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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说 环 绕 鄂 尔 多 斯 的 800 公 里 黄 河 如 同 一 座 巨 大 的 弓 ，那 么 库 布

其沙漠就是“弓上之弦”。

这座位于鄂尔多斯市境内的我国八大沙漠之一，横跨 400 多公里、宽

50 多公里，总面积近 18000 多平方公里，金沙如海、沟壑纵横。大自然既

为 人 类 提 供 了 丰 富 多 彩 的 旅 游 、矿 产 和 土 地 资 源 ，又 给 人 类 的 生 存 带 来

巨大的威胁。

据 内 蒙 古 防 沙 治 沙 协 会 云 秀 梅 会 长 介 绍 ，库 布 其 沙 漠“ 北 扩 、东 移 、

南侵”的速度非常快，不但威胁沿河农田，增加黄河泥沙，而且埋压草原

牧场，严重影响沙区百姓生活。

现 在 ，库 布 其 沙 漠 的 治 理 进 展 如 何 ，人 民 的 生 产 生 活 好 起 来 了 吗 ？

近日，记者随同内蒙古防沙治沙协会的专家学者，深入库布其沙漠一线，

对近些年的防沙治沙成果和模式进行了调研。

本报讯 记者黄晓芳在浙江宁波召开的中
石化新闻发布会获悉：中国石化近期已启动“碧
水蓝天”环保计划，将在 2013 年至 2015 年三年
间，投入近230亿元用于环境治理。这是中国石
化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环保治理行动，也是迄今为
止中央企业一次性投入最密集、涉及范围最广的
环保专项治理行动。

这项环保计划将突出推进污染物减排与达
标排放以及提升作业场所及企业周边环境质量，
包括油气回收、异味治理、无组织排放源挥发性
有机物检测与控制、噪声治理等，同时将积极治
理环保隐患，包括环境风险防控、地下水污染防
控、废渣处理、生态保护及固废处置中心建设等。

中石化镇海炼化总经理张玉明说，作为国内
最大的炼化一体化企业和中国石化旗下最大、赢
利能力最强的企业，镇海炼化2013年至2016年
将实施22个环保减排项目，总投资12.5亿元。

他同时表示，明年上半年，镇海炼化将推出
硫含量小于10ppm的国Ⅴ汽油供应浙江地区，柴
油质量全面升级到国Ⅳ标准。2017年，柴油质量
升级到欧Ⅴ质量标准。

据悉，通过这次专项治理，中国石化将在全
面完成国家下达“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治理减排
目标责任书要求的基础上，明显提升区域环境质
量，提升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能力。

中石化启动“碧水蓝天”环保计划

3年投入230亿用于环保治理

曹妃甸湿地位于河北唐山曹妃甸区，是我

国北方最大的滨海湿地，总面积达 540 平方公

里。当地在做好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发展生态旅

游，取得积极成效。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曹妃甸湿地积极发展生态旅游

目前，库布其沙漠已经实现了从“沙逼人退”到“沙退人进”的历史性转变，到处绿意盎然。将沙漠分而治之的穿沙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

1450公里，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今年治理、明年埋没”的被动局面。 潘秀峰摄

地处三江平原腹地的黑龙江省富锦市，
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对于当地的
种粮大户来说，要问他们气象局长是谁，估计没
几个人知道，但如果要问王艳是谁，却没有一个
不知道的。

原来，富锦市气象局技术员王艳同时也是
“富锦气象”QQ群的群主，200多名种粮大户都
加入了这个QQ群。无论谁想要知道未来几天
什么天气、适不适合进行播种打药等农业生产
活动，只要打开 QQ，随时就能得到王艳“一对
一”的专业气象服务。

除了气象预警大喇叭、电子显示屏、手机
短信等渠道外，富锦市气象局还创新服务形
式，通过网络即时通讯工具，把过去的单向信
息传播变为双向互动交流。

黑龙江省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卫东
说：“气象为农服务的效益如何？标准只有一
个，那就是各级政府部门和广大农民满不满
意。”在近三年的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调查
中，黑龙江省一直名列前 3 名，2012 年公众满
意度达到 90.4%，获全国第一名。

气象为农服务做到家了，能给农民带来什
么好处？种了300亩玉米的种植大户刘义坤说：

“以前地少，种地主要凭经验；现在承包了几百亩
地，气象信息对我们可是太重要了。从种到收，
每个农时季节，都离不开气象信息的帮助。”今年
虽然受了灾，由于科学使用气象预报，有效避免

不利天气的影响，刘义坤的地玉米单产（测产）却
比去年增加了100斤，总增收2.1万元。

富锦市气象局局长王锦冬介绍，今年 5
月，由于遭遇春涝，按照正常的播种进度，将
会错过玉米播种的最佳有效播期，给农业生
产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富锦市气象局准确
预报了 22 日到 28 日全市以晴好天气为主，气
温有明显回升，有利于大田抢播抢种。当地
政府立即组织农民昼夜不间断地抢播、抢种、
抢插秧，到 5 月底，全市大田播种基本完成，
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测
算，这次准确的过程预报，全市仅节省种子、
人工费用等直接经济效益就可达 6.5 亿元以
上，对农民来说，这可是真正的实惠。

气象服务农业生产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黑龙江省农委副主任李世润打了个比喻：“农业
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气象信息，年初短
期预测‘提个醒’；中长期预报接近实际，重大过
程天气预报很准确。气象部门已从农业生产的

‘哨兵’变为粮食丰产丰收的‘保护神’”。
这个“保护神”的高度评价，可不是随随

便便就能得来的，跟着气象局工作人员走进

富锦市“现代农业万亩水田展示区”，只见“30
米气象观测梯度系统”、“水稻生长实景监测
系统”⋯⋯各式各样的现代化气象仪器让人
大感新奇：现在种田也这么“高科技”了？

“这些气象监测设备，可以随时将监测的
数据传送给气象部门，为气象为农服务信息
提供基础数据。”王锦冬说，这里将开展物质
循环、能量流动、水热平衡等变化规律分析，
为粮食安全生产提供科技支撑。

记者来到佳木斯地面卫星站，更是大开
眼界。这里是黑龙江努力打造的“六个气象
为 农 服 务 样 板 ”之 一 的“ 卫 星 遥 感 监 测 样
板”。利用风云气象卫星和卫星遥感技术，可
以对万亩水田展示区进行精准测量，并对种
植情况、作物大面积病虫害等进行监测。今
年黑龙江抗洪期间，卫星遥感技术也为动态
监测分析水情提供了依据。

看来，黑龙江这座“大粮仓”的连年增收，
真是离不开气象部门这位“保护神”。

左图 为保证气象信息的精准，现代农业

万亩水田展示区配备了各种现代化气象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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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天路”之称的青藏线正面临着被垃圾
围困的风险。近日，在由环保组织发起的青藏
线长江源区首次垃圾污染状况调查中，来自全
国各地的 40 名志愿者，在昆仑山口至唐古拉山
口的 450 公里青藏线沿线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垃
圾状况调查。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之间为长江源
区，著名的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三江
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位于公路两旁。

“7 天内，我们志愿者从海拔 4000 米以上
的一段青藏公路旁清理出多达 159187 件垃
圾。”环保志愿者杨欣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绿色江河等环保组织发起的“清洁青藏线 保
护长江源”活动现场上说。

数据显示，在志愿者捡拾到的全部垃圾中，
塑料饮料瓶有 63602 个，占垃圾总数的 40％；
易拉罐 43546 个，占垃圾总数的 27％；塑料袋
及 其 他 塑 料 包 装 25588 个 ，占 垃 圾 总 数 的
16％。食品、饮料包装及其他生活物品包装占
到垃圾总量的 97％，主要来自卡车司机和游客
的随意丢弃。

青藏高原的生态十分脆弱，冰川河流、雪山
草场、野生动物等受人为因素影响极大，生态环
境破坏和污染后难以恢复并可能引发连锁反
应。“青藏高原是我们的生态屏障，必须高度重
视它的环境保护！”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秘书长
李伟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唤起全社会对青
藏线沿线环境问题的重视。

“天路”遭遇垃圾围困

长江源区7天清理15万余件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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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沙治沙战略

“五位一体”

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库布其沙漠，
一场为生存开始的生态大战拉开了帷幕。
从分区治理、林牧一体化的生态畜牧业到
林板、林纸、林饲、林能、林景一体化的五化
产业格局，从最初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到
后来增加的环京津风沙源治理示范区、天
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六大
工程，几十年来，生态治理一直是库布其沙
漠的核心。

据内蒙古防沙治沙协会统计，仅 2000 年
以来，国家累计投入林业建设资金 60 亿元，
日元贷款 10.33 亿元，完成防沙治沙、生态建
设任务 2025万亩。

从上世纪 70年代初期到现在，经过 40多
年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库布其沙漠逐步形成
了 310 万亩高标准人工林、200 万亩灌木、
400 万亩人工及飞播牧草以及长 438公里、宽
1 公里至 3 公里、总面积 228 万亩的锁边林
带，城市防护林 17.85 万亩、碳汇林 19.57 万
亩，植被覆盖率达到 75%，输入黄河的泥沙不
断减少，为黄河安全构造了生态屏障。

沙漠治理也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环境意
识，“绿色发展、科学发展”已经在鄂尔多斯各
级领导干部思想深处扎下了根。

从“沙逼人退”到“沙退人进”，把荒漠化
防治、产业化发展作为战略支点，鄂尔多斯总
结出了“政府主导、国际支援、国家立项、企业
投入、百姓参与”的“五位一体”防沙治沙战
略，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
多赢。如今的库布其，由西至东、从南到北，
到处是绿意盎然，生态环境实现了由严重恶
化到整体遏制、大为改善的历史性转变。

防治模式

长期坚持 不断优化

在漫长的防沙治沙实践中，鄂尔多斯人
总结出了可以推广到全世界的经验，首要的
就是长期坚持的决策模式。

从上世纪 50 年代的“禁止开荒、保护牧
场”，60 年代的“种树种草基本田”，70 年代的

“农牧林水综合治理”，80年代的“植被建设是
最大的基本建设”，到本世纪初提出的“禁牧
休牧、建设绿色大市”，库布其沙漠的防沙治
沙事业也一步一步前进，被一届一届的政府
推向新阶段。

其次，积极争取国家项目之余，地方政府
多级投资，实施综合配套治理模式。西部大
开发以来，一系列国家重大项目实施，地方政
府抓住这新的机遇，大规模开展了人工造林、
封山育林、飞播造林，有效地推进了沙漠防治
的进程。2000 年，鄂尔多斯市在全区率先提
出并强力推行了禁牧休牧、划区轮牧、恢复生
态的举措，开始实施收缩转移、生态移民、恢
复植被的重大战略，极大地减轻了开荒、过牧
等人为破坏对生态环境形成的压力，提升了
治沙造林、飞播种草、荒漠化治理的工程效果
和管理效果。

此外，以开放的心态争取国际合作，也是
库布其沙漠治理获得世界支持的重要原因。
在许多国际组织、国家和国际友人的关注下，
世界银行、日元贷款等国际金融组织积极投
资库布其。联合国“全球环境与发展奖”获得
者王文彪带领亿利集团，在库布其进行大规
模投入，并成功举办四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
坛，成为全球惟一致力于沙漠环境改善和沙
漠经济发展的国际平台，并将库布其沙漠防
治沙漠化的成功经验推向全球。

产业模式

生态建设和沙产业共赢

2005 年以来，在库布其沙漠，一批率先
发展的企业纷纷调整产业结构，他们都把目
标锁定了新兴的沙产业。

东达蒙古王集团治理了 53平方公里的沙
漠；恩格贝的建设者们，20多年累计投入10亿
多元，把昔日的荒漠沙地建成了如今的集多种
生态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为一体的沙漠生态旅
游景区；内蒙古汉森葡萄酒业集团，从2004年
开始在库布其沙漠最西段进行生态建设，累计
投入 6亿多元，成了带动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
龙头企业，种植葡萄 3 万多亩，产量达到 1100
多万公斤，年产值达到7000余万元。

如今，在库布其沙漠，老企业延续着防沙
治沙的功勋，新企业积极加盟，沙产业越做越
大。大面积的防沙治沙工程，在有效改变当
地生态环境的同时，为沙产业的快速发展提
供了无限空间，并形成了通过经营沙漠逆向
拉动沙漠治理的良性循环格局。

处在库布其沙漠边缘的准格尔旗五家尧
村就是一个靠沙地农业发展沙产业的典型。
村民们通过土地整理整合、设备配套，积极发

展沙区新农业，并实现了由小田变大田、由传
统劳动变机械化作业、由零散养殖变园区化
养殖、由无关联生产变循环利用，把 6 万亩农
田建设成了高标准、高产量的绿色、有机食品
基地，有机农产品认证 12 个，并注册了“五家
尧”、“蒙绿”、“树农”等品牌，2012 年农牧民
人均纯收入达到 23000多元。

更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年，工业型沙产
业、农业型沙产业、能源型沙产业和旅游型
沙产业在鄂尔多斯市蓬勃兴起，建成了杏
仁露、肉苁蓉、沙棘饮料、再生能源发电等
沙产业企业 21 家，年产值 42.7 亿元。沙漠
观光、沙漠探险等旅游产业享誉国内外，恩
格贝、响沙湾等 20 多处精品生态旅游景区，
年接待游客 500 多万人次，旅游收入 50 多
亿元。

云秀梅说：“正是有了企业投入沙漠防治，
库布其沙漠才会出现蓬勃兴起的沙产业。沙
里掘金，既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创业模式，也为
沙漠治理和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新思路。”

建设模式

穿沙公路变成绿色通道

行车于库布其沙漠，一条条穿沙公路分
外引人注目，成为沙漠的最亮风景。

从第一条穿沙公路历经艰辛建成，到现
在沿黄公路、包茂高速、210 线等 14 条公路从
这里通过，穿沙公路的总里程已经达到 1450
公里，投入共计 165亿元。

建设者们在修路过程中，为了使公路不
被沙漠埋没，坚持“绿随公路走”的举措，十分
重视道路两旁的防护与绿化，把工程建设与
路边绿化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均
在道路两边植树造林 150 米至 300 米。据统

计，穿沙公路生态建设投资累计达到 1.5 亿
元，绿化面积达到 15 万亩，把一条条穿沙公
路建设成了一道道绿色通道。

条条穿沙公路的绿化建设不仅为公路形
成了安全屏障，而且以工程措施把库布其沙
漠“切割”成若干“带状”，为企业和老百姓“分
片”治理、由片扩展到面上治理创造了极好条
件，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今年治理、明
年埋没”的被动局面。

在内蒙古防沙治沙协会的调研报告中，
记者看到了库布其人在沙漠治理实践过程中
创造出的各种防沙治沙技术：在植被结构上
采取了“草灌乔”模式，形成了乔木成带、行植
灌木、带间种草的格局；在丘陵沟壑区则采取

“沙棘封沟、拧条缠腰、松柏戴帽”，提高了沙
漠植被覆盖，又为养殖业提供饲草；在工程实
施上采取了“网种播”模式，“沙中设障，障间
种灌，灌外播草”；在黄河岸和八大孔兑等特
殊地区采取了“南围、北堵、中切割”模式，创
造了在南、北两侧营造锁边林草带，阻止沙漠
南侵、北扩、东移，中间修建穿沙公路进行切
割治理的经验⋯⋯

经过 40 多年艰苦不懈的努力，库布其沙
漠，这个曾经的“死亡之海”变成了沙漠绿洲，
库布其人走出了一条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在
改善生态的过程中追求生态效益的绿色发
展道路：大范围的防沙治沙、生态建设工程
把原来无法利用的沙漠边缘变成了良田、
草原和旅游度假村，新增农田 20 万亩、草原
200 万亩，新建高标准旅游度假村 20 多个，
土地利用面积不断扩大；水土流失面积不
断控制，增加了有效灌溉面积，项目区土地
利用率由过去的 17%提高到如今的 55%以
上；输入黄河的泥沙不断减少，为黄河安全
构造了生态屏障，沙尘暴发生次数明显减
少，在改善空气质量的同时减少了京津冀
地区沙尘暴数量。

受降雨偏少、上游来水减少等因素影响，

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出现严重低枯水位，逼

近 8米极枯水位线。 新华社发

鄱阳湖逼近极枯水位鄱阳湖逼近极枯水位

生态走廊
绿色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