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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27万平方公里的阿拉善盟，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横贯全境，沙漠分布面积9.5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总面积19.7万平方公
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肉苁蓉、锁阳、阿拉善双峰驼等丰富的资源，阿拉善享有“中国骆驼之乡”“中国肉苁蓉之乡”“中国观赏石之城”等美誉。

近年来，阿拉善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独特多样的沙生资源和禀赋优势，大力发展沙产
业，开发肉苁蓉、锁阳、驼乳等特色产品130余种，走出了一条“沙漠增绿、产业增值、农牧民增收”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科学有效、独具特色、效益良好的荒
漠化治理“阿拉善模式”，为新时代沙产业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赛道。

书写绿进沙退奇迹 演绎点沙成金传奇
□□刘宏章刘宏章 曾令飞曾令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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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媚的阳光播撒在广袤的巴丹吉林沙漠上。在阿
拉善右旗阿拉腾朝格苏木呼和乌拉嘎查，养驼大户王
刚正在挤奶车间和工人们忙着挤驼奶。

高大的标准化钢结构圈舍内，一峰峰骆驼膘肥体
壮。王刚是呼和乌拉嘎查土生土长的牧民，世代生活
在这里养驼放牧。说起骆驼，王刚如数家珍，小到骆驼
吃什么上膘快，大到驼奶通过什么渠道能卖上好价钱，
他都门儿清。近几年，王刚在政府发展驼产业政策的
支持下，盖了800平方米的大圈舍，实施标准化集中养
驼，把驼产业从“小特产”升级为“大产业”。

“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发展驼产业，我的养驼产业发
展得红红火火，现在干活忙不过来就雇人干，每年纯收入
能达50多万元，比原来传统养驼翻了好几倍。”王刚说。

据呼和乌拉嘎查党支部书记巴图孟克介绍，近年
来，该嘎查充分发挥当地骆驼资源优势，积极培育骆驼
产业集群，不断延伸产业链，持续加大养殖户的政策扶
持力度，提升嘎查村集体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带动农牧
民持续增收。目前嘎查现有骆驼2500峰，有驼产业合
作社6家，家庭农牧场10多户，养驼大户30多户，通过
发展驼产业让嘎查牧民走上了致富路。

阿拉善被称为“中国骆驼之乡”，是我国双峰驼的
主产区之一，特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让阿拉善双峰驼
在这里繁衍生息，造就了明显的骆驼种质资源优势。
阿拉善双峰驼是世界双峰驼中的优秀品种，位列国内
骆驼品种首位，是国家原始优良畜种保护中宝贵的遗
传品种资源。双峰驼集产绒毛、产肉、产奶等多种经济
形态于一体，有很高的产出价值。

进入新时代，阿拉善盟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
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突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
紧抓自治区推动奶业振兴发展机遇，立足本土实际，大
力发展壮大骆驼产业，把驼产业作为培育地方特色产
业和增加农牧民群众收入的重要举措，充分挖掘骆驼
资源优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进
一步延伸驼产业链条，使骆驼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
产业化、品牌化”方向转变，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双赢，使驼产业逐步成为全盟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目前，阿拉善双峰驼存栏达14.76万峰，年出栏双峰
驼2.8万峰，双峰驼产业年产值已突破3亿元，全盟有骆驼
养殖专业合作社75家、标准驼圈480座，养驼户2000余
户，其中百峰以上养驼大户1061户，牧民日均驼奶收入基
本超千元；主要的驼绒加工企业有5家，年加工原绒能力
500吨。驼产业已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主渠道。

阿拉善盟在加大标准化骆驼产业发展的同时，还
积极加大骆驼科研及产业开发的成果。近年来，该盟
驼产业围绕产品深加工已开发出了骆驼液态奶、奶粉、
奶片、户外高能量驼肉罐头、有机精品驼肉、多口味驼
肉干、驼血多肽、驼皮阿胶、驼峰化妆品、驼胎盘保健品
等一大批新型产品，骆驼产品附加值得到全面提升，助
推驼产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阿拉善右旗作为全国双峰驼存栏最多的地区之一和
阿拉善双峰驼核心区，近年来，该旗依托骆驼种质资源禀
赋和产业基础，大力发展骆驼产业，按照“科研+企业+基
地+农牧户”发展模式，扶持驼产业向专业化、规模化、产业
化方向发展，聚力打造驼奶产业集散中心，进一步实现了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富民效益共赢，骆驼产业
已经成为拉动全旗农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和亮丽名片。
如今，全旗骆驼存栏达6.5万峰，其中能繁母驼3.2万峰，挤

奶母驼近1万峰，驼奶产值突破2亿元。全旗骆驼产
业从业农牧民达3000余人，户年均收入保持在3

万元以上，驼奶入选全区“一县一品”品牌项目。
如今，阿拉善骆驼产业正以其“雄驼”般

高昂的身躯、矫健的步伐，带领阿拉善农牧
民走出一条“升级换代”的致富之路，大手
笔书写驼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万亩梭梭林接种基地万亩梭梭林接种基地。。

创新引领，创业筑梦。10月 14日，第十二届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沙产业专业赛决赛在阿拉善盟启动，来
自全国各地的12支参赛队伍展开角逐，开启了一场精
彩满满的沙产业专业巅峰对决。

本届专业赛由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指导，
自治区科技厅和阿拉善盟行署主办，阿拉善左旗政府和阿
拉善盟科技局、农牧局、林草局承办。专业赛主题“绿进沙
退 点沙成金”，旨在为沙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集聚资源优
势、集约高端技术、集中专家经验、集合人才优势、深化交
流合作的平台，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项目落地见
效，实现产业链、技术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发
展、耦合贯通，为内蒙古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打造新引擎。

赛事分为报名、初赛、复赛、电视决赛4个阶段，设置
“成长企业组”和“初创企业组”两个组别。共有来自全国
20个省区市的132个项目报名。9月26日，初赛在呼和
浩特市启动，经专家评审委员会评选，共46个项目入围复
赛。10月12日，复赛在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举办，共有
12个项目入围决赛，其中成长企业组6个，初创企业组6
个。决赛中，成长企业组和初创企业组分别评选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并评选出优秀奖共20名。

决赛期间，还举办了阿拉善生态沙产业创新创业
园揭牌仪式、沙产业创新成果展示会、沙产业招商推介
会、落地阿拉善意向企业交流闭门会、沙产业创新基金
交流闭门会等系列活动，参赛企业全程参与招商推介、
项目对接，促进赛事成果实现就地转化、就地利用。

在持续到10月20日的沙产业创新成果展示会上，现
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展览面积3000多平方米，共有来
自８个省区市的68家展商参展，集中展示销售沙生动植
物食品和保健品、特色服饰用品、沙产业文化创意产品、沙
产业生产服务产品等12类产品。本次成果展的举办，旨
在展示内蒙古乃至全国沙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推广沙产
业科研成果和产品，搭建沙产业企业、机构交流合作展示
交易平台，提升阿拉善沙产业的品牌和知名度，助推阿拉
善沙产业高质量发展。

专业赛期间，阿拉善盟与科研院校、企业在科研合作、
生态沙产业、新能源等领域的12个项目进行现场签约。
签约内容涵盖了服务沙漠地区、利用沙漠地区资源的新能
源、装备制造、沙漠地区动植物的种植养殖等领域。

据了解，阿拉善盟已成功举办３届沙产业大赛，今
年该赛事被列入“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技术创
新专业赛”序列，正式升级为“国赛”。

“这次沙产业专业‘国赛’在阿拉善举办，让我们深受
鼓舞、倍感振奋，也为我们共谋沙产业创新发展之路搭建
了宝贵平台。我们将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以大赛为窗，认
真学习汲取各位专家的高端智力和各个团队的创新成果，
进一步完善思路、强化措施、加强合作，加快推动沙产业发
展提质增效；以创新为媒，大力推广优秀企业、优质产品、
优良技术，不断深化招才引智、招商引资，吸引更多高端创
新项目成果转化落地，努力打造全国沙产业创新创业‘孵
化器’；以产业为基，做优、做精、做强肉苁蓉、锁阳、骆驼等
特色沙产业，点沙成金、聚链成势，全力打造国家重要的生
态沙产业示范基地。”阿拉善盟委书记黄雅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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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笔者走进阿拉善左旗宗别立
镇茫来嘎查百万亩梭梭林基地，只见原本光
秃秃的戈壁滩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梭梭林。虽
然今年夏天遭遇多年不遇的大旱，但一眼望
不到头的人工梭梭林绿意盎然、长势喜人，焕
发着勃勃生机。

2012年，茫来嘎查开始建设百万亩梭梭苁
蓉产业基地，目前已累计造林43万亩、接种肉
苁蓉5.1万亩，不仅成为全盟梭梭苁蓉产业基地
建设的典型，也成为黄河流域与乌兰布和沙漠
间的一道重要生态保护屏障。“我家种了4000
多亩梭梭，其中2000亩接种了苁蓉，现在每年
仅挖苁蓉一项就有六七万元的收入。”茫来嘎查
牧民王会军告诉笔者，如今嘎查生态变好了，牧
民生活富裕了，许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又回到
家乡，和他们一道种植梭梭发展沙产业。

近年来，阿拉善盟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市场导向、
创新驱动、政府引导”的发展原则，依托独特的
沙生植物资源优势和多年生态建设的基础，确
立了打造国家重要沙产业示范基地的发展思
路，全力建设梭梭、肉苁蓉、白刺、锁阳等林沙产
业基地，并出台多项优惠政策，对梭梭种植户给
予奖励性补贴，鼓励牧民发展沙草产业。

自2000年阿拉善盟百万亩梭梭生态林基
地建设项目启动以来，目前已建成9个规模化
的梭梭肉苁蓉产业基地，造林总面积814万亩，
人工接种肉苁蓉146.7万亩。阿拉善左旗林工
站站长刘宏义告诉笔者，百万亩梭梭生态林基
地的建设，不仅取得了防沙治沙的显著成效，而
且调动了农牧民种植梭梭的积极性，还培育了
梭梭肉苁蓉产业，促进了农牧民增收，走出了一
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绿色惠民路子，实
现了治沙与致富的有机统一。

为践行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
理念，推动林下经济蓬勃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013年以来，阿拉善全盟各级财政投入资金
5000多万元，争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

“863”计划、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等资金近1.6
亿元，撬动企业等创新主体自主研发投入约4.5
亿元。实施沙漠生态产业科技项目179个，申
请发明专利43项，制定技术、产品标准52项，
攻克了肉苁蓉、锁阳等沙生植物有效成分分离
提取技术，成功解决了梭梭与肉苁蓉种子活力
的保存技术难题。同时，大力培育沙产业龙头
企业，培育引进内蒙古阿拉善苁蓉集团、金沙苑
生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曼德拉沙产业有限公
司等数十家龙头企业，通过“公司+基地+农牧
户”的模式，形成一条集肉苁蓉、锁阳、沙地葡萄
和黑果枸杞种植、加工、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
整产业链。截至目前，已有24家沙产业企业具
备一定规模，成为支撑和带动全盟沙产业发展

的主力军，其中苁蓉集团和曼德拉两家企业被
认定为国家和自治区级林业重点龙头企业。

目前，阿拉善全盟已累计研发出特色沙
生植物产品 110余种，其中仅肉苁蓉产品就
达 60余种。这些产品涉及药品、保健品、食
品和日化品四大类别，产品形态主要有原浆、
酒、固体饲料、茶、护肤品、酵素等。沙生植物
特色产品正在由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初级
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

阿拉善右旗曼德拉苏木板滩井灌区曾是
一个遍野荒沙的不毛之地，如今这里不仅建
成了50多万亩人工梭梭林，而且通过发展梭
梭苁蓉产业，实现了沙地变绿、农牧民增收的
双赢，走出了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突出特色、
可持续发展的特色沙产业之路。

笔者走进板滩井苁蓉专业合作社生产车
间，只见几名工人正在生产线上加工苁蓉产
品。该合作社社长谢军仁告诉笔者，2010年，
他和12户农牧民成立了这个合作社，主要从事
苁蓉、锁阳、甘草等沙生植物产品的购销与加
工。经过多年发展，现在合作社每年纯收入达
100多万元，每年每户社员除卖原材料外，还能
从合作社分红2万多元。

如今在阿拉善，像谢军仁这样通过投身
沙产业实现增收致富的农牧民还有很多。据
相关部门统计，目前，全盟已成立各类专业合
作社 44家，参与沙产业的农牧民约 2万人，
沙产业经营性收入占农牧民纯收入的 40%
左右；全盟 2/3的牧户通过参与沙产业实现
人均年收入3万元到5万元，部分牧户年均收
入长期保持在 20万元以上。全盟沙产业增
加值由 2016年的 15.42亿元增加到 2022年
的 70.49亿元，年均增长51%，过去让人望而
生畏的茫茫大漠，如今已成为沙区农牧民取
之不尽的“绿色银行”。

沙产业企业项目落地阿拉善签约仪式。 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沙产业专业赛决赛在阿拉善盟启动。

阿拉善被称为阿拉善被称为““中国骆驼之中国骆驼之乡乡””，，
是我国双峰驼的主产区之一是我国双峰驼的主产区之一。。

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布拉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布拉
格苏木举办格苏木举办““苁蓉王苁蓉王””比赛比赛。。

沙产业创新成果展示会。

（本版图片由阿拉善盟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