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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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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沙漠最多的地区之一，内蒙古
境内有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巴
音温都尔五大沙漠和毛乌素、浑善达克、乌珠穆
沁、科尔沁、呼伦贝尔五大沙地，沙漠和沙地总
面积约为2237万公顷，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的两
成。在这样的条件下，内蒙古防沙、治沙、固沙、
用沙的事业一直没有终止，变沙害为沙利、稳家
园在沙地的努力须臾没有停歇，逐步摸索出一
条“绿化—转化—产业化”的新路。

甘肃省河西走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
始建塑料大棚集光节水，提高了沙漠周边干旱
地区的产出。关于沙产业发展，业界有“甘肃省
早，内蒙古好”的说法。

经过近20年的发展，关于沙产业的定义渐
趋一致：沙产业就是在沙漠戈壁搞知识密集型
农业生产，而且是大农业生产——“种养加一条
龙，科工贸一体化”。

用好黄沙始到金

阿拉善盟是全国沙漠沙地最多、土地沙化盐

碱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大力发展沙产业，既是

改善阿拉善盟生态环境、构筑祖国西北生态安全

屏障的需要，更是合理开发利用沙区资源、调整

地区产业结构、增加农牧民收入的需要。

阿拉善盟沙产业发展主要脉络，就是梭梭肉

苁蓉、白刺锁阳、沙地葡萄、苦豆子、甘草、麻

黄、疯草、文冠果、蓖麻等沙生植物资源的开发

利用。其中，“阿拉善肉苁蓉”和“阿拉善锁

阳”已被国家农业部和工商总局批准注册为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盟内外企业正在开发的肉苁蓉资

源“药”字号和“健”字号系列加工产品备受国

内外青睐。取材沙地葡萄生产的“金沙臻堡”葡

萄酒入选了内蒙古第五届民族商品交易会。

着眼“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

目标，阿拉善盟把大力发展沙产业作为统筹三次

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之一，充分发挥沙产业“生

态、致富、科技、绿色、集约、节约、集群、多

元、再生”九大功能作用，以乌兰布和生态沙产

业示范区建设为突破点，把发展沙产业作为载

体，努力创建国家级沙产业示范区和生态文明

示范区，推动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

阿拉善盟在加快沙产业发展中坚持以下原

则：一是在确保生态环境不断改善的前提下开发

利用沙生植物，二是在不同地区采取各具特色的

治理和开发模式，三是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沙产

业，四是以沙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前提确定开

发项目。

把沙生植物产业化作为重大生态工程来建

设，要大力推广“企业+基地+农牧户”模式，

鼓励支持农牧民依托企业和基地发展肉苁蓉种

植、骆驼养殖等相关产业，以土地入股、投工投

劳等多种形式参与收益分配、增加收入。加大种

植、生产、加工等各环节的技术攻关和高端产品

研发力度，推动沙生植物产业化高起点、高标准

发展。到2015年，乌兰布和生态沙产业示范区建

设初具规模，引进特色沙产业生产加工企业 30

家，培育沙产业种植大户100家。人工抚育天然梭

梭林 1500 万亩，人工种植梭梭林 100 万亩，天然

和人工种植肉苁蓉年采集量达到1500吨；人工抚

育天然白刺林3000万亩，天然和人工种植锁阳年

采集量达到 3000 吨；人工抚育天然苦豆子、甘

草、麻黄300万亩，人工种植苦豆子、甘草、麻黄

10万亩，天然和人工种植苦豆子、甘草、麻黄年

采集量分别各达到 10万吨。沙产业正在成为阳光

产业、绿色产业、黄金产业。

生态建设产业化

产业发展生态化
内蒙古阿拉善盟盟长 冯玉臻

内蒙古沙产业势头不错，但终究还处于
初级阶段。沙产业带来的生态效益、社会效
益是明显的，但经济效益还不尽如人意。

卫星勘查显示，位于北方干旱少雨地区
的鄂尔多斯，森林和植被覆盖率均超过了国
家平均水平。第四次荒漠化普查结果显示，
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70%，沙害基本消
失；库布其沙漠治理率达到 23%，沙漠趋于
稳定。统计资料显示，2012 年鄂尔多斯市
沙产业总产值达到了 45 亿元，农牧民来自
沙产业的年人均纯收入达 2400 元。但是，

不少逆向拉动沙漠增绿、牧民增收的沙产业
龙头企业增效困难。

毛乌素生物质热电厂是一家通过抚育
沙生灌木、获得绿色原料产出绿色电力的企
业，承租牧民的沙地种植沙柳，同时敞开收
购牧民家的沙柳，已累计治沙造林 33 万
亩。但投产以来电厂一直亏损运行，前年亏
了 4000 万元，去年亏了 2700 万元，估计今
年还得亏损 1000 万元。热电厂董事长李
京陆只能“抽肥补瘦”，用其他产业板块的利
润强撑生物质发电。明禾集团 2005年在达

拉特旗承包了 6 万亩沙漠，修路、打井、植树
种草，发展旅游业，使 1 万多亩沙漠变绿
了。即使旺季每天能接待几百名游客，收益
都远不能与多年来的治沙投入相平衡。该
集团董事长李布赫坦言，“搞沙产业周期长，
开始就得赔钱干。防沙治沙、发展旅游和转
化沙生作物，需要一步一步走，预计盈利还
要 3至 5年”。

沙生植物都是经过自然界长期优胜劣
汰留下来的精品，但转化沙生植物的沙产
业距“高端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终

端产品还不能称为“精品”。记者发现，沙
产 业 所 转 化 的 作 物 多 为 沙 漠 里 的“ 老 面
孔”——苁蓉、锁阳、甘草、山杏、苦豆子、醉
马草、沙棘、沙柳等，获得途径无非是“人工
抚育天然沙生植物”和“人工种植天然沙生
植物”，技术含量停留在娴熟农民工的阶
段。沙区培育高附加值的新品种还不是很
多，老品种的产业链条还不是很长，知识还
不算很密集。钱学森提出的“多用光、少用
水、新技术、高效益”原则体现得还不是很
充分。

内蒙古汉森葡萄酒业集团董事长撖建
平呼吁：“沙产业是脆弱环境里的脆弱经
济，尚处幼稚期。需要国家纳入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大计划，需要有关部门在税收政
策、金融信贷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需
要社会各方面鼎力相助。”

西部沙区如何发力“大农业”
——探访内蒙古沙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陈 力

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沙产业的文章，却
是由一名“外行人”破题。他自称不懂林
业、不懂农业、也没有搞过治沙——他是
搞火箭的。

那还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钱学
森 参 加 导 弹 发 射 试 验 ， 第 一 次 来 到 内
蒙古自治区巴丹吉林沙漠的西北角——
额济纳旗附近的茫茫戈壁。书本上的知
识告诉他，戈壁滩上一片荒凉，什么也
没有。但置身戈壁滩上，他却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动植物很多很多，而且是
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比如梭梭树，一般
都长到一人多高，而且盘根错节。部队
伙房边，就堆放着梭梭树根，烧起来很
旺，比煤还好。发展生产时，部队还挖
肉 苁 蓉 等 药 材 ， 据 说 运 到 内 地 价 格 很
高 。 无 暇 多 想 ， 但 钱 学 森 总 觉 得 “ 沙
漠戈壁原来是可以搞一些事的”。他预
言 ， 创 建 知 识 密 集 型 沙 草 产 业 ， 将 是
21 世纪中国出现的第六次产业革命。

20 年过去，这位志在强国、情系富
民的大科学家进一步关注到，我国的沙漠
戈壁面积大约 16 亿亩，跟农田面积差不
多，每年接受的太阳能也差不多——既然
在干旱荒漠中有天然生成的植物，就有可
能形成另一种种植业，也就是说以太阳能
为动力、通过光合作用的农业型产业可以
在沙区形成。只要走“多用光、少用水、
新技术、高效益”的路线，完全可以在沙
区引发新的产业革命。1984 年，钱学森
正式提出发展沙产业。

理论的孕育构思之地，自然成为产业
的试验推广之乡。内蒙古自治区率先在省
级层面成立沙产业协会，深入沙区牧区普
及理念、总结经验、跟踪典型、培训骨
干，开通网站、举办图展、出版丛书、拍
摄专题。内蒙古自治区沙产业协会副秘书
长张卫东告诉记者，协会成立以来积极建
言献策，自治区几大班子对协会报送材料
的批示达到 58件。

科学理论与实践结合迸发出惊人的力
量。2008 年 1 月 19 日，胡锦涛同志到钱
学森家中探望，谈话间高兴地告诉钱老：

“前不久，我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考察，看到那里的沙产业发展得很好。沙
生植物的加工搞起来了，生态正在得到恢
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您的
设想正在变成现实。”

2008 年 5 月 26 日，内蒙古组织“落实
胡锦涛总书记谈话精神，科学发展内蒙古
沙产业”座谈会，钱学森老人专门捎来一段
话，“内蒙古各族人民过去在‘两弹一星’事
业上作出了贡献，现在又在沙产业和草产
业上给全国带了个好头。我希望同志们继
续作贡献，把沙产业推向全国去！”

荒漠化面积的扩大，有天灾的原因，更
有人祸的因素，内蒙古概莫能外。一味求

“进”，过度透支，以农区垦荒、草原超载等
形式出现，以土地退化、草场沙化的后果收
场。在联合国的一届环境与发展大会上，
来自加拿大的 12 岁女孩珊文·铃木发问：

“大人们，你们该如何填补臭氧层的破洞？
你们该如何让鲑鱼重回河川？你们该如何
让沙漠变成森林？”

“我小时候喝的水里有沙子，吃的饭里
有沙子，当了沙漠盐厂厂长，看到生产设备
上全是沙子”，亿利资源集团董事会主席王
文彪在库布其沙漠的腹地长大，“年轻时就
做上了治沙梦”。

摸透了沙漠的习性，亿利集团形成了
包括“沙柳网格化技术”、“水冲沙柳种植技

术”、“甘草平移技术”等一系列专利和“修
路、通电、通讯、通水、植网、飞播、造林”七
位一体的沙漠公路防沙绿化体系。按照

“锁住四周，渗透腹部，以路划区，分块治
理”的思路，用公路把库布其沙漠分割成
块，通过科学造林，有效实施了沙漠绿化。
500 多公里的穿沙路，100 多万亩的甘草种
植，242 公里的防沙护河锁边林，5000 多平
方公里的沙漠治理面积，见证了亿利集团
向沙漠进军的魄力。

“进”的同时，集团还主动地“退”，把生
态脆弱区的牧民转移出来，让大自然休养
生息。云集在大企业的麾下，沙漠及周边
的几万农牧民成为生态建设的主力军。在
亿利集团牧民新村，转移到这里的 36 户牧
民进入旅游产业，养骆驼、养马，在新村开

起“牧家乐”，家家都有小汽车。
与亿利集团所在的鄂尔多斯市相比，

阿拉善盟的生态环境更为脆弱。为改变面
貌，当地人提出“适度收缩、相对集中”的思
路。接着，锡林郭勒盟也开始“围封牧场，
转移牧民”，呼伦贝尔市同样退耕、退牧、退
伐，用 1%的开发节点保护 99%的自我修
复。内蒙古从西到东，纷纷“与大自然讲
和”。其中，“人退带动沙退”的效果在阿拉
善盟最明显。“十一五”期间，全盟转移农民
4975 户 1.3 万余人。在原来布满黄沙的坡
地上退耕还林还草，绿“肥”了，黄“瘦”了，
沙尘安静下来。沙尘暴的天数由本世纪初
的每年 15天左右减少到如今 6天左右。

2012 年 6 月，在联合国“里约+20”会
议上，亿利资源集团董事会主席王文彪获
得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奖”。这使全球知名
环保人士即当年发问的小女孩珊文·铃木
深受鼓舞：“我觉得来自中国的这个例子有
着惊人的创新。我们可以把库布其模式当
作一个很好的案例，帮助人类找到解决沙
漠问题的方法。”

内蒙古出台了全国第一个发展沙产业
的红头文件，连续 4 年把发展沙产业写进

《政府工作报告》，率先把发展沙产业纳入
自治区“十二五”规划。自治区主席巴特
尔说，“沙产业在内蒙古是一项具有战略
意义的产业，是造福人民、促进可持续发
展的大事。自治区将继续把发展沙产业作
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给予更多
的关注和更大的支持，努力使这项事业走
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

“沙 产 业 发 展 格 局 中 离 不 开 牧 民 助
力、社会参与，但更重要的是政府主导、企
业主推。”来自呼和浩特、以转化驼绒为主
的昭君集团董事长廉凌云在阿拉善盟不
断扩大生产规模，信心来自对当地政策环
境的信赖，“阿拉善盟在黄河西岸规划了
1000 平方公里的乌兰布和生态沙产业示
范区，进行旅游风景区、高端商住金融科
研中心等 5 个功能区配套，对安商亲商意

义重大。”他说，阿拉善盟不仅积极协助龙
头企业尽快做好沙产业产品的产地认证
和商标注册工作，还采取配套补贴和奖励
的办法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

鄂尔多斯市确立了“五化三品”发展思
路，即“林板一体化、林纸一体化、林饲一体
化、林能一体化、林景一体化”，打造“饮品、
药品、化妆品”，积极构筑科学化的沙产业格
局。政策导向一明确，“遍地英雄进沙滩”。

中国沙产业专家刘恕评价，“内蒙古
沙产业发展，特色就是企业‘注入’，决
定了沙产业在内蒙古发展势必要快”。鄂
尔多斯许多企业拥有自己的沙产业基地，

进入了第一产业。伊泰集团总规划造林 50
万亩，完成 20 万亩；嘉烨公司总规划造
林 20 万亩，完成 6.2 万亩；欣懋公司总规
划造林 10 万亩，完成 6.8 万亩。目前，全
市已建成沙柳工业原料林基地 573 万亩、
柠条和杨柴饲料林基地 1211 万亩、沙棘
原料林基地 53 万亩。以加工沙生植物为主
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加入到鄂尔
多斯第二产业中。全市建成了毛乌素生物质
电厂、高原杏仁露等规模林沙产业企业20多
家，其中销售收入100万元以上的有12家，
初步构建起以人造板、造纸、饲料、饮食
品、药品等为主的沙产业体系。

理论落地

产业发端

理论落地

产业发端

进退有度 绿“肥”黄“瘦”

政府规划 企业转化

高效高端 任重道远

眼下正是沙漠里植树造林的季节。在
距阿拉善盟左旗敖伦布拉格镇 30 多公里的
乌兰布和沙漠北缘，随处可见栽植梭梭、文
冠果、甘草、白刺和接种锁阳的农牧民。

这是巴丹吉林、腾格里和乌兰布和三大
沙漠交汇之地。如果三大沙漠在这里“握
手”，敖伦布拉格将会永远从地球上消失。
好在经过当地人几十年的治理，用梭梭林竖
起了道道屏障。梭梭是药材肉苁蓉的寄主，
梭梭的枝条是骆驼过冬度春的饲料，而驼粪
又是梭梭最好的底肥——这条自然生物链
让不毛之地有了生命，有了绿色。

牧民巴根那今年 48 岁，他家有 1 万亩
沙地，其中 2010 亩梭梭林前几年被划为生
态公益林。一家 4 口人养了 130 头骆驼、60
多只羊。“前些年，镇里为恢复生态，让我们
少养些羊，政府每年给的生态公益林补助等
费用能领到 1.8 万元”，巴根那说，“除了政
府的补贴，养山羊和骆驼每年还能挣 1 万多
元。去年我家通过梭梭林嫁接肉苁蓉收入
20 多万元。”他拿起牲畜栏上晾晒的肉苁蓉
告诉记者，他曾挖到一窝 8 头的“苁蓉王”，
卖了 8000元。

站在高处放眼望去，梭梭枝条在耀眼的

阳光下随风摇动，反射出嫩绿的光，仿佛在
演奏“金”与“绿”的交响。按照“龙头+基
地+农牧民+科研单位+协会”的生产经营模
式，永业集团已经建起 50 万亩梭梭林和肉
苁蓉基地，形成种植、加工、生产、销售于一
体的产业链，并带动了从事沙草产业的农牧
民 4000 多人，人均年收入 3 至 5 万元，部分
牧户达到 10 至 20 万元。目前，在敖伦布拉
格镇，像巴根那这样的牧民有 700 来户，都
云集在永业集团麾下。

“以前一谈治沙就犯愁，现在通过发展
特色沙产业，治沙又致富。”敖伦布拉格镇

原党委书记特木其勒图告诉记者，镇里探
索发展苦豆子等沙生植物人工种植，既提
高了植被覆盖率，又增加了人气。

10 年前，永业集团选定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从沙漠植物苦豆子里提取苦参碱制
药。如今，位于敖伦布拉格镇的苦豆子加
工厂已经运营生产，去年销售额 1800 多万
元，稳产后每年可以为北京的生物制药厂
提供 500 多吨产品。

永业集团惠民公司经理刘武彬说，“苦
豆全身都是宝，豆籽既能提取生物碱用于
医药，同时又是高蛋白的牛羊饲料。豆根
深扎地下既可防风固沙，同时又能一次种
植多年收获”。

沙生植物枝叶关情
本报记者 乔雪峰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沙区，当地人采取生物固沙和工程固沙相结合的办法遏制沙漠活动。 赵晓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