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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

巴彦淖尔

通辽

锡林郭勒

十八大以来
兴安盟累计治理沙化土地

210.09万亩

沙化土地面积自2014年的
615万亩减少至2023年底的

404.91万亩

的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1/3

乌海

兴安

本报赤峰 3 月 31 日电
（记者 肖璐）风又起，春已
至。3月 30 日，在赤峰市阿
鲁科尔沁旗防沙治沙和风电
光伏一体化工程现场，沙地
上一派繁忙，200余人分工明
确，科学高效，搬运稻草、枝
条，按压培土，一个个草方格
沙障在连绵不断的沙丘上渐
次铺开，镶嵌在沙海中，牢牢
锁住了沙丘。

“防沙治沙已成为全旗
干部群众的心头大事，每天
至少有 150 人奋战在沙地，
日治理面积达到 300 亩左
右。”阿鲁科尔沁旗林草局局
长闫宏君说道。

阿鲁科尔沁旗全民参与
防沙治沙已成为赤峰沙地全
面打响绿化战役一个缩影，在九
万里玉龙故里，“各路人马”紧急
集合，计划治理科尔沁沙地、浑善
达克沙地 343 万亩，筑牢祖国北
疆生态安全屏障！

在翁牛特旗科尔沁沙地生态

治理新能源基地工程建设现
场，机械吊臂轻轻“衔”起光
伏地桩，扎扎实实填坑入位，
一个个光伏地桩笔直站立、
整齐排列。

“基地共规划光伏发电
总装机规模约 130 万千瓦，
综合治理沙地5万亩，拟采取
草光互补、林光互补、牧光互
补、光 旅 融 合 四 种 模 式 建
设。”翁牛特旗发展改革委主
任姚中云说，目前 100 多名
工人加班加点、日夜轮倒，每
天完成埋设光伏地桩 1000
多个，力保工程能够按时按
质全面竣工，同步完成发电
和生态治理。

从黄沙滚滚到绿意浓浓，
从风沙肆虐到“绿进沙退”。

截至目前，赤峰市防沙治沙已取得
阶段性成效，全市累计投入资金
55亿多元，沙化土地面积由1994
年第一次全国监测的 3995.67 万
亩减少到2661.9万亩，林草植被覆
盖度达到了65%以上。

本报巴彦淖尔 3 月 31 日电
（记者 薄金凤 实习生 马志
军）3月 30日，在巴彦淖尔市磴口
县黄河岸线流沙治理联防联治项
目区，一排排一列列纵横交错的

“草方格”，织成一个细密的大网，
工人们抓紧时间用稻草压沙，阻
挡强风将沙子吹飞，限制住沙丘
的流动。

“项目区总面积 1800 多亩，
分为压沙固沙工程和退化林修复
工程两部分，目前正在进行压沙
固沙作业。后续这里还将进行梭
梭退化林修复工程，加宽值密，削
减风力，工程将在四月完工。”项
目现场施工负责人道力根介绍。

作为防沙治沙“磴口模式”的

诞生地和实践地，磴口县通过创
新“防沙治沙+新能源”一体化生
态治理模式、“工程固沙+产业发
展”等治沙模式，今年计划完成生
态治理任务 25.4 万亩，其中新造
林 14.6 万亩、林草湿地质量提升
10.8万亩。

据悉，目前，巴彦淖尔市已完
成 治 理 62.48 万 亩 ，围 栏 封 育
23.47万米。2024年，巴彦淖尔市
将优化建设布局，综合考虑各旗
县区主体功能定位、水资源条件
和环境承载能力，结合防沙治沙
和风电光伏一体化治理工程与

“三北”工程，将完成林草生态建
设 300 万亩以上，全力打好“三
北”工程、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本报锡林郭勒 3 月 31 日电
（记者 巴依斯古楞）近日，锡林
郭勒盟委、行署主要领导带队赴
北京市对接项目，诚挚邀请大企
业在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
等领域深化与该盟的务实合作，
共同推进传统能源转型升级和新
能源全产业链发展，助力实现生
态治理与能源经济共赢。

京能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阚兴表示，集团将立足自身资
金、技术和市场优势，紧抓锡林郭
勒盟大力开发新能源契机，加快
推进新能源重点项目和装备制造
基地建设，积极参与防沙治沙与
风电光伏一体化、特高压外送通

道等项目，助力新能源全产业链
集群发展。

今年，锡林郭勒盟积极推动
光伏新能源与治沙一体化发展，
计划投资2.86亿元实施总规模为
93.5万亩的治理任务，目前7个旗
县市（区）提前开工，完成建设任
务 5.2万亩；6个旗县市（区）已做
好开工准备。锡林郭勒盟在浑善
达克沙地西部和沙地南缘的 8个
旗县市分别推进规模化光伏治沙
开发、新能源治沙基地建设，布局
新建风电光伏一体化新能源工程
270 万千瓦，探索实施“光伏+储
能+综合治沙+养殖”的“牧光储”
模式，实现增绿、增能、增收。

春风吹新绿，治沙正当时。
眼下，在兴安盟科右中旗好腰

苏木镇花灯嘎查朝尔图艾里连片
沙丘中，无数个1米见方的麦草方
格起伏延展，化作一张纵横交错的
巨网，紧紧锁住了沙丘。

在压沙现场，随着马达的轰鸣声，
一台稻草固沙机让人眼前一亮，在机
手的娴熟操控下，沙障机下的滚盘快
速转动，铺草、压草、划线，整个流程一
气呵成。车轮驶过，两排麦草沙障便
被植入沙地，埋压整齐。

“稻草固沙机可代替草方格沙障
铺设过程中人工开沟与埋草的工序，
在坡度相对平缓的沙丘上，速度是人
工的5倍左右，极大提高了草方格沙
障铺设效率。”好腰苏木镇综合行政执
法局局长吴金山，指着面前由好腰苏
木镇政府联合镇综合行政执法与
当地农牧民共同研发制造的机器，
解释起它的工作原理。

“稻草固沙机就是在农用四轮车
后安装齿轮，利用齿轮在传送轴的带
动下，将沙障压进土壤内从而形成草
方格。人工做沙障成本高效率低，大
家集思广益、自主研发的这个设备成
本低操作简单，既缩减了人工又提高
了效率。”吴金山说，相信在这种全民
参与、群策群力的防沙治沙新格局下，
兴安盟的生态环境必然会越来越好。

位于大兴安岭山脉和松嫩平
原之间的兴安盟，像一道天然的立
体屏障，坐落在东北森林带和北方
防沙带的交接处。茫茫林海和漫
漫黄沙在这里，进行着“绿”与“黄”

的殊死搏斗。
一代代治沙人，以年为单位，

与“沙龙”在时空中进退斡旋。党的
十八大以来，兴安盟累计治理沙化土
地 210.09 万亩，沙化土地面积自
2014年的615万亩减少至2023年
底的404.91万亩，1/3的沙化土地得
到有效治理。兴安盟也在书写“绿
色奇迹”的过程中，打磨出了“从沙
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治沙经验。

如今，作为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
主战场之一，兴安盟出征号角再起：今
年，兴安盟将坚持以防沙治沙为主攻
方向，以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
为根本目标，深入实施防沙治沙和风
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协同推进新能源
治沙、科学治沙、群众治沙、社会治沙
和效益治沙，确保年内啃下 5.9万
亩裸露沙地治理这块“硬骨头”。

“兴安盟沙化土地总面积405
万亩，科右中旗就占了 402万亩。
今年我们将拿出大会战的气魄和
超常规的力度，开展科尔沁沙地

‘灭黄、治白、增绿’三大行动。”科
右中旗委书记蔡宝军用铿锵的话
语，释放出全力打好打赢科尔沁沙
地歼灭战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2月 19日，新春伊始，科右中
旗就召开科尔沁沙地歼灭战誓师
大会，成立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指挥
部，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团队编制
《科右中旗生态治理战略规划》，分
设 6大战区，擂响出征鼓，不打赢
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决不收兵。

新一年的植树季已至，在突泉

县东风林场文冠果全产业链项目
现场，地段整理、打点挖坑、围栏施
工等春季造林准备工作正在紧锣
密鼓地进行着……一铲一锨，随处
可见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东风林场今年将重点实施万亩
文冠果+万亩湿地保护项目+万亩林下
药材间作的综合治理项目，全力打造
突泉县防沙治沙示范样板工程。”东
风林场负责人卢海波说。

防沙治沙要讲究效益，既要算生
态账，也要算经济账。文冠果号称铁杆
庄稼，是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于一体的树种。为有效治理科尔
沁沙化土地，突泉县在现有基础上，将
集合乡村振兴、水利、农科、发改委等各
部门力量，重点打造永繁、靠山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万亩文冠果+万
亩湿地保护+万亩林药间作3个拳头项
目，建设成为惠民利民的“绿色银行”。

从过去的“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到现在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
理，兴安盟不断探索改善治沙思路，通
过实施防沙治沙、水源涵养、水土保
持、重点湿地保护等工程项目，将制约
科尔沁草原生态功能提升的“山碎、水
减、林疏、田瘠、湖缩、草退、沙进”
等问题，化整为零、各个击破。

光伏与治沙有着先天的资源
互补优势，在突泉县，由中广核公
司牵头实施，蒙草集团、内蒙古森
发、晶澳科技、兴安盟城投等公司组
成联合体建设的20万千瓦风电以及
20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正在积极推
进中。“目前，中广核公司已完成选址
及限制因素排查，预计6月底开工建
设，光伏项目年内实现并网发电。”突
泉县林草局副局长毕胜华介绍。

兴安盟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
记、局长魏大勇说，兴安盟大力实施防
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实现
治沙、发绿电、促进群众增收，通过实
施中广核科尔沁沙地歼灭战防沙治
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一期）项目，
年内完成治沙14万亩。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征途还在继
续，打造全区生态治沙“兴安盟模
式”，兴安盟思路愈加清晰，
步履愈加坚定。

□本报记者 薛一群
科左后旗融媒体中心 张春颖
实习生 鲍迪

检查光伏板支架的牢固程度、测
量电流是否稳定、清理光伏板……大
唐蒙东新能源事业部兴盛运维中心
职工刘敏悦和同事在大唐通辽市科
左后旗 100MW光伏治沙储能项
目区，逐一检修各项设备。

该项目区占地面积约 4352
亩，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随势而建
的蓝色光伏支架和组件像一把把
大伞，有效减少了阳光直射和地
面水分蒸发，为植被提供更加适
宜的生存环境。一个个“钢铁卫
士”守护着科尔沁沙地，让移动沙
丘寸步难移，绿草逐渐占领沙地，
大规模的绿电也由此源源不断输
送到千家万户。“每年大约可以向
外输送 19316万千瓦时的清洁能
源，相当于节约5.9万吨标准煤。”
刘敏悦说道，“2022年立项之初，
这里还是荒芜的沙漠。经过一年
多的综合治理，项目区长出了丰
茂的植被绿草如茵，与围栏外的
荒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科左后旗位于科尔沁沙地核
心区，是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
的主战场。近年来，科左后旗委、
政府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为导向，抓住自治区落实“六个工
程”有利时机，实施好防沙治沙和
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坚持系统
治理、集约利用，在放大和发挥绿
色生态优势中推进经济社会转型
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全
力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

荒漠化治理离不开防沙治沙
创新模式，更离不开管沙用沙的理
念更新，只有将这两项工作合为一
体才能产生“1+1>2”的效果。“光
伏+生态治理”的融合发展模式，让
沙地焕发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实现
了生态与绿色低碳经济的双赢，
为当地改善能源结构、推动高质
量绿色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科左后旗林草局副局长田伟
介绍：“科左后旗 2024年至 2030
年防沙治沙和光伏风电一体化工
程总任务 10.6万亩，光伏装机 55
万千瓦、风电装机 20万千瓦。其
中，2024年计划完成防沙治沙2.2
万亩，光伏装机10万千瓦、风电装
机5万千瓦。”

□本报记者 郝飚

三月正是造林添绿的好时节。
连日来，乌海市坚决扛牢打好打赢

“三北”工程攻坚战和三大标志性战
役的使命责任，全市上下用实际行
动植下绿色，推动库布其—毛乌素
沙漠沙化地综合治理项目、三北工
程林草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项目在
乌海大地全面动起来、干起来。

3月 21日，海勃湾区金沙湾西
南侧固沙工程现场一派火热的劳
动景象。几十名工人顶着风沙分
散在一座座沙丘上弯腰劳作，一捆
捆干草在工人麻利的双手下被结
结实实地固定在沙地中，成为防风
固沙“利器”草方格。放眼望去，曾
经满眼黄沙的金沙湾正在被一块
块草方格覆盖。

“经过这些天的努力，我们已
铺设固沙草方格约 279 亩。”乌海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王永东介绍，
该项目属于库布其—毛乌素沙漠
沙化地综合治理项目中的沙化土
地综合治理和非沙化土地生态修
复项目，主要通过铺设低立式草方
格沙障形成防风墙的方式，削弱风
力、提高沙层的含水量，再通过种

植适合沙漠生长的植物，削弱风力
侵蚀，防止沙化土地范围扩大，进
而改善周边生态环境。

乌海市是黄河入内蒙古第一
站，地处乌兰布和沙漠、库布其沙
漠和毛乌素沙地交汇处。建市初
期，森林覆盖率仅为0.38%，生态环
境极为脆弱。多年来，乌海市聚焦
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先后实施了甘德尔山生态文明景
区、海勃湾区东山、乌达区西山、海南
区环城绿化、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
库区西岸防护林等一大批生态建设
恢复工程，全面推行林长制，极大地
改善了地区生态环境。自治区2019
年荒漠化沙化土地监测报告显示，
乌海市十年来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
了26.7万亩、沙化土地面积减少了
18.9万亩。森林覆盖率由建市初期
的0.38%提高到现在的3.75%。

根据第六次沙化荒漠化土地
监测统计结果，乌海市可治理沙化
土地面积 34.62万亩，目前已治理
32.12万亩。2023年10月25日，乌
海市举行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推进
大会暨荒漠化治理大会战，启动首
批5000亩治理任务，全面打响攻坚
战；今年3月14日，乌海市黄河“几
字弯”攻坚战2024年防沙治沙工程

春季开工暨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更是
吹响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荒
漠化治理大会战的“冲锋号”。

2024 年，乌海市计划通过人
工造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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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施9114亩的乌海市库布其—毛乌
素沙漠沙化地综合治理项目；计划
通过退化林修复、中幼林抚育、退
化草原修复等措施，对原有衰退的
人工乔、灌木林、中龄林与幼龄林
和退化草原进行有效治理和修复，
2024 年实施 16800 亩的乌海市

“三北”工程林草荒一体化保护修
复项目。目前，这些防沙治沙工程
都在如火如荼推进中。

一边是全市上下共同行动为
绿色“充值”，另一边，以风电光伏
为代表的新能源项目建设同样保
持着火热的建设势头。

这些天，在位于甘德尔山深处
的乌海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施工现
场，广大建设者们争分夺秒、火力
全开，以“满弓”状态全力以赴推进
项目建设。

该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120 万
千瓦，设计年发电量约为 20.08亿
千瓦时。项目建成后，可担负调峰

填谷、调频调相、黑启动、紧急事故
备用以及新能源消纳等任务，将为
内蒙古电网提供优质的调峰电力，
促进蒙西地区大规模风力、光伏发
电并网消纳。据测算，每年消纳新
能源电量约 26亿千瓦时，每年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85.05万吨、减
少标煤消耗约35.86万吨。

这个春天，在乌海市的戈壁荒
漠、矿山渣堆，随着一个个新能源
项目加快建设、并网运行，乌海市
的能源结构实现了逐“绿”前行、向

“新”进发。
目前，乌海市已编制《建设乌

海及周边地区绿色能源消纳基地
总体规划》，“阿电入乌”首期 200
万千瓦区域新能源合作项目进入
实质性推进阶段，3个总装机 40.5
万千瓦的工业园区绿色供电和 2
个总装机 32.5 万千瓦的风光制氢
一体化新能源项目获批，30万千瓦
存量负荷绿电替代示范工程加快
推进。预计到 2025 年，乌海市新
能源装机占比将超过35%。

乌海市将全力推动防沙治沙
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建设加快
往前赶，确保天天有进度、周周有
变化，努力为推动“五大任务”见行
见效贡献更多力量。

让绿意浸染岭上兴安
□本报记者 高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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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网”锁沙 向绿而生

压沙固沙 让“绿”安家

防沙止漠 绿富同兴

科学治沙 绿草如茵

当前，鄂尔多斯市正举全市之
力推进生态治理和风电光伏一体
化工程。如今，鄂尔多斯市紧紧抓
住重点项目“牛鼻子”，在已经建成
的大型光伏发电基地，沙区生态治
理稳步推进，光伏产生的绿电被源
源不断地输送到工业园区，并以绿
电优势推进企业转型升级，实现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得益彰。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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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总投资27.06亿

元，主要建设50万千瓦光伏电站、
增量配电网、32兆瓦/128兆瓦时电
化学储能系统及61兆瓦/4小时熔
盐储能系统。项目建成投运后，年
平均光伏发电量为9.75亿千瓦时，
可有效促进绿电就地就近消纳，推
动“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向纵
深推进，这也是达拉特旗正在加快
推进的又一绿电进园区项目。

而在2023年12月29日，国家
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大型风光基地
项目——库布其沙漠鄂尔多斯中北
部新能源基地项目先导工程一期光

伏项目已在达拉特旗全容量并网发
电，预计每年可提供清洁电能约20
亿度，节约标准煤约60万吨，减少
排放二氧化碳约166万吨。该项目
将成为集绿色发电、沙漠治理、生态
修复、沙漠农业、休闲旅游“五位一
体”的立体绿色生态屏障。

2024 年，鄂尔多斯市将启动
18个重点防沙治沙和巩固提升项
目，集中资源、集中力量，集中连
片，打造库布其沙漠“光伏长城”、
联防联治等8大标志性工程，全年
计划完成沙化土地治理500万亩。

光伏治沙与绿电消纳相得益彰
□本报记者 毛锴彦 摄影报道

治沙工人和农牧民正在鄂治沙工人和农牧民正在鄂
托克前旗毛乌素沙地安插沙障托克前旗毛乌素沙地安插沙障。。

治沙工人正在运送沙柳治沙工人正在运送沙柳。。

国家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大型风光基地项目国家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大型风光基地项目——库布其沙漠鄂尔多斯库布其沙漠鄂尔多斯
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项目先导工程一期光伏项目并网发电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项目先导工程一期光伏项目并网发电。。 杨耀中杨耀中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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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