
与建设工程的实施，干旱少雨、生态脆弱的阿拉善逐步
加快治沙造林步伐，生态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1500 多万亩荒漠变成绿洲，贺兰山 60 余万亩森林挺
起绿色屏障，3 旗旗府所在地崛起绿色宜居小镇，农牧
民投身沙产业发展治沙又致富⋯⋯一幕幕生态美景，
折射出阿拉善矢志生态保护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更彰显出阿拉善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持之以恒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的信心和决心。

人退带动沙退
绿色画卷徐徐展开

阿拉善盟是我国生态脆弱区，乌兰布和、巴丹吉
林、腾格里三大沙漠横亘境内，一度趋于“握手会
合”。然而恶劣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并没有击碎人们建
设绿色家园的梦想。

1980 年阿拉善建盟之后，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
盟委、行署把生态建设摆在了突出的位置。提出以

“适度收缩、相对集中”为核心的“转移发展战略”，并
进一步确立“保护就是最大的建设”“人退带动沙退”
的思路，大力实施退牧还林还草政策。

1999 年，贺兰山实施退牧还林移民工程，数千人
赶着 20 多万头只牲畜下山，告别了森林资源破坏的
历史，缓解了贺兰山长期存在的林牧矛盾，使森林植
被得以休养生息，生态环境有了明显好转。

“退牧后仅一年，灌木生长高度平均增长 35 厘
米。”贺兰山管理局科教科长苏云告诉记者，如今的贺
兰山，森林面积已增加到 60.6 万亩，森林覆盖率由
31.6%增加到 57.3%；植被盖度由 50%增加到 80%；
野生动物岩羊由 2 万只左右增加到 6 万只左右，马鹿
由 2000 头左右增加到 1 万头左右，山间明流由 13 条
增加到 23 条。贺兰山生态系统的恢复，为阿拉善筑
起了一道牢固的绿色屏障。

2000 年，国家启动黑河流域水量统一管理调度，
给 额 济 纳 绿 洲 和 黑 河 尾 闾 湖 东 居 延 海 带 来 新 生 。
2002 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黑河管理
局采取黑河中下游“全线闭口，集中下泄”的方式，干
涸 10 年之久的东居延海再次重现了碧波荡漾的美
景。同时，国家又批准建立了额济纳胡杨林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使珍贵的胡杨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多年来阿拉善盟大力实施“锁边围城”和“身边增
绿”工程，营造生态宜居环境，推进生态建设的步伐。
而地广人稀的阿拉善，大面积固沙仅指望人工造林还
不够，还得采用飞播的方式。阿拉善林业工作者通过
30 多年坚持不懈地飞播造林，终于打破年降水量 200
毫米以下沙区不能飞播的国际定论，阿拉善的飞播工
程被联合国治沙代表称为“中国治沙典范”。

肩负生态建设使命
筑牢北方绿色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强调，内蒙古的生态
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内蒙古各族群众的生存和发

展，也关系到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
要努力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
屏障。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内蒙古的生态文明建设
指明了方向、厘清了思路。

保护好生态环境，关乎阿拉善各族群众的福祉，
事关西北、华北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近年来，阿拉
善盟把生态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绿色发展理念统领
发展全局，使“保护好阿拉善 27 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
的生态环境，是必须承担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对国家的
最大贡献”成为全盟上下的普遍共识。确立了将阿拉
善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生态功能示范区的功能定位，以
及将阿拉善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生态沙产业示范基地、
清洁能源示范基地的产业定位。目前，该盟所辖 3 个
旗全部被列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

结合当地地广人稀的实际，该盟加快推动集中集
约集聚发展，按照“三区三线”要求调整经济结构、规划
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建设，着力构筑生产集约高效、生
活宜居适度、生态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格局；从生态脆
弱的实际出发，该盟深入实施“三北”防护林、天然林资
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示范区建设等重大生
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全面落实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草
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政策。着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行动，集中力量进行贺
兰山、胡杨林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环境综合整治。

从产业结构单一的实际出发，该盟加快转方式调
结构步伐，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低端、过剩产能，
构建以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为主的生态经济体
系，让浩瀚戈壁沙漠成为阿拉善的“金山银山”。

沙海生态环境改善了，城市生态建设也要跟进。
近年来，该盟大力推进“城市双修”，以生态宜居为主
线不断提升城市品位，加强绿化美化、公园建设和湿
地恢复，重点实施了 6 万亩城边贺兰草原和敖包婚庆
生态公园、丁香生态园、营盘山城市公园、南田湿地公
园 4 个 6000 亩生态公园建设，以及九龙园、沙生植物
园等 5 个公园的增绿提质改造工程，营造出“城在森
林中、人在花园里、行在绿荫下、乐在芳草间”的美丽
环境，重点区域绿化面积达 74.65 万亩，建成区绿地率
达 35.5%。

如今，放眼望去，阿拉善绿带逶迤，天空湛蓝，“大
漠绿”与“阿拉善蓝”相互辉映，诉说着这片土地正在
续写的生态故事。统计数字显示，近年来，阿拉善盟
林业生产任务连续 6 年每年突破百万亩，超额完成自
治区下达生产任务，森林覆盖率由建盟初期的 2.96%
增加到 8.01%。

从“一枝独秀”到“群芳争艳”
沙产业崛起拓宽农牧民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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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为牧民们提供了一个收入稳定、长期致富的好产
业。”阿左旗巴彦诺日公苏木苏海图嘎查牧民杨贵兵告
诉记者，多年来，邻沙而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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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漠获取财富。

极端的生态环境造就了极品生物物种，这些资源
是阿拉善盟发展沙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
近年来，在推进生态建设的同时，该盟提出

“把阿拉善打造成为国家重要的沙产业示
范基地”的产业定位。向沙漠要绿色、要效
益，依托丰富的沙生植物资源，因地制宜着
力培育肉苁蓉、锁阳、沙地葡萄、文冠果等
为主的特色沙产业，实现生态治理和环境
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

草绿了，人富了。为了鼓励农牧民积
极发展沙产业，阿拉善盟出台鼓励农牧民
种植梭梭林和发展沙产业优惠政策，确定
梭梭种植户给予适当奖励性补贴。并建
立科技特派员制度，实行沙产业片负责
制。通过政策扶持，启动了梭梭肉苁蓉、
白刺锁阳、黑果枸杞“三个百万亩”林沙产
业基地建设。目前已形成了肉苁蓉、锁
阳、黑果枸杞、沙地葡萄等多个沙产业基

地。如今，“阿拉善肉苁蓉”“阿拉善锁阳”被原国家工
商总局批准注册为地理标志著名商标，“阿拉善肉苁
蓉”被列入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阿拉善盟也被中国野
生植物保护协会授予“中国肉苁蓉之乡”称号。

为使沙生产业形成规模效益，阿拉善盟以“沙地
绿起来、企业强起来、牧民富起来”为目标，依托肉苁
蓉、锁阳等沙生植物资源，引进和发展龙头企业进行
沙产品深加工，实施“企业+基地+农牧户”
的产业化模式，既有效保障了农牧民利益，
也提高了沙产业附加值。如今，该盟共完
成梭梭基地建设面积 546.69 万亩，建成 10
至 60 万亩规模人工梭梭肉苁蓉产业基地 9
处，接种肉苁蓉 76.25 万亩。封育恢复白刺
305 万亩，接种锁阳 23.95 万亩。林沙产业
年产值达 32.6 亿元。禁牧区 70％左右牧
户从事沙产业生产经营，沙产业收入占纯
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实现了农牧民转移
转产、治沙致富。

“连续 5 年每年新增造林
绿化面积 200 万亩，腾格里沙
漠东南缘建成了长 350 公里、
宽 3 至 20 公里的锁沙阻沙林
带，乌兰布和沙漠西南缘建成
了长 110 公里、宽 3 至 15 公里
的锁沙阻沙林带，形成了‘绿
带锁黄龙’的壮丽景观。在党
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
干涸 10 年之久的东居延海再
现碧波荡漾景象。”阿拉善盟
盟委书记杨博掷地有声地说，
我们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生态文明思想，保
持 加 强 生 态 文 明
建设的战略定力，
生 态 环 境 呈 现 总
体遏制、局部好转
的 历 史 性 变 化 。
今天的阿拉善，正
在 走 出 一 条 以 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 导 向 的 高 质 量
发展新路子。

“大漠绿”扮靓“阿拉善蓝”

“阿拉善肉苁蓉”“阿拉善锁阳”
被原国家工商总局批准注册为地理标志著名商标，

“阿拉善肉苁蓉”被列入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阿拉善盟也被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授予“中国肉苁蓉之乡”称号。

金沙苑葡萄种植基地金沙苑葡萄种植基地。。

沙产业产品生产车间沙产业产品生产车间。。

播撒绿色的希望播撒绿色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