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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其沙漠，是我国第七大沙漠，也是离北京最近的
沙漠。其位于鄂尔多斯市北部边缘、黄河南岸，主要分布
在该市杭锦旗、达拉特旗，总面积1.86万平方公里。新中
国成立时，库布其沙漠每年向黄河岸边推进数十米、流入
泥沙1.6亿吨，直接威胁着“塞外粮仓”河套平原和黄河安
澜，“沙进人退”现象日益严峻，沙区老百姓的生存和生命
安全常受其扰。

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鄂尔多斯市历届党委、政府，在
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沙区各族
干部群众，大力推进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治
理 库 布 其 沙 漠 面 积 达 6460 平 方 公 里 ，绿 化 面 积 达
3200 多平方公里，库布其沙漠森林覆盖率、植被覆盖
度 分 别 由 2002 年 的 0.8% 、16.2% 增 加 到 2016 年 的
15.7%、53%。

库布其的绿色之变，来源于科学的治理模式，当地探
索出一条“党委政府政策性主导、企业产业化投资、农牧
民市场化参与、科技持续化创新”四轮驱动的“库布其沙
漠治理模式”；也来源于孕育并形成的“守望相助、百折不
挠、科学创新、绿富同兴”的“库布其精神”。库布其沙漠
治理模式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被巴黎气候大会标
举为“中国样本”，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为“全球沙漠
生态经济示范区”。

咬住目标 企业治沙

通过规模化和产业化治沙，坚持先
绿再富，实现绿富同兴，库布其走出了
一条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路子

在库布其治沙，领头企业当推亿利集团。董事长王
文彪带领亿利治沙 30 年，通过规模化和产业化治沙，坚
持先绿再富，实现绿富同兴，走出了一条产业生态化和生
态产业化的路子。

王文彪出生在库布其杭锦旗沙漠边上的村庄。30年
前的库布其，在他的记忆里无比清晰：“一碗米、半碗沙，
那时库布其是一片风沙肆虐、寸草不生的荒漠。沙漠里
没路，骆驼是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孩子上不了学，老人
一辈子走不出沙海。多少个孕妇和患阑尾炎的人因不能
及时请回医生而死在了沙漠里……”

“那时治沙技术很落后，种一棵树比登天还难，种了
几年可能才活一棵树。”王文彪回忆。或许与沙漠抗争和
拼搏的过程，让他逐渐意识到沙漠光热资源是一种财富，
可以把问题变成机遇。于是，亿利立足沙漠在生态改善
的基础上，培育了生态修复、生态农牧业、生态健康、生态
旅游、生态光伏、生态工业六大产业。“每年我们整个的沙
漠产业销售收入有 100 多亿元，主要来自医药、旅游、光
伏、工业、肥料、饲料等，利润大概在 8%到 10%。”王文彪
介绍说。

在位于库布其沙漠腹地的亿利生态光伏基地采访
时，正遇上下雨，只见建成的 31 万千瓦的太阳能光伏板
连片铺开，2万亩治沙面积上的绿色沙障已长出了新芽，
板下种植的玉米绿油油的，长势喜人，养殖的一群群大白
鹅和乌鸡正在觅食。

据介绍，亿利集团正推进规划 100 万千瓦太阳能治
沙示范项目，项目总投资 110 亿元，治沙面积 10 万亩。

截至目前，已建成 31万千瓦，年发电量 5亿千瓦时，生产
经营期内持续帮扶 57 户贫困户脱贫增收。该项目实现
了“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治沙改土、产业扶贫、
工业旅游”的“光伏+”立体化新型产业模式，具备可复制、
可推广、可扩大规模运用的条件，项目的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民生效益、经济效益显著。

手指一大片茂密的甘草基地，亿利生态健康公司副
总经理张波介绍道，“我们还建立了甘草、肉苁蓉等中药
材规模化生产基地，甘草领域研发了亿利甘草良咽、清开
灵滴丸等特色中蒙药系列产品，制造出‘沙小甘’等健康
饮品，成功打造了沙漠生态健康产业链”。

生态建设投入大，没有产业和效益的驱动，难以持
久。多年来，一批企业在政策支持下，投资参与库布其沙
漠生态治理，发展林沙产业，走出一条“生态与产业结
合”“绿起来与富起来相结合”之路。

入夜，大漠星空下，在达拉特旗响沙湾景区，一座
莲花形状的建筑静卧在沙漠上，这座颇有韵味的建筑
是 2016 年 5 月建成投用的沙漠莲花度假酒店。酒店的
设计建造凸显了环保低碳的理念——绿色、环保、高效
节能的新型钢结构房屋体系，能源循环利用，其构造还
可以固定流沙，实现沙漠中太阳能、水、风能的完美
结合。

响沙湾坐落于库布其沙漠中段东端，背依苍茫大漠，
沙丘比肩而立，天晴无雨沙子干燥时，人从沙丘的顶部往
下滑，沙子会发出飞机轰鸣般的嗡嗡声，形成一个巨大的
沙山回音壁。响沙湾因“这里的沙子会唱歌”而得名。4
个不同风格的景区，均以沙命名，分别设有滑沙、索道、沙
漠越野、民族表演等。

在锁住了沙的基础上，原生态的沙漠，吸引着中外游
客。2011 年响沙湾被评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2017
年，景区接待游客91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1.8亿元。响
沙湾旅游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李明克介绍说：“响沙湾景区
18年来坚持全心全意做旅游，围绕一片沙漠不断去创新
和开拓，这里是离北京最近的国内首个沙漠旅游度假景
区，也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基地。在响沙湾工作了
20年，库布其沙漠带给我无限的快乐，以后还要在这里干
下去。”

达拉特旗风水梁曾是起伏的沙海。从2005年起，东
达蒙古王集团在此栽树种草，如今这里绿树萦绕，厂房、
小区掩映其间，53平方公里的治理区内草木葱茏，蜕变为

“生态小镇”，已入住 3103 户，6000 多人从事獭兔养殖，
养殖户年收入达到5万至10万元。

“种植的沙柳三五年必须平茬，细枝柳条蛋白质含量
是玉米的两倍，是上好的獭兔饲料，粗枝干是造纸和生产
刨花板的上等原料，这是生态循环；养殖出栏的獭兔，兔
皮、兔肉等再进行深加工，直到服装、食品等产品终端，这
是产业循环。”东达蒙古王集团党委副书记秦飞说。

在亿利、东达蒙古王集团等龙头企业带动下，参与治
沙和沙产业开发的企业数量达到了80多家。

全民追绿 创新变革

治沙植绿是每一个库布其人的情
结。在这里，库布其人付出莫大的毅
力，积极创新变革，为治沙作出了自己
的贡献

在库布其，治沙植绿始终是每一个库布其人的情结。
7月25日早8点，记者驱车前往杭锦旗独贵塔拉镇的

敖楞乌素嘎查采访，行进在穿沙公路上，路两边沙柳、杨
柴等沙生植物在雨后显得更加茂盛。到了莫日根道尔计
的蒙古包，女主人乌仁桑端上香喷喷的奶茶。

莫日根道尔计是敖楞乌素嘎查牧民。这里地处库布
其沙漠腹地，祖辈三代过的都是沙里刨食的日子，过去养
着几十只瘦羊，还要骑着毛驴到30公里以外的地方打草
回来喂羊。经常是早上醒来风沙堵住了门，只好从窗户
爬出去，再一锹一锹把门口的沙子刨开。每年，他都是把
一棵一棵的杨树、旱柳和沙柳树苗种进沙漠里，但都难以
成活。他仍不气馁，直到2003年种红柳才开始成活。如
此循环往复持之以恒地种树，经过不断的努力和探索，杨
树、沙柳、红柳、杨柴、柠条等苗木的成活率居然保持在
90%以上！如今他的万亩草场，绿洲面积已达 7000
多亩。

在邻近的杭锦旗沙日召嘎查，牧民白音道尔计觉得

“沙子把羊埋得只剩脑袋”的日子离自己已越来越远。
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期，鄂尔多斯被列入“三
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大力推进荒漠化防治，提出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1983 年,白音道尔计从部队
退伍毅然选择回乡植树治沙。在政府“掏钱买活树”“以
补代造”等政策激励及当地林业部门和企业的帮扶下，
白音道尔计在自己近 9000 亩的草场上种植沙枣、柠条、
杨柴等沙地植物，还通过借贷等方式获取资金,种植了
大量甘草。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白音道尔计的草场变
绿了。

白音道尔计掐指算着说，“现在我养着 400 多只羊，
靠卖羊羔、羊肉、羊绒、羊毛以及柠条、甘草，再加上每亩
2.25元的休牧补贴和12.25元的公益林补贴，一年的收入
能达到20多万元”。而9000亩生长了十几年的甘草，更
成为他的“聚宝盆”。靠着这些甘草，白音道尔计早已还
清了当年改造草场欠下的67万元债务。

“治沙还绿”的理念以及具有科技创新力的行动，不
仅绿了草场，美了生态，也让呼和木独巴音温都尔嘎查那
仁满都乎的腰包鼓了起来。杭锦旗库布其沙漠水生态治
理区，通过把黄河凌水引入沙漠低洼地工程，让凌水变为
甘露，让沙地变成湿地，不仅改善了沙漠生态，也让当地
养牛的牧民喜上眉梢。那仁满都乎就是生态好转的受益
者。他家里养了600多头野牛，即原生态生长的牛，去年
收入达 100 多万元。现在有了水的沙漠正在变成好牧
地。开春把牛放出去，等秋冬的时候收回来，一头牛能达
到 300 多斤。去年那仁满都乎家还办起了牧家乐，日子
越过越红火。“水来了,环境也好了,我要带领养牛协会的
牧民一起扩大养殖规模。”临别，他对记者说，“明年我要
在互联网上卖牛肉了！”

统计数据显示，30 年前，库布其的植被覆盖率只有
3%—5%，年降雨量不足 100 毫米，一年要刮 50 次沙尘
暴。2017 年，库布其沙漠的植被覆盖率已经达到 53%，
年降雨量已经有 400 多毫米，一年只刮了一次沙尘暴。
生物种类由十几种增至 530 多种，沙区农牧民人均收入
由不足400元增长到了1.5万多元。

走向世界 守望沙漠

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开出了中国
战胜“地球癌症”的良方。如今，库布其
沙漠治理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可持
续的模式，已在全球许多荒漠化严重地
区推广

2017年7月2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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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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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1日，习近平
总书记还指出，防治荒漠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
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我们要弘扬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
理念，共同推进全球荒漠生态系统治理，让荒漠造福
人类。

目前，全球沙 漠 面 积 占 土 地 面 积 的 五 分 之 一 左
右，是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头号杀手”。中国是世
界上荒漠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土地荒漠化与贫
困 相 伴 相 生 ，互 为 因 果 。 我 国 近 35% 的 贫 困 县 、近
30%的贫困人口分布在西北沙区。因此，库布其沙漠
治理的显著成效意义尤其重大。联合国副秘书长、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说，库布
其沙漠治理模式是非常好的案例，可以为世界提供更
多治沙经验。

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开出了中国战胜“地球癌症”
的良方。党的十八大以来，库布其模式加速走进了南疆
沙漠、青藏高原、西部各大沙区，也走进了“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

敖特更花是杭锦旗独贵塔垃镇道图嘎查牧民新村
的民工联队队长，也是首位蒙古族女民工联队队长。
1998 年，她就投入到治沙防沙的建设当中，因此被人
们称为“沙漠玫瑰”。她已带领着自己的团队于 2014
年春天前往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亿利集团的统筹
下，在阿克苏种了 900 亩红柳、600 亩沙柳，还有 240 亩
甘草。

“我 7月 26日就去西藏的山南了。”敖特更花告诉记
者，现在那里已经有了 600 亩育苗基地，大面积种植沙
枣、柠条、杨柴等沙生植物。“沙漠玫瑰”不仅传扬了绿的
希望，更让跟着她干的每一个人也都富了起来，去西藏山
南种树 45 天，每人可挣 16200 元，而且伙食费基本全
免。因此，她的队伍不仅稳定，而且越来越壮大。沙漠中
的播绿人越来越多，而“沙漠玫瑰”之所以绽放得更艳丽，
与利益共享的市场机制分不开。

“今后最大的梦想和使命就是为人类治沙，用库布其
的模式为人类治沙。”治沙 30 年的王文彪说出了许多鄂
尔多斯企业家的心声。

如今，库布其沙漠治理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可持
续的模式,已经成功走入沙特、蒙古国等国家和地区。沿
着“一带一路”，继续在中东、中亚、东南亚等地落地生根，
与全世界荒漠化地区分享成功经验和模式，不仅有助于
这些国家生态修复和改善民生、消除贫困，而且有助于减
少国家冲突和地区纷争，为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了

“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鄂尔多斯运用产业化的理念治沙，走出了一条新
型生态建设和产业化发展之路，创造了沙漠地区的

“绿色发展样本”。库布其治沙模式的产业造血能力
是对绿水青山最好的守护，治沙不再仅仅是公益事
业，用产业化的方式反哺沙地治理，实现生态富民，形
成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赢格局，也
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和谐发
展的境界。

在恩格贝沙漠科学馆，馆长王强充满感情地对记者
说：“我们面对沙漠，不再是简单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而是
敢于挑战自我，寻找人与自然另一种形式的对话，与荒漠
和谐相处。”

2017 年 9 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
约方大会达成《鄂尔多斯宣言》。库布其沙漠的“沙漠绿
色经济”模式作为中国防沙治沙的成功实践被写入 190
多个国家代表共同起草的《鄂尔多斯宣言》，代表着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重要理念获得全球认可。

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在全球多地区推广——

“沙海点金”的中国样本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佳霖

阅 读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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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响沙湾是国内首个沙漠旅游度假景区，这里沙丘连绵不绝，一望无际。2011年响沙湾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每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游玩。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鄂尔多斯杭锦旗亿利阿木古龙甘草健康产业园有机果

蔬示范区里瓜果飘香。这里的实践表明，只要科学运用种

植技术，沙漠也能变良田。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在库布其沙漠采访，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震撼于

对传统沙漠认知的颠覆。在记者眼里，这里根本不是

“穷荒绝漠鸟不飞，万碛千山梦犹懒”的沙漠！与很久以

来人们对沙漠的认识不一样。

最深的感悟是，库布其人和沙漠的关系在逐步变

化。先是仇恨沙漠，与沙漠斗争，再是征服沙漠、利用沙

漠，一路相爱相杀，直到与沙漠和谐相守，向沙漠要效

益，把风沙变成风景，把黄沙变成黄金，走出了人类与沙

漠“守望相助”的文明和谐发展之道。

采访写稿中感触很多，但最让记者感动的有三点。

第一，人民群众百折不挠的首创精神。采访中有无

数与风沙斗的植绿人、护绿人的故事让人难忘。树种了

一年又一年，哪怕10年，库布其人总会用各种创新手法

让其存活茂盛。一片4000多亩的林子，一护就是37年，

尽管腿已疼得打弯，摩托车已骑坏了 4辆，最少时一个

月只有37元的工资，孩子上学就业都有困难，但护林人

田清云看见树冒出了新芽，露出的是最纯粹、最幸福的

笑容。

第二，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库布其人实事求

是、因地制宜，不争论、不迟疑，用市场化的手段，撬动各

种有利因素，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充分尊重企业

和个人的创造性。库布其人打破传统思维，本着尊重自

然、人沙合一的先进理念，用各种形式改变库布其的生

态环境，让沙漠变绿洲，让沙海变黄金。

第三，党和政府是最坚强的后盾。库布其经验中有

一大部分是党委、政府政策性主导治沙。其中，从国家

到自治区、市、旗，各级鼓励百姓治沙植绿的奖励性政策

不计其数，如禁牧休牧给予各种补贴等。总之，就是鼓

励干部群众防沙治沙，种草种树，向大漠要绿洲要效益，

一张蓝图绘到底，荒漠不绿不罢休。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鼓舞下，人们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生态环境，在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指引下，库布其沙漠治理

模式得到进一步升华，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及称

赞。中国样本、中国方案正在为世界荒漠化的治理发挥

巨大作用。

靠智慧与沙漠共存的库布其模式，正在给库布其人

带来富裕、幸福的生活！

向大漠要绿洲要效益
李佳霖

本版编辑 董 磊 李 杰

电子邮箱 jjrbyxdc@163.com

白土梁林场里郁郁葱葱的沙棘林。

李佳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