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

执行主编：韩卿立 责任编辑：来春誉

版式策划：王宝林 制图：王涛

2023年6月8日 星期四

扫描二维码
关注相关报道

报道团队：
孙一帆 许晓岚 于涛 薛来 柴思源
程英军 孟和朝鲁 怀特乌勒斯 白丹

冯雪玉 李卓 图古斯毕力格

40多年，中国筑起了一道惊艳世界的绿色长城。
1978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西北、华北北部、东

北西部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三北”防
护林工程，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工生态林带建设由此开
启。日升月落，寒暑易节，三北地区人与沙的斗争从未
停止。历经了几代人、亿万群众的接力奋斗，一道抵御
风沙、保持水土、护农促牧的绿色屏障在祖国北疆崛起
……

在国营新华林场考察时，总书记在一张内蒙古“三
北”工程实施范围分布图前驻足停留，自治区林业和草
原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肇晟向总书记介绍起内蒙古“三
北”防护林建设的情况。“当我们走到‘三北’工程实施范
围分布图前，总书记一下子就将目光投向大兴安岭，并
问我大兴安岭现在怎么样？我回答总书记，大兴安岭现
在已经‘挂斧停锯’，自然恢复得非常好！”王肇晟说。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横跨“三北”，生态环境脆
弱。“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保

护好生态环境，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要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世世代代干下
去”……一直以来，总书记对内蒙古的生态环境保护建
设寄予厚望。

沉寂的沙漠也有灵性，它能接受哪一种生命，如何
才能让它变得驯服，不仅需要吃苦、流汗的精神，也需要
科学的探索——

全面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等国家重点生态
工程，持续推进荒漠化沙化土地治理进程；

建立18个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出台《草畜平
衡和禁牧休牧管理条例》，坚持保护优先理念；

修订技术规程，实施大批防沙治沙科技推广示范项
目，让科技赋能防治成效提升；

加大经济林建设力度，培育林沙龙头企业，带动林
沙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优质化方向发展……

内蒙古正在探索与实践中上演“驯沙记”，实现“绿
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累计完成营造林 1.22

亿亩、种草 2.86亿亩、年均防沙治沙 1200万亩以上，规
模均居全国第一。全区生态环境实现了“整体遏制、局
部好转”的重大转变，森林覆盖率、草原植被盖度持续提
高，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

“总书记的到来令人振奋，也为我们未来的工作带
来无尽动力！”王肇晟言辞坚定。2021-2030年是巩固
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是推动“三北”工程高质量
发展的攻坚期。内蒙古的防沙治沙工作要不畏艰辛、久
久为功，坚决把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打造得牢不
可破，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追青逐绿，层林揽梦。总书记的凝思，是巨笔擘画
的雄韬伟略；总书记的关切，是大国领袖的为民情怀。
北疆儿女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让这座巍然屹
立在祖国北疆的万里绿色长城更加坚实牢固。

内蒙古的防沙治沙工作要不畏艰辛、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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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简

称“三北”工程，是在中国西北、华北

和东北地区建设的大型人工林业生

态工程，西起新疆、东至黑龙江。

“三北”工程预计 2050 年结束，

历时 73 年，分三个阶段八期工程进

行，力争用 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

北”工程攻坚战。 2021－2030 年，

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设期；是

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

是推动“三北”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攻

坚期。

要突出治理重点全力打好三大

标志性战役，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

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

击战。

初夏时节，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乌兰图克镇的国
营新华林场内绿树掩映、鸟鸣声声，邻近的湖泊波光粼
粼，微风吹过，温润清凉。

6月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

了解“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情况。自1978年起，该林
场大力治理耕地盐碱化造成的土地沙化问题，累计造林
3.9万亩。在林场，总书记听取内蒙古“三北”工程建设和
林场治沙造林情况介绍，并实地察看正在治理的沙地。

总书记的到来让林场干部职工倍感振奋，总书记的
一句句勉励鼓舞人心。沿着总书记考察的足迹，记者来
到国营新华林场，在这里回访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时
刻，在谆谆嘱托与殷切期待中，坚定追寻未来的方向。

“总书记一下车，便指着林场的植物，向我们询问栽
种方式，他问这些树是穴栽？还是飞播？这让我立刻觉
得，总书记非常懂，他对生态领域真的很熟悉。”巴彦淖
尔市委常委、临河区委书记赵峻岭为总书记详尽地介绍
了国营新华林场的情况，回忆起与总书记的对话交流，
赵峻岭难掩内心的激动。

现在的国营新华林场满眼苍翠，而在半个多世纪
前，这里还遍布着荒滩、沙滩、碱滩和草滩。恶劣的环境
之下，这里成活的每一棵树都凝结着众人的心血。

“总书记很关注这里种植的树种和它们的特性。”赵
峻岭说。

走到林区深处，赵峻岭特别向总书记介绍了紫穗槐
和杨柴这两个树种，“紫穗槐耐寒、耐旱、耐盐碱，抗风

沙、抗逆性极强。杨柴也是典型的抗沙树种，它根系发
达，可以一木成林。”听完赵峻岭的介绍，总书记便上前
轻轻地摸了摸紫穗槐的花序和杨柴的枝条。“看得出来，
总书记对一草一木都充满感情！”赵峻岭回忆。

国营新华林场作为临河区唯一的林场，不仅起到
了防风固沙、改善水源的作用，同时，保护了周边农田，
减少了冰雹和沙尘暴等自然灾害，使林场周边形成了
小气候。

林场区域内随处可见的苦豆子，证明了环境的改
变。赵峻岭指向脚边两簇开着洁白小花的植物，向总书
记讲道：“过去这里的农民种地，会挑有苦豆子生长的地
方，有苦豆子说明土壤条件好。”

一棵棵生长在林区高地之上的杨树，也向人们“高

调”地展示着这里固沙的成果。“从前这里的沙丘有
2-5 米高，人们栽树都会挑选低洼的地方，低洼地区
离水源近，成活率高。大树像水闸一般把沙子挡住
了，渐渐的它所在的位置反而成了高地。”赵峻岭向总
书记解释道。

总书记强调，人类要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一定要
防沙治沙。这是一个滚石上山的过程，稍有放松就会
出现反复。赵峻岭也深刻地意识到，荒漠化防治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赵峻岭说：“如果保护得好，沙漠可以
变为绿洲，而保护得不好，绿洲也可能变成沙漠。巴彦
淖尔市生态要素齐全，在我国西北地区生态地位极其
重要，我们一定会牢牢扭住防沙治沙这个关键，筑牢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总书记对一草一木都充满感情”

国营新华林场 3.9万亩人工绿海，源自三代人的接
力奋斗。林场职工的生活如何，也始终是总书记心里的
牵挂。

“总书记心里惦记着我们，他就和拉家常一样，询问
了林场改制和林场职工的待遇等问题。”见到总书记前，
国营新华林场场长杜文化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总书记对职工的关心就像一股暖流，让杜文化放松下来。

走在林子里，杜文化的眼神紧紧跟随着总书记，他
想把总书记的每一句嘱托都牢牢刻在心里。“总书记强
调，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一个长期的历

史任务，我们必须持续抓好这项工作，对得起我们的祖
先和后代。从前林场工作条件艰苦，而支撑我们坚持
下来的信念就是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杜文化
回忆。

人工取水、人工运苗，从前在沙窝窝里种树，纯靠人
工，职工抱着树苗在沙地里一走便是好几公里。杜文化
说：“那时候树苗成活率低，也受到过质疑。但只要有一
棵树能活，就证明我们的方向和方法是对的。”如今，林
场里80多种野生动物和30多种植被和谐共生，樟子松、
云杉等以前难以存活的树种也茁壮生长。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经济
社会价值。据测算，“三北”防护林改良了河套灌区土
壤，农作物增产15%左右，亩均增收200元左右，农民人
均增收 1500元左右。林场也抓住生态红利，探索起多
样化的发展模式。“目前我们林场正在尝试发展林下经
济，试种了2000多亩肉苁蓉，还养殖了130多头基础母
牛，也发展了我们自己的育苗基地。”杜文化说。

生态持续改善，林区职工收入逐年增长，杜文化将
这些一一向总书记汇报，他希望总书记放心，大家的日
子肯定会越来越好！

“总书记心里惦记着我们”

站在高处远眺站在高处远眺，，国营新华林场满眼苍翠国营新华林场满眼苍翠。。

林场旁绿树成荫的乡间小路。

曾经的沙地经过治理曾经的沙地经过治理，，已经成为耕地和林地已经成为耕地和林地。。

临 河 区 国 营 新 华 林 场
1960年建场，土地面积 5.2万
亩。曾经，林场周边沙化严
重，风沙严重影响老百姓的
生产生活。从那时起，一代
代林场职工接力奋斗，累计
造林 3.9万亩。1978年，相继
实施了“三北”防护林、京津
风沙源二期、低质低效林改
造工程，造林绿化起到了防
风固沙、改善水源的作用，
现在林场森林覆盖率达到
了 65%，为当地构筑起一道
绿色的生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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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新华林场

考察
点位

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内蒙古篇章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内蒙古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