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夏时节，从鄂托克前旗到
杭锦旗，从毛乌素沙地到库布其
沙漠，一幅幅草木葱茏、天高云
淡、生机勃勃的壮美画卷，正在
鄂尔多斯高原徐徐铺展。

鄂尔多斯是我国北方防沙
带的关键区，是打赢黄河“几字
弯”攻坚战的主战场、主阵地，境
内分布着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
沙地，库布其沙漠分布总面积为
1.41万平方公里，毛乌素沙地分
布总面积为3.18万平方公里。

这里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
牵挂的地方。

2017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致第六届库布其国际沙漠
论坛的贺信中指出，荒漠化防治
是人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
大事业。中国历来高度重视荒
漠化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就，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作出了
积极贡献，为国际社会治理生态
环境提供了中国经验。库布其
治沙就是其中的成功实践。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
记亲临内蒙古考察，主持召开了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
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
会，发出坚决打好“三北”工程攻
坚战、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
治沙新奇迹的动员令。今年 4
月 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
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三北地
区是国土绿化的主战场，要把更
多力量集中到“三北”工程建设
上来，筑牢北疆绿色长城。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
引下，鄂尔多斯市沙海播绿步伐
大大加快，昔日的不毛之地，如
今成为发展的沃土。光伏发电、
林下经济、沙漠旅游等沙区特色
产业发展壮大。

行走在杭锦旗穿沙公路旁，只见苗木

成林，密密匝匝，柠条花开得正艳。一只

野兔跃过，让人一惊。

也许只有到了杭锦旗，才能理解加强

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

态工程建设之于鄂尔多斯的意义，之于中

国的意义。

时光倒转，景象迥异。

杭 锦 旗 境 内 的 库 布 其 沙 漠 面 积 为

0.987 万平方公里，占全旗总土地面积的

52.2%。几十年前，“白天点明灯，夜晚沙

堵门，立春不出门，出门沙埋人”，这是杭

锦旗曾经广为流传的顺口溜。

沙害，让杭锦旗的百姓饱受煎熬。

痛则思变。20世纪50年代初，杭锦旗

设立第一批治沙站和国营林场，沿着沙漠边

缘栽种“锁边林”，开始了种树治沙的探索。

从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到“三北”防

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林保护、退耕

还林还草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不断推进，

沙区人民一步步、一寸寸治沙，创下举世

瞩目的生态保护和治理成绩，孕育出了

“解放思想、艰苦奋斗、不屈不挠、敢为人

先”的“穿沙精神”。库布其生态治理模式

为世界荒漠化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

“中国智慧”。

近10年，杭锦旗全旗荒漠化防治重点

区 域 库 布 其 沙 漠 累 计 完 成 生 态 治 理

846.56万亩，成效面积592万亩，沙漠边缘

较10年前缩减近113万亩。

春夏交替之际，来到鄂托克前旗毛乌

素沙地上风口阻隔带附近，放眼望去，满目

都是网格状的沙障，一行行、一排排沙柳向

四面延伸，片片绿色镶嵌其中。

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横

跨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宁夏吴忠、

宁夏石嘴山、甘肃庆阳 4省区 5个地级市，

总面积4.72万平方公里。

那么毛乌素沙地歼灭战怎么打？

去年年底，鄂尔多斯市倡议并成功举

办 4 省 5 市 14 旗县毛乌素沙地联防联治

协调推进会，共同签订了沙地区域联防联

控合作协议，将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共进，

推进蒙陕界和蒙宁界从四周向中心织网

锁沙，构筑四大“防风阻沙带”，形成协同

防沙、治沙、管沙、用沙新局面，助力打好

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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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何富云表示。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

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鄂尔多

斯市各族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

托。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鄂

尔多斯正确政绩观越树越牢，规律性认识

越来越清，绿色发展理念落地生根。

治理蓝图更加明晰——相继出台了《鄂

尔多斯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打好荒漠化综合防治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实施方案》《鄂尔多斯市打赢黄河“几字弯”攻

坚战措施》《毛乌素沙地区域联防联治合作协

议》等文件，规划到2030年前安排攻坚战配

套资金100亿元以上。

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库布其沙漠治

理重点抓好“一段三带两区”建设，实现全面

治理；毛乌素沙地重点抓好“一廊两带三区”

建设，打赢毛乌素沙地歼灭战。

治理手段更加科学——加快防沙治沙

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和推广应用，与中科院

傅伯杰院士团队合作共建鄂尔多斯市国

际荒漠化防治技术创新中心，打造国家级

技术创新平台。

一年来，防风治沙，成效如何？

2023年 7月，鄂尔多斯市在全区率先

打响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全市上下以大

会战的气魄和超常规的力度推进防沙治沙

重点工程，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90.48万亩，

其中库布其沙漠治理区62.05万亩、毛乌素

沙地治理区 125.34万亩，其他区域 3.09万

亩，取得日均治沙1万亩的骄人成绩。

同时，规划建设库布其沙漠 400公里

“光伏长城”和毛乌素沙地风电光伏“一廊

多点”工程，为祖国北疆构筑起万里绿色

长城再添“鄂尔多斯力量”。

你看，茫茫沙海，片片绿洲，绿染大漠

的画卷正在不断铺展……

一望无际的库布其沙漠上，依地势而

建的光伏方阵整齐排列，汇成了一片片

“蓝色海洋”，闪着耀眼的光芒，让人不禁

感叹人类智慧与自然力量的完美结合。

光伏治沙，这一将新能源发展与荒漠

化防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正逐渐成为鄂

尔多斯市防治荒漠化的生力军。

在达拉特旗，国内最大的沙漠集中式

光伏发电基地——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

地 100万千瓦项目已全部建成投产，年发

“绿电”可达 20亿千瓦时，节约标煤 68万

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65万吨/年。

在杭锦旗，三峡集团历经一年多的时

间，由 20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 10万亩沙漠

治理生态建设工程组成的项目建成并成

功并网，年均生产绿电约 41亿千瓦时，节

约标准煤约123万吨/年，减少排放二氧化

碳约319万吨/年。

荒沙变资源，这片“蓝海”正在源源不

断地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正努力借助绿色

能源探寻用沙的“蓝海”。从不断提高沙

漠土地、太阳能等多种资源综合利用效

率，到实现光伏发电与生态修复协同均衡

发展，一幅多能互补、生态融合发展的蓝

图正在沙漠徐徐展开……

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

力实施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

积极推广库布其模式、磴口模式，支持鄂

尔多斯市建设“光伏长城”，推进农光互

补、牧光互补，既治了沙、又发了绿电，还

增加了群众收入，实现生态、生产、生活

“三赢”，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新奇迹。

5月 6至 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

深入部分沿黄盟市调研时来到位于库布

其沙漠腹地的达拉特旗光伏领跑基地内，

详细了解“光伏长城”规划和建设情况。

他说，要加快推进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

体化工程，积极探索绿电消纳新途径，真

正把“光伏长城”从“图上”落到“地上”。

目前，鄂尔多斯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

一体化工程的宏伟蓝图已经迈入实质性

建设阶段，其中，库布其沙漠“光伏长城”

布局在沙漠北缘、黄河以南，总长约400公

里、平均宽约 5公里、场址面积约 2000 平

方公里，可容纳1亿千瓦装机规模，与库布

其北缘锁边林带交相辉映，宛如一条保护

母亲河的蓝色“光伏长城”。

从去年至今，一系列集绿色发电、沙

漠治理、生态修复、沙漠农业、休闲旅游

“五位一体”标志性的大型风电光伏一体

化项目先后开工建设或批复：

杭锦旗库布其沙漠腹地的朔方新能

源大基地项目开工建设，总投资约 115亿

元、规划光伏装机总容量为13GW。

自治区首批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

——达拉特经济开发区增量配电网绿色

供电项目开工建设，该项目规划建设光伏

50万千瓦，建成投运后，年均光伏发电量

为 9.75亿千瓦时，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

示范项目向纵深推进。

鄂托克前旗毛乌素沙漠腹地的国家能

源集团国电电力蒙西鄂尔多斯采煤沉陷区

300万千瓦光伏基地项目正在建设，该项目

是国家第二批以“沙戈荒”为重点的大型风

光基地规划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0.5万

亩，年发电量约57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

煤17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470万吨。

库 布 其 沙 漠 南 部 新 能 源 基 地 项 目

8GW 光伏规模环评手续取得批复，总投

资 将 超 过 600 亿 元 ，总 装 机 规 模 达 到

12GW，包含8GW光伏和4GW风电。

……

从与沙博弈到与沙共舞，从“跟跑”到

“领跑”，鄂尔多斯市在可持续、可循环、可发

展的沙漠治理新模式上焕发出勃勃生机。
达拉特旗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达拉特旗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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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荒漠治理攻坚战 筑牢北疆绿色长城

准格尔旗美丽乡村五家尧。

库布其沙漠水生态治理效果显著。

伊金霍洛旗光伏发电伊金霍洛旗光伏发电。。

沙漠绿洲恩格贝沙漠绿洲恩格贝。。

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穿沙公路旁苗木成林。

杭锦旗基地风电园区杭锦旗基地风电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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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特旗库布其沙漠腹地，一幅巨型骏

马图镶嵌于此。这片“光伏海洋”仿佛为库布

其沙漠量身打造了一件坚不可摧的“铠甲”，

守护着这里的生态平衡。

光伏板下，沙生植物正在吐着新绿，与远

处的荒沙形成鲜明对比。羊群悠然地吃草、

憩息，曾经不敢想象的画面，如今因为光伏治

沙，一切都成为现实。

达拉特旗采取的“板上发电、板下种植、

板间养殖”模式，通过建设外围锁边林、主干

道两侧防护林、光伏场区栽植沙障和植树种

草（药）、养殖的四级防护模式，实现产业发展

与生态治理的有机统一。

同时，达拉特旗利用沙漠旅游唱出“特色

戏”。光伏基地依托独特的林、沙、草资源，积

极开发生态旅游项目，规划建设的“光能环沙

漠乐园项目”已取得立项批复，建成后将与响

沙湾、恩格贝、银肯塔拉等景区有效连结起

来，形成沙漠旅游经济综合示范区，年可接待

游客约15万人次，产值将达到1.2亿元。

在杭锦旗独贵塔拉镇生活的农民马猛多

年来以种地和放牧为生。

马猛说：“随着光伏治沙项目的建设，我

将自家的耕地流转承包之后，便在光伏电厂

找到了日常维护的工作，每个月工资收入有

5000多元。”

像马猛一样，当地农牧民的收入不断增

加，其他各行各业的经济发展也得到了带动，治

理沙地的社会功能得以发挥，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提升了当地居民的幸福指数。

劣势变成优势。前段时间，一辆辆厢

式货车驶入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水产养殖基

地，6万尾澳洲淡水蓝龙虾虾苗如期抵达并

成功投放。

澳洲淡水蓝龙虾是杭锦旗2024年新引

进的名特优水产品种，是市农牧技术推广中

心水产站安排在杭锦旗的名特优水产品试验

示范项目，也是水产技术人员在盐碱地名特

优水产品养殖方面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对杭

锦旗调整渔业养殖结构，促进名特优水产品

供给具有重大意义。

为什么选择养虾呢？

在杭锦旗，黄河水与库布其沙漠“相遇”，

“引黄入沙”让这片土地水草丰美，自然生物

饵料丰富，南美白对虾、加州鲈鱼、中华绒螯

蟹“江海21”等一批名特优水产品入住大漠，

让大漠“海鲜”登陆沿海城市，不断刷新大漠

“新鲜事”，走出一条特色养殖“小产业”的新

路子。

在乌审旗图克镇乌兰什巴台村，几十年前

这个村子还是出了名的贫困村、落后村、“空壳

村”。2018年6月，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掀起了

毛乌素沙地治理的植绿行动，种植沙柳等固沙

植物。

沙地变绿了，环境变好了，老百姓的钱袋

子如何鼓起来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乌兰什巴台村党支

部书记刘二飞。经过多方调研考察，他发现

原来“宝藏”就藏在身边。

刘二飞说：“每年平茬的沙柳可以制成生

物质颗粒，通过多方筹措资金，我们办起了乌

兰什巴台村生物质颗粒厂。村民们通过沙柳

平茬、收入分红、一举多得，沙柳平茬变废为

宝，还解决了集体经济薄弱的‘老难题’。”

如今，乌兰什巴台村拥有固定资产1000

万元以上，经营性收入突破1000万元，纯收

入达到300万元，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过2.5万元。

过去，沙海旁的人们怕沙。如今，他们改

变观念，“拥抱”大漠，成为沙产业链上的重要

一环……沙漠治理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正在这里释放。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防沙

治沙的路上，鄂尔多斯市永不止步；在筑牢

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路上，鄂尔

多斯市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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