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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防沙治沙成效明显
首先是沙区生态状况明显改善。据第四

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显示，从 2005 年至
2009 年间，全国沙化土地年均净减少 1717 平
方公里，中度、重度和极重度沙化土地面积
共减少 3.59 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植被平
均盖度由 17.03%提高到 17.63%。局部地区
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土壤侵蚀模数
大幅度下降，年入黄河泥沙减少 3 亿多吨。
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例，工程启动 10
年来，工程区土壤侵蚀模数 （水蚀） 平均值
下降了 68.9%，土壤侵蚀面积减少了 39.1%，
土壤风蚀总量降低了 29%，释尘总量减少了
16.2%。

防沙治沙促进了沙区生产方式的转变，
沙区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绿色沙产业正在
崛起。沙区初步形成了以木材、灌草饲料、
中药材、经济林果、加工业等为重点的特色

产业，并带动了加工、贮藏、包装、运输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拓展了农民就业和增收渠
道，沙区年产值已超过 2000 亿元，取得了生
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经过多年探索，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
色的荒漠化防治道路，防沙治沙成效明显。
我国防沙治沙的成功实践，在国际上产生了
积极影响。

遏制沙化形势严峻
我国生态基础脆弱，防沙治沙任务依然

十分艰巨。据监测结果显示，全国现有荒漠
化 土 地 262 万 平 方 公 里 ， 占 国 土 面 积 的
27%，全国沙化土地 173 万平方公里，占国
土面积的 18%，川西北高原、塔里木河下游
等区域的沙化土地仍处于扩展状态；沙化土
地分布的县占全国总县数的 31.6%，易发生
沙化的干旱、半干旱区域占国土面积的一半
以上；全国有 4 亿多人经常遭受荒漠化危

害，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540 亿元。

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人为破坏沙区生
态的现象仍相当严重。一些地方没有把防沙
治沙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对防沙治沙的重
要性认识不足，滥樵采、滥放牧、滥开垦等
破坏沙区植被资源的现象尚未杜绝。一些沙
区盲目的经济开发活动也对生态造成了新的
破坏。

据介绍，当前我国一些地区防沙治沙投
资标准低、投入总量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防沙治沙的速度和质量。还有一个不容
忽略的问题是，我国防沙治沙配套政策相对
滞后，多元投资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在防沙
治沙的投入、税收减免、金融扶持、补助补
偿以及权益保护等方面尚没有专门的优惠政
策，特别是荒漠生态补偿机制、防沙治沙的
稳定投入机制和征 （占） 用沙地补偿机制亟
待建立，社会各方面参与防沙治沙的积极性
还没有得到有效调动和保护。

加快治理举措给力
由国家林业局组织编制、国务院批准的

《全国防沙治沙规划 （2011-2020 年）》 已经
颁布。《规划》 的目标任务是：划定沙化土地
封禁保护区，加大防沙治沙重点工程建设力
度，全面保护和增加林草植被，积极预防土
地沙化，综合治理沙化土地，完成沙化土地
治理任务 2000 万公顷，其中 2011 年至 2015
年和 2016 年至 2020 年两个阶段各完成沙化
土地治理任务 1000 万公顷。到 2020 年，全
国一半以上可治理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沙
区生态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

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表示，防治土地
荒漠化，必须以人为本，以改善生态和改善
民生为主攻方向，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
律，坚持依靠群众、依靠科技、依靠改革，
着力实施防沙治沙 6大举措。建立政策支撑体
系，在财政投入、信贷支持、税费减免、权

益保护等方面加大对荒漠化防治支持力度，
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向沙区流动，形成国家、
社会、个人共同参与防沙治沙新局面；建立
工程治理体系，形成点、线、面结合的防御
体系；健全法制体系，强化依法防治，层层
落实地方政府防沙治沙责任制；建立科技保
障体系，提升科技水平，实行质量和绩效评
估机制；发展特色产业，正确处理好防沙、
治沙、用沙之间的关系，大力发展特色沙产
业，让群众在治沙中致富、在致富中治沙；
深化国际合作，引入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要
实现走出去，推广中国治沙模式与技术，提
升国际化治沙参与度。

我国将在防沙治沙的政策机制、组织管
理、技术措施和治理模式等方面进一步探
索，努力提高防沙治沙的水平。

遏制荒漠化遏制荒漠化 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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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 17 日是第十九个“世界

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我国宣传的主

题是“遏制荒漠化，实现中国梦”，旨

在进一步激励和动员全社会增强生态

保护意识，积极投身到荒漠化防治的

伟大事业中去，共建美丽中国，实现

中国梦。

土地荒漠化是全球普遍关注的热

点问题。多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荒漠

化 防 治 工 作 ， 采 取 了 一 系 列 重 大 举

措，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荒漠化防

治道路。特别是在国家财力不富裕的

情况下，我国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制度优越性，以超常规的方式推

进生态建设，相继启动实施了三北防

护林建设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退

耕还林、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退牧还草

等一系列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取得了

荒漠化“整体得到初步遏制”的重要

进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

支撑作用。

但是，我国生态状况仍然脆弱，

我国仍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发

生率最高的国家。荒漠化问题仍然是

我国严重的生态问题。当前一些地方

仍存在重经济、轻生态的思想，导致

滥垦、滥牧、滥樵采、滥用水资源的

现象十分突出，导致土地荒漠化不断

加剧。另外，防沙治沙投资不足、机

制 不 活 、 技 术 含 量 不 高 等 问 题 仍 很

突出。

党 的 十 八 大 提出，要实施重大生

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

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持

生物多样性。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大力

开展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着力构建重大

生态修复工程体系，以重大工程推动全

国自然生态系统的全面修复，实现生态

修复工程全覆盖，进一步促进荒漠化的

整体逆转，为推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

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生态

基础。

促进荒漠化

整 体 逆 转
刘慧兰

说到青海治沙富民的故事，不得不提德
令哈市林业环保局局长铁顺良和柴达木防沙
治沙有限责任公司。

自 2001年上任林业环保局局长以来，铁
顺良在资金短缺、技术薄弱、交通困难的情
况下，带领当地群众治沙治穷。他主持研究
的流沙围栏、杨树深栽造林、枸杞白刺打梢
等技术治沙防沙效果好。据介绍，2006 年到
2011 年，德令哈共治理荒漠化土地 366.2 万
亩，重点城镇绿化覆盖率超过 20%。在治沙
防沙的过程中，铁顺良试种菊芋、大黄、藏
木香等 10 多种藏药品种获得成功，为德令哈
发展藏药产业奠定了良好基础。铁顺良先后
被评为“全国治沙暨沙产业先进科技工作
者”、“全国防沙治沙十大标兵”。

在德令哈，有一家专为防沙治沙成立
的 公 司 —— 柴 达 木 防 沙 治 沙 有 限 责 任 公
司。公司成立 10 多年来，采取封沙育林、
人工造林等措施，大力营造防风固沙林，
并在德令哈农场、城南滩地、塔湾克里的
沙化土地上进行枸杞经济林栽植，逐步形
成了以“公司﹢基地﹢农户”发展模式，使
上万人次受益。

在柴达木防沙治沙公司的带动下，柴
达 木 盆 地 枸 杞 种 植 面 积 已 达 到 27.3 万 亩 ，
其中，进入采摘期的枸杞达 15.05 万亩，干
果产量可达 1.75 万吨，产值可达 7 亿元以
上。2 年至 3 年后，柴达木地区的枸杞年产
量将达到 3 万吨以上，直接经济收益可达
10 亿元。

青海德令哈:不寻常的致富经
本报记者 刘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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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勤县是甘肃省乃至全国荒漠化面积较
大、危害最严重的县份之一，东、西、北三
面被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包围。境内
沙漠和荒漠化面积 2254 万亩，占全县土地总
面积的 94.5%。近年来，民勤县探索防沙治
沙新模式，实现了人进沙退和生态恢复的好
局面。

来到民勤县夹河乡黄案滩关井压田区，
近 10 万亩芦苇连绵起伏、郁郁葱葱，一汪
汪清澈的泉水从机井里汩汩而出。“如果 7
年前我们继续打井开荒，眼前就不会是芦
苇，而是大片的荒漠。”夹河乡黄案村党支
部书记李宗德说，为了遏制地下水的过量开
采，缓解水土资源矛盾，保护生态环境，
2006 年民勤县开始实施石羊河流域重点治
理。具体措施是，关井压田，压减耕地，恢
复生态。

据了解，黄案滩是民勤县实施关井压田
最大区域，共关闭机井 275 眼，压减配水面
积 3.8 万亩，实施围栏封育 16.3 万亩。通过
严格落实禁止开荒、禁止打井、禁止樵采、
禁止放牧等“四禁”措施，关井压田区域内
植被得到有效保护。其中，2008 年关闭的
96 眼机井中有 7 眼自流成泉，植被逐步恢
复，植被覆盖度由 2006年的 28%提高到现在
的 36%，地下水位由 2008 年的 4.2 米回升到
现在的 3.3米。

民勤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 222.81 万
亩，荒漠化土地面积净减少 6.45 万亩，其中极
重度和轻度两种类型荒漠化土地分别减少
106.8万亩和 8475亩。“我们要继续实施‘设施
农牧业+特色林果业’的生产模式，进一步加
快民勤生态植被的恢复。”民勤县委书记费生
云说。

甘肃民勤：关井压田生态好
本报记者 吉蕾蕾

宁夏中卫：逼退黄沙建绿洲
本报记者 吉蕾蕾

新中国成立之初，沙漠已逼近距宁夏中卫
城 4 公里的地方，“天荒地不毛，风吹石头跑；
对面看不见，千里无人烟。”是当时风沙弥漫、
沙进人退状况的真实写照。

要治沙先固沙。中卫市动员人民群众同
沙漠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成功地创造出了麦草
方格固沙法，并推而广之出半隐蔽式、圆形、三
角形、马蹄形等多种固沙法。麦草方格如同巨
网锁住了滚滚黄沙，不仅使包兰铁路在沙漠中
畅通无阻，又在沙坡头长 15 公里的地段建成
了前沿阻沙带、封沙育草带、草障植物带、灌溉
造林带、卵石防火带，形成了“五带一体”的治
沙防护体系，有效地固定了流沙，绿化了沙漠。

为激发社会各界治沙造林、发展沙产业的
热情，中卫市采取谁造林、谁所有、谁受益的措
施，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了中冶炼美利纸业集
团公司、明盛染化等企业到沙区建立了速生林

基地和花卉基地。美利纸业公司董事长刘崇
喜介绍，美利纸业已完成治沙造林 50 多万亩，
先后吸引周边地区 2000 多名农村富余劳动
力从事林业生产。

治沙离不开先进的技术，中卫的压砂地上
套种枣树技术具有代表性。中卫市林业生态
建设局副局长汪万文说，近年来，沙坡头百姓
开始尝试在水肥条件好的地方种植压砂种
瓜。但是种西瓜的压砂地在 10 年后会出现缺
水和沙地老化等情况。

“我们引进了中德合作中国北方荒漠化治
理压砂地枣树栽植项目，开始推广在压砂地上
套种枣树技术。”中卫市林业局德援项目办主
任唐希明介绍说，西瓜有当年见效、投入少的
特点，而枣树的盛果期可达 10 年至 20 年。在
种植西瓜的压砂地上同时套种枣树，能达到保
土、保水、养地、护地的效果。

在第十九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来临之际，记者从国家林业局

获悉：我国沙化面积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 3436 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的

年均缩减 1717 平方公里，实现了由“沙逼人退”到“人逼沙退”的转变；沙区

生态状况有了明显好转，植被盖度以年均 0.12%的速度递增，重点治理区林

草植被盖度增幅达 20%以上；沙尘天气频次呈波浪式递减趋势，今春我国

北方沙尘天气次数为 8次，为近 11年来平均水平的一半。




































































 

宁夏中卫市创造出麦草方格固沙法，防沙治沙效果明显。 林 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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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地

区利用沙漠资源，大力发展沙漠旅游。

林 宣摄

上图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疆地

区利用沙漠资源，大力发展沙漠旅游。

林 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