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指挥车。 在沙地栽种锦鸡儿树苗。 义务植树。

当夏日微风拂过岭上兴安，一排排新树在漫漫黄沙中坚韧、屹立、挺拔，一簇簇绿意在茫茫原野中律动、汇聚、延伸。
一面是“虎视眈眈”的科尔沁沙地，一面是一碧万顷的大兴安岭林区，地处科尔沁沙地锁边区的兴安盟肩负着阻挡黄沙向外扩张的重要责任。
年初以来，兴安盟锚定目标，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推进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决策部署，立足实际提出了新能源治沙、科学治沙、群众治沙、社会

治沙、效益治沙协同治理模式。年内计划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30万亩，到2030年完成200万亩。同时，打造“光伏产业+生态产业”模式，到2027年分三期
完成新能源装机300万千瓦、治理沙地47.2万亩。

五角枫、文冠果、柠条、蒙古黄榆等一株株防风固沙植物就此扎根；整地机、播种机、补播机等大型建设机械接连入场；沙化土地治理、盐碱地治理改良和风电
光伏一体化工程逐一开展……兴安盟上下闻令而动，以实际行动向绿而行。

截至目前，兴安盟通过铺设0.8万亩沙障进行工程固沙，栽植815.5万株樟子松、文冠果和柠条进行乔灌木治沙，并在治理区外围布设64万延长米的围栏，
5.9万亩裸露沙地治理任务全部完成。同时，通过封育补播、人工种草，有效提升项目植被盖度，绘就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的生态画卷。

在科右中旗巴彦淖尔苏木贵力斯
台嘎查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新能源综合
治理区，一块块光伏板专用支架纵横
交错，大型机械和头戴安全帽的工人
穿梭其中，一眼望不到边的深蓝色光
伏组件正汇聚成绿色清洁能源产业发
展的“蓝海”，源源不断地把太阳能转
化为电能输送到千家万户。下一步，
这些光伏板下的盐碱地上，即将生长
出一丛丛苜蓿、羊草等优质牧草。

光伏治沙是兴安盟向沙漠要效益
的又一探索。总投资128亿元的兴安
盟防沙治沙与风电光伏一体化项目采
取“农光、牧光互补”模式，采用两米的
高支架，在改良后的沙地、盐碱地上种
植多年生耐碱植物，开启“板上发电、

板下修复、板间种植、产业融合”模式，
实现了光伏产业和生态治理的有机结
合。该项目为当地畜牧业提供了优质
牧草，以科右中旗肉牛产业园为平台，
助力兴安盟肉牛产业发展。

从与沙博弈到向沙要效益，兴安
盟在可持续、可循环、可发展的生态
治理新模式上不断探索向前，坚定不
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确
保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

今年，兴安盟计划实现新能源装
机规模90万千瓦。为让防沙治沙和
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推进方向更加明
确，兴安盟从综合实力、治沙经验等方
面布局一体化工程联合体和风电光伏
项目，推动风电光伏开发与沙地综合

治理有机结合，印发了《兴安盟防沙治
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推进方案》，
编制《兴安盟 2024—2030 年防沙治
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实施方案及
2024年度实施方案》，明确项目布局、
重点任务、主要措施和组织保障。截
至目前，科右中旗光伏区已安装围栏
9000米、光伏桩基4000根。风电项
目将在8月份完成项目核准并开工建
设，12月底前全部建成投运。

如今，建设者们全力以赴奋战在
科尔沁沙地光伏治沙项目一线，未
来，紧密连接的光伏板和板下茂密的
沙生植物构成的蓝绿之海将继续蔓
延，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屏障构
筑得更加牢固。

初夏时节，在突泉县打造的东风林场文冠果基
地，文冠果树已开枝散叶，满枝的花蕾青翠碧绿。
穿梭林间，随处可见采茶工人忙碌的身影，她们娴
熟地采摘枝头的花蕾，手指翻飞间，嫩绿的花蕾落
入采茶桶中，草木清香沁人心脾。

“文冠果茶每年是在五月初开始采，首先采的
是花蕾，花蕾茶采收完以后采芽茶，六月初采摘结
束，每天的采摘量可以达到30斤左右。”突泉县众鑫
林业投资经营有限公司采茶工高凤红介绍说。

文冠果既是生态林，又是经济林，目前，突泉县文
冠果种植面积已达7.5万亩，今年以东风林场为核心重
点打造“万亩文冠果+湿地保护+林药间作的科尔沁沙
地林草湿一体化”综合治理项目，计划投资5000万元。

“通过栽植文冠果可以改善土地质量，增加植
被覆盖率，减少土地沙化，文冠果林间覆盖式种植
黄芩、柴胡等中草药1万亩。预计每亩文冠果盛产
期可产种子200斤至300斤，每亩地增收2000元左
右，还能带动200余名村民务工增收。”突泉县东风
林场场长卢海波说。

好生态不仅让农牧民看见了“好风景”，也让农牧
民看到了“好钱景”。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三效合一”早已成为兴安盟防沙治沙的高度共识。
“文冠果树耐旱，全身都是宝，经济效益非常

好。我们设计了‘围封+场地平整+打井+铺设滴
灌+补植’的方式进行治理，并执行‘以工代赈’的工
作模式，优先选用当地村屯的农民工、租用当地村
民的各种机械设备、采购当地育苗户的优质苗木，
让就近村屯的农民工多参与造林工程的管理和施
工，带动增收。”在科右中旗新佳木苏木浩力宝嘎查
文冠果基地，施工企业内蒙古森发林业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裁李政泉介绍道。

位于浩力宝嘎查的文冠果基地总治理面积4600
亩，计划栽植文冠果30.36万株。3年以后，该基地文
冠果成果期可为该嘎查村集体带来收入超300万元。

由于沙地呈块状分布，兴安盟分区施策，将沙
地划分为集中灭黄攻坚区、产业治理结合区、疏林
草原恢复区、北缘锁边示范区4大治理区域。根据
各区域地理位置和环境状况的不同，采取铺设沙
障、灌草结合、围栏封育、光伏治理等不同措施恢复
沙地植被，同时栽植五角枫等木本油料乔木，种植
紫花苜蓿、羊草等牧草，在治理沙地的同时推动林
草产业和牛产业发展，增强生态治理的可持续性。

绿起来、美起来、富起来，点沙成金的新路子正
在兴安盟越走越宽广。

点沙成金 防沙治沙与产业化同频

以工代赈、以奖代补、先建后补、
集体治沙……兴安盟号召全民参与
治沙，共同奔赴“绿色约定”，在防沙
治沙的同时，实现治沙致富。

“沙地歼灭战打响了，我们是最
高兴的人。植树务工每人每天能有
150元到 200元的收入，对村民来说
是一件实实在在双赢的事儿。”今年
初春开始，科右中旗额木庭高勒苏木
布拉格台嘎查党支部书记陈国发就
组织村民补种树苗，防沙治沙工程建
设的开展，更让他为之振奋。

“刮点风就是沙尘暴，下点雨就
发洪水。”曾经的沙地让布拉格台嘎
查村民们苦不堪言，但在所有村民的
努力下，如今近万亩裸露沙地、不毛
之地、荒山野坡成功改造为村民致富
的“经济林”。

“好生态是咱的‘家底’，种好树、
治好沙，让村民们参与其中、致富其
中，这样的日子更顺当了。”12年前，
陈国发带领村民对嘎查附近的万亩
沙地“下手”，开展林果基地种植项
目，布拉格台嘎查的村民把汗水洒在
一个个树坑，种下了满山满眼的绿。

“我们通过以工代赈、集体经济
分红形式，调动农牧民积极性，将防
沙治沙和乡村振兴结合起来，让老百
姓增收致富。”陈国发介绍，目前，该
嘎查已经建成6000亩山杏经济林基
地、4000亩果树经济林基地，中草药
基地2200亩，通过以工代赈、集体经
济参与的形式实现劳动力参与经济
建设，村民年均增收8000元以上。

治沙并非一时之举，兴安盟群众
治沙的热情从未减少。在防沙治沙过

程中，兴安盟动员全社会参与，让人民
群众在治理过程中增收、增强生态文
明意识，形成浩浩荡荡的群众战役。
通过优先聘用当地农牧民和优先租
用当地设备，提升群众参与度，降低工
程建设成本。由嘎查集体牵头，成立
由村民组成的人力综合组、拖拉机
组、铲车组、水车组及后期管护组等
劳动小组，通过开展土地平整、苗木运
输、栽植、浇水、搭建围栏、后期管护
等工作参与工程建设，增加收入。截
至 目 前 ，兴 安 盟 共 发 放 劳 务费
356.76万元，累计雇佣当地群
众铲车、植树机、四轮车等
机械 2941台班次，群
众参与建设比
例达到10%
以上。

从手抬肩扛、人工挖坑种树，到
新机械、新品种、新举措植树种草，兴
安盟与黄沙的“硬磕较量”里，有着艰
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更有着尊
重科学、持续创新的实践。

空气质量达不达标、土壤环境适
不适宜、水质温度够不够……在科右
中旗好腰苏木花灯嘎查治沙现场的空
地上，一台由蒙草集团自主研发的综
合生态指挥车成为治沙“利器”，这些实
时数据被一一传回总部，为项目实施、
标准基地建植、常规农事生产等综合
业务提供准确的数据信息及指导。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事业部总监冉倍源说：“我们根据每
一个地块不同的退化情况，采取了‘围
栏+整地+灌木栽植+铺设沙障+土壤
改良+管护’等措施，集团将做好技术、
产品、质量综合服务，运用科技力量助

力兴安盟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从
自主研发固沙机到防沙治沙生态指挥
车再到DCT播种机，蒙草生态环境（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依托科技的力量，不
断地运用防沙治沙专项产品、防沙治沙
新机械，为兴安盟实施生态修复，服务
绿色生态产业发展赋能助力。

因地制宜、因地“智”沙，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东北农业大
学专家团队也为兴安盟治沙“把脉开
方”，对四翅滨藜、田菁等新品种开展试
验，对适宜新品种广泛推广。与此同
时，“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科右
中旗草业科技创新中心”“中国航天科
工慧农科技总体部乡村振兴研究院兴
安盟分院”相继落地兴安盟，促进了兴
安盟牧草遗传育种与栽培利用、草地机
械与装备应用、草地生态保护利用等领
域科技水平的提升。

科学的理念、创新的方法始终贯
穿于兴安盟防沙治沙征程中。兴安
盟在实施“三北”工程、退耕还林工
程、森林抚育工程中，积极推行草方
格沙障、黄柳沙障、直播生物沙障等
工程举措和飞播固沙技术、流动沙地
水冲造林技术等植物性固沙技术，对
科尔沁沙地进行重点锁边治理。结
合新能源治沙，兴安盟与科研院所、
企业开展技术合作，因地制宜使用植
生块、植生杯等设备设施，实现高分
子保水颗粒节水。在开展沙地人工
种草时，采用蒙草集团新研发的科尔
沁沙地治理种子生态包和专用肥，提高
固沙、保水肥能力，提升防沙治沙成效。

有了新机械、新举措、新品种的
加持，一排排树苗迎风挺立，一寸寸
新绿铺展开来，兴安盟以“智”取黄
沙，沙海变绿洲不再是梦。

科技赋能 让绿色版图持续延伸

全民治沙 共同奔赴一场绿色约定

绿能澎湃 描绘新能源治沙新图景
在兴安盟科右中旗高力板镇花道卜、沙木嘎嘎

查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治理区，新栽种的文冠果和樟
子松树苗整齐排列，迎风挺立，这是一个个普通国
人以“蚂蚁”之力在茫茫沙地植下的葱葱绿色。旁
边醒目的“蚂蚁森林项目区”石碑是科右中旗25万
干部群众无声的“酬谢”。

从2018年种下第一棵树至今，蚂蚁森林携手众
多网友，在科右中旗种植柠条、沙棘、山杏、榆树、樟
子松超780万棵，造林面积超7万亩。

“以前这里全都是沙子，寸草难生，现在树多了，
各种鸟也来了。”在科右中旗高力板镇赛罕道卜嘎查

“蚂蚁森林”项目区，看着展板上从枯树、沙丘、沙尘暴，
到植树、造林、绿满山的珍贵影像和展板后面迎风挺
立、比肩生长的沙棘、锦鸡儿，护林员王全喜感慨万千。

2018年，在中宣部推动下，“蚂蚁森林”防沙治沙项
目落户科右中旗，2万亩柠条、8500亩沙棘在全旗7个
苏木镇、3个国有林场安了家。经过4年的管护与生长，
栽植时只有40公分的柠条，如今已经长到了近2米。
每天来巡林的王全喜成了这里从沙地变绿地的见证者。

蚂蚁集团资深副总裁、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蚂
蚁森林基金会副理事长彭翼捷介绍，2024年，蚂蚁
集团将通过“蚂蚁森林”防沙治沙项目，继续支持科
右中旗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年内将在科右中旗
再种植柠条、山杏、榆树、槭树、文冠果等树种超230
万株，累计造林面积突破10万亩。

人与沙的较量，是空间的交锋，更是力量的对
垒。近年来，在中宣部的帮扶下，科右中旗探索形成政
府支持、公益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的防沙治沙新
模式。蚂蚁森林基金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乡
村发展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等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通过募集防沙治沙资金、认
领防沙治沙任务等方式，参与到科右中旗防沙治沙工
程建设中。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科右中旗通过
一系列富有成效的造林护绿“组合拳”，使得“绿色版
图”持续扩展。截至2023年底，科右中旗森林覆盖率
和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从 2017年的 17.64%和
35.17%提高到 18.54%和 76.77%，沙化土地面积由
611万亩减少至402万亩。

多方参与 凝结社会力量增底气

——兴安盟持续推进防沙治沙实现“绿富同兴”
□□高敏娜高敏娜

阻击黄沙向绿行阻击黄沙向绿行 兴安岭上绘丹青兴安岭上绘丹青阻击黄沙向绿行 兴安岭上绘丹青
采摘文冠花茶。郁郁葱葱的林场。

众人手植绿色，播撒
希望。包宝音德力格尔 摄

华能高力板“风光储”
一 体 化 治 沙 100MW 光 伏
发电项目。 白俊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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