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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

【乡音】

海勃湾区

连日来，在巴彦淖尔市防沙治沙和风电
光伏一体化工程生态治理大碱湖项目现场，
2台牵引式沙障铺设机徐徐前进，机器驶过
处，一排排整齐的草帘快速形成。在另一端
的机械无法作业区域，数名工人正在铺设草
方格，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正在热火朝天地
推进。

“1台牵引式沙障铺设机日均铺设 20亩
草帘，速度快、效率高，草帘1米宽，从中间对
折铺设后，深入沙下 20厘米，地上高度 30厘
米，防沙固沙效果非常好。”蒙草集团研发

技术人员包海龙介绍说。
该项目区位于杭锦后旗双庙镇境内的乌

兰布和沙漠，采取工程固沙+人工种草+人工
造灌木的方式进行治理，总投资约 2000 万
元，建设规模 0.87 万亩，自 3月 15日开工以
来，工程进度稳步推进。根据项目区的地类
特征，采取针对性措施，在沙地区域铺设草方
格，在石砾质较多的地形上铺设尼龙网沙
障。在草方格和尼龙网沙障内，则种植柠条、
沙柳、紫穗槐、杨柴、花棒等耐风沙的灌木，配
合滴灌等高效补水措施，确保植物生长所需

的水分，并全年围封禁牧，保障种植成果。
“目前已经铺设 1500亩草方格，想着这

片沙漠将要变成绿洲，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治沙工作虽然辛苦，但能为环境改善出一份
力，就觉得一切都值得。”现场一位工人表示。

据介绍，杭锦后旗境内防沙治沙和风电
光伏一体化工程异地生态治理项目共约4万
亩，2024年内将全部治理完成。随着林草植
被的增多和水源涵养能力的提升，乌兰布和
沙漠对河套平原的侵蚀将得到有效遏制。

“目前，大碱湖项目已进入关键阶段，预

计将在 5月中旬全面完工。届时，这片曾经
的沙漠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杭锦
后旗乃至整个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张亮
丽名片。”包海龙自豪地说。

“此次治理工程的推进，不仅展示了杭
锦后旗在沙漠化治理方面的决心和成效，也
为周边地区生态治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
借鉴。”杭锦后旗副旗长李龙说，“随着更多
项目的实施，全旗生态环境将得到进一步改
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也将逐步
实现。”

工程固沙筑防线工程固沙筑防线 灌木造林护生态灌木造林护生态
□本报记者 图古斯毕力格

□本报记者 郝雪莲 杭锦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撖桃

四月，天气转暖，植树种草正当时。在鄂尔多斯市
杭锦旗库布其沙漠北缘锁边林带项目施工现场，一垛垛
沙柳枝条和草捆码放整齐，拖拉机、切割机、铲车等大型
机械来回穿梭，运送沙柳枝、切割沙柳、打点挖穴……在
机械和人工的配合下，大片的黄色沙丘被栽植成网格状
的沙柳沙障牢牢地“锁”住，形成一片片壮观的防风固沙
屏障。

“现在我们开工建设的是库布其沙漠北缘188公里
防沙护河锁边林带和库布其沙漠腹地240公里风沙路径
阻隔带项目，主要采取工程固沙、造林种草等措施防沙治
沙，全面阻止库布其沙漠南移北扩。”杭锦旗林草局副局
长李树鹏在项目现场介绍说。

据悉，杭锦旗2024年黄河“几字弯”荒漠化综合防
治库布其治理攻坚战总建设面积约214万亩，包括库布
其沙漠北缘防沙护河锁边林草带、库布其沙漠南部沙化
土地综合治理区、S215省道林草生态建设区以及G242
国道阻隔带西段林草生态建设区。开工建设以来，广大
干部群众、农牧民和专业作业人员一起奋战在库布其沙
漠腹地，拉开今年防沙治沙帷幕。

杭锦旗防沙治沙工程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创造了
鄂尔多斯绿色奇迹，为全球荒漠化综合防治提供了“中国
方案”“中国经验”，形成了“党委政府政策性推动、企业产
业化投资、社会和农牧民市场化参与、技术持续化创新、

成果开放化共享”的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
数据统计，2000年以来，杭锦旗在库布其沙漠实现

治理面积超846.56万亩，其中林业生态建设490.76万
亩，草原生态建设355.8万，森林覆盖率从5.3%增加到现
在的15.96%，林草综合植被覆盖度从9.6%增加到40%，
昔日沙漠已逐渐变为绿洲。

但在库布其沙漠被治理之前，这里犹如一条黄龙盘
踞在鄂尔多斯高原以北，自西向东绵延360多公里，将地
处沙漠腹地的杭锦旗牢牢“封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苦
不堪言。

追溯过往，时任杭锦旗草原站副站长的蒋有则讲述
了这些年防沙治沙的经历。

1990年，生活在沙区的人们迫于生存压力，下定决
心寻求治理库布其沙漠的方法。当时的蒋有则担任了沙
漠治理技术开发公司负责人，带着由8人组成的小组进
驻库布其沙漠腹地，开始潜心研究在特殊的立地条件下
栽种沙柳、沙蒿、杨柴、芦草、杨树和柳树的办法。

来到当年打拼的地方，蒋有则回忆道：“当时每天早
上醒来，头上、耳朵里都是沙。庆幸的是，我们找到了树
木成活率不高的原因，经过艰苦的沙漠植被试种实践，成
效也越来越显著。”

虽然探索出好的种植方法，但接踵而来的难题又一
次束缚了防沙治沙的脚步，那就是沙柳等树苗根本无法
运送到指定地点，恶劣的交通运输环境成为阻碍防沙治
沙路上的“拦路虎”。为改善交通出行环境，1997年初，
杭锦旗决定开始修建穿沙公路。

1997年6月16日，筑路大军分南、中、北三路开进
沙漠，他们中有干部职工、沿线农牧民、普通老百姓。在
修路过程中，没水没电、风沙大、气温高等困难无一不在
考验着建设者们，但他们仍然以顽强的意志和敬业精神
奋力修筑着这条满载着期望的道路。

在修建穿沙公路的过程中，杭锦旗先后发动6万人
次参与每次历时半月的“治沙大会战”，全旗113个单位
的干部职工和沿线农牧民驻扎在沙漠里，背运沙柳、拉运
秸秆、设置沙障、植树造林……

1999年5月，穿沙公路二期“黑色工程”开工建设，
1999年10月完工。至此，这条南起杭锦旗锡尼镇，向北
穿越库布其沙漠，经独贵塔拉镇跨过黄河，直至巴彦淖尔
市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全长115公里的穿沙公路三级
柏油路全线贯通。

“从1997年到1999年，三度寒暑，七次会战，这条穿
沙路是杭锦旗13万人民的汗水凝成的。”蒋有则激动地
说。

随着穿沙公路的建成，运输环境得到改善，沙区人
民防沙治沙的脚步不断加快，荒漠化治理成就举世瞩目。

每一颗种子萌芽，每一抹新绿泛起，都是一代代沙
区人不灭的精神路标。如今，库布其沙漠已经实现了从

“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大漠变
绿洲、沙漠变“黄金”的奇迹。杭锦旗人民在库布其沙漠
治理中凝聚成的“穿沙精神”品质，像“三北”精神和蒙古
马精神一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北疆儿女开拓进取、一往
无前，跑好“绿色接力”。

奋力攻坚 跑好“绿色接力”
杭锦旗

杭锦后旗

敖汉旗

□本报记者 王玉琢
鄂托克前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白亚梅

近段时间，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
毛乌素沙地上风口阻隔带及周边集中
连片裸露沙地防沙治沙区一派繁忙景
象。该地区与陕西省定边县、宁夏回族
自治区盐池县毗邻，是毛乌素沙地西
部源头之一，也是毛乌素沙地南缘产
业生态廊道重要节点，更是蒙陕宁三省
区集中连片裸露沙地联防联治的标志
性战场。

一垛垛沙柳枝条和草捆绳码放整
齐，轰鸣的拖拉机、汽车等大型机械来
回穿梭。铺设现场，上千名当地农牧民
和外来务工人员正忙碌着标距测量、划
线和栽植沙柳，随着一株株沙柳枝栽进
提前画好的网格内，整整齐齐、环环相
扣的网状草方格从无到有、渐次铺开，
将黄沙牢牢锁在原地，为广袤的沙漠增
添了无限希望。

鄂托克前旗位于鄂尔多斯市西南
部，地处蒙陕宁三省区交界处毛乌素沙
地腹部，全旗境内有裸露沙地 127 万
亩。2023年，鄂托克前旗全年完成生态
治理任务 76.4 万亩，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40平方公里，全旗林草覆盖率分别达
到24%和 42%，生态得到较大改变。

“我们已经全面启动了毛乌素沙
地 治 理 蒙 陕 宁 三 省 区 联 防 联 治 方
案。在生态红线内采取人工造林、人
工种草等方法进行生态治理，生态红
线外采用‘林光互补、草光互补、农
光 互 补 ’等 风 电 光 伏 治 沙 模 式 治
理。”鄂托克前旗林业和草原局党组
书记、局长何富云介绍说。

2024 年，鄂托克前旗通过“政府
统筹、国企牵头、合作社+农牧户”的
模式，把境内的毛乌素沙地划分为

“一廊两带两区”进行分区治理（毛乌
素沙地南缘产业生态廊道、毛乌素沙
地上风口阻隔带、毛乌素沙地下风口
阻沙带、毛乌素沙地西部荒漠草原保
护修复区、毛乌素沙地生态红线巩固
提升区），集中打造 2 万亩典型示范
区，实施林草生态建设 80 万亩、围栏
封育 80 万亩。在保护生态和建设生
态的同时，开展农牧业产业结构调
整，发展舍饲畜牧业、高效设施农业，
集中建设高标准农田，实施农牧民参
与建设生态的以工代赈工程，壮大嘎
查村集体经济，带动农牧民持续增
收，实现生态、生产、生活“三赢”。

打响裸露沙地联防联治战役鄂托克前旗

□本报记者 李佳雨 实习生 鲍迪

这几天，在通辽市库伦旗库伦镇瓦
房牧场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区，工
人们正热火朝天地赶工造林，大家分工
协作、扶苗栽树、填土浇水、配合默契。

“这里是流动沙地，靠自然恢复很难，
2022年 4月到现在，共造林6万余亩，栽
了 600 余万棵树苗，种类有榆树、樟子
松、锦鸡儿、山杏、黄柳等，这些植被的固
沙效果很好。”植树工程队负责人满都
拉介绍。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库伦旗坚持
不懈开展以“南治沟、北治沙”为重点的
生态建设大会战，同时结合国家治沙造
林政策，先后实施了“三北”防护林、沙源
治理、退耕还林还草、防沙治沙工程和通
辽市“5820”“双百万亩”“323”等林业生
态建设示范工程及草原封禁保护、封山
育林等措施，已建成相对健全的生态屏
障。累计综合治理科尔沁沙地 271 万
亩，完成沙化退化草牧场围封285万亩，
草原植被盖度由25%提高至55%，生态
状况得到有效改善。

近年来，库伦旗通过人工造林、封禁
保护、更新造林及退化草原治理等方式，
全力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坚持笃行

“走生态路、兴农牧业、打文旅牌”发展思
路，探索实施了“自然修复与人工措施相
结合”“封飞造相结合”“乔灌草相配套”
等防沙治沙模式。

2024年，库伦旗科尔沁沙地歼灭战
任务面积为 37.49 万亩，其中包括综合
治沙面积 14.94 万亩、森林质量提升面
积 9.85 万亩、草原巩固提升面积 10.14
万亩、沙区耕地节水改造2.56万亩。

“今年我们规划了荒漠生态系统综
合治理、森林生态系统综合治理、草原生
态系统综合治理等十项工程建设，将通
过公益治沙、项目治沙、光伏治沙、发展
特色沙产业等方式完成科尔沁沙地综
合治理。还积极探索以奖代补、先建后
补、建管结合的方式落实工程项目，并
通过工程项目带动、干部职工引领和农
牧户积极参与的治沙模式，提高广大干
部群众参与防沙治沙的积极性，加快推
进项目建设进度，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
歼灭战。”库伦旗自然资源局局长张贵艳
表示。

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全速推进

【
集
市
】

【观察】

本报乌海4月17日电 （记者 郝飚）近段
时间，位于海勃湾区甘德尔山西侧的沙化土地治
理项目现场一派忙碌景象，伴着阵阵轰鸣声，推
土机、整地机、打坑机、铲车等大型机械正忙着开
沟、压沙。不远处，林业工人们一字排开熟练操
控除草机为灌木平茬。

“乌海地区是沙质土壤，降雨量小，蒸发量
大，我们在治理中选用了柠条、花棒、梭梭等耐旱
植物。”乌海市林业和草原建设服务中心林业队
队长刘永胜说，除西侧正在平整的540多亩沙地
将种植耐瘠薄、抗风沙的树种和草种外，其他区
域正在平茬修剪养护，平茬后植物会越长越旺，
能有效提高防风固沙的能力。

同样，在海勃湾区金沙湾西南侧固沙工程现
场，几十名工人分散在一座座沙丘上进行稻草网
格铺设。工人将稻草对折，插入沙中，形成一个
个1平方米的草方格，再通过种植适合沙漠生长
的植物，削弱风力侵蚀，将沙子牢牢固定在原地，
进而改善周边生态环境。

据了解，今年海勃湾区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项目分为 9个片区，实施面积共 10405.6 亩，其
中库布其——毛乌素沙漠沙化地综合治理项目
5105.6 亩、三北工程林草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
目5300亩。对此，海勃湾区将抢抓春季植树造
林黄金期，通过人工造灌木林、人工种草和工程
固沙等措施，系统开展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非沙
化土地生态修复，持续扩大“绿色版图”，保质保
量完成各项工作。

持续扩大“绿色版图”

库伦旗

连日来，阿拉善大地处处上演着春
季植绿的繁忙场景，从巍巍贺兰山下的
腾格里沙漠到浩瀚的巴丹吉林沙漠，从
胡杨林畔到黑城脚下，从黄河“几字弯”
的 乌 兰 布 和 沙 漠 到 额 济 纳 居 延 大 地
……在全盟各地义务植树现场，人潮涌
动、彩旗飘扬，由机关职工、农牧民和企
业工人等组成的义务植树大军每天忙
碌在大漠植树治沙一线。

随着 3 月 12 日阿拉善盟内蒙古西
部荒漠综合治理项目（二期）、防沙治
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全面开工暨
2024 年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启动，吹响
了 阿 拉 善 盟 境 内 黄 河“ 几 字 弯 ”攻 坚
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阻击战号角。

据了解，今年阿拉善全盟计划完成
林草生态修复任务 551.6 万亩，其中河
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片 区 西 部 荒 漠 综 合 治 理 项 目（二期）
2024－ 2025 年总任务量 325.35 万亩、
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片区西部荒漠综
合治理项目（二期）2024-2025 年总任
务量 226.3 万亩，项目完成后对周边省
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和河套平原起到屏
障作用。

大漠绘丹青大漠绘丹青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宏章刘宏章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多伦县

本报锡林郭勒4月 17日电 （记者 巴依
斯古楞）这几天，多伦县林草局外业调查组奔赴
部分乡镇，全面核实今年 1.95万亩流动和半固
定沙地情况，为打赢境内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提
供详实数据支撑。

在多伦县滦源镇大孤山村半固定沙地，外业
小组利用经纬仪进行点位确定，对照图斑位置核
实地块信息。滦源镇是多伦县浑善达克沙地歼
灭战主要区域之一，全镇需要核实的地块有130
余个，很多地块车辆无法到达，工作人员就用双
脚踏遍山坡沟壑，加快调查进度，全力保证外业
核实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

目前，多伦县已明确全县流动和半固定沙地
治理时间和举措，采取倒排时间、挂图作战方式，
推进全民义务植树、修枝抚育等春季林业生产，
引导党员干部、林业合作组织、各界群众参与沙
地综合治理。

多伦县今年计划完成沙地综合治理 2000
亩，2025年完成 1万亩，到 2026年提前完成全
部沙地治理任务。在治沙工程的推进中，多伦县
坚持保护与治理并重原则，持续将治、管、用作为
沙地治理的着力点，探索防沙治沙与生态富民双
赢路径。

用大数据打好治沙攻坚战

本报赤峰4月17日电 （记者 李雪瑶）敖
汉旗日前开展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义务植树活动，
党员干部职工、志愿者共500余人参加。

“本次义务植树共设置稻草沙障 300余亩，
铺设网格5万多个，栽植樟子松3000余株，圆满
完成预定任务。”敖汉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旭
东说。

据了解，敖汉旗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义务植树
基地规划建设面积 8000亩，从 2023年到 2030
年，每年完成建设任务1000亩。2023年，完成工
程固沙1000亩，人工造林100余亩，栽植柠条、樟
子松、沙地柏16000株。2024年，敖汉旗将动员
社会各界义务完成沙地综合治理1000亩。

敖汉旗是赤峰市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
歼灭战第四战区，从2023年开始，当地以“北部
攻坚、南部巩固、中部提升”将全旗划分为三个作
战单元，一体化推进科尔沁沙地歼灭战。

“接下来，敖汉旗将进一步加大‘三北工程’
六期和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工程进度，加快推进
荒漠化系统治理。到2030年，全旗规划完成总
治理面积35.6万亩，完成造林种草4.55万亩、林
草质量提升31.05万亩，工程固沙4万亩，新建、
硬化穿沙公路14条71.8公里。”张旭东说。

义务植树添新绿

【图见】

启动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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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泉县

本报兴安4月17日电 （记者 高敏娜）春
光无限好，治沙植绿正当时。近日，突泉县2024
年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拉开帷幕，全县300余名干
部职工共同奔赴这场“绿色之约”，掀起了植树造
林热潮，吹响了防沙治沙冲锋号。

在开展防沙治沙工作的关键时期，能够走
出办公室，来到植树造林现场，对于突泉县委办
公室宣传信息股股长张璐嘉来说特别有意义。
他说：“能够在家乡土地种下一棵树，护住一片
土，为家乡的绿化造林事业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我感到非常自豪。希望我们广大干部职工都能
够投身到防沙治沙工作中来，共同守护我们突
泉的绿水青山，共同建设美好宜居的和谐家
园。”

此次义务植树活动将持续至 5月 10日，造
林绿化树种主要为文冠果、鸡心果、云杉等，计划
完成义务植树 30万株。近年来，突泉县深入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结合科尔沁沙地林草湿一体化
综合治理项目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坚持工程带
动，鼓励全民参与，不断加快植树造林、防沙治沙
步伐，让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全县干部
群众的行动自觉，根植于心、践之于行。

治沙植绿齐上阵

义务植树义务植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