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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防护林工程树立生态建设典范

巩固发展祖国北疆生态屏障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
三北工程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
坚持久久为功，创新体制机制，完善
政策措施，持续不懈推进三北工程建
设，不断提升林草资源总量和质量，
持续改善三北地区生态环境，巩固和
发展祖国北疆绿色生态屏障，为建设
美丽中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此后一年间，三北工程都做了哪
些工作？攻克了哪些难题？经济日
报记者进行了追踪采访。

持续奋斗

“一年来，工程区各地凝心聚力、
持续奋斗，工程区林草植被建设不断
推向深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三北
局局长张炜说。

一年来，三北工程区各地组织开
展了系列专题研究和调研活动，并做
好成果运用，为全力推动工程建设科
学发展夯实工作基础。内蒙古自治
区制定了《深入学习贯彻三北工程建
设40周年总结表彰大会精神的工作
方案》，印发《关于加强2019年三北
工程建设宣传工作的通知》，进一步
树立筑牢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的信心和决心。山西省大力宣传
三北工程建设40周年总结表彰大会
精神及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事迹，为推进全省国土绿化打硬
仗、开创三北工程建设新局面奠定了
思想基础。陕西省开展系列宣传活
动，大力营造全社会支持三北工程建
设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
吉林省印发了《关于大规模开展国土
绿化行动的实施意见》，组织开展林
草生态修复十大工程，带动国土绿化
深入开展。

攻坚克难

初冬时节，走进河北省保定市
“京西百渡百里画廊”景区，只见野三
坡、白石山、易水湖、紫荆关各景点连
接成串，互为呼应，山头水边层林尽
染，煞是好看。

保定市地处太行山东麓，有大片
石灰岩、片麻岩山区。“京西百渡百里
画廊”恰巧处于石灰岩、片麻岩山

区。石头山上本来寸草难生，“京西
百渡百里画廊”能有这样丰富的植
被，全是因为保定市依托三北防护林
工程，采取了高规格整地、大苗木栽
植以及水、电、路配套等科学绿化技
术。目前，保定市绿化覆盖率已达
41.95%。

保定市成功让石头山披上绿装，
是三北工程区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
的一个典型。

高质量发展首先表现为林草资
源总量扩展步伐的加快。张炜介绍，
一年来，工程区各地积极开展大规模
国土绿化行动，瞄准每年完成营造林
1000万亩以上的目标速度持续推进
工程建设。截至目前，山西省已完成
造 林 64.8 万 亩 ，占 年 度 计 划 的
100%；退化林分修复 10 万亩，占年
度计划的100%；内蒙古完成人工造
林78.01万亩，飞播造林8万亩，封山

（沙）育林 48.1 万亩，退化林分修复
17 万亩；宁夏提出全年完成国土绿
化面积 130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15.2% ，草 原 综 合 植 被 盖 度 达 到
55.5%；河北省全年三北防护林工程
完成造林绿化 65.4 万亩，占全年计
划任务的100%。

林草资源质量提升方面，三北工
程区全年安排部署改造退化林分
317 万亩。为科学有序推进退化林
分改造，各级林草部门深入开展退化
林修复专题调研，详细摸查底数，了
解情况，严格把关。三北工程局今年
在山西大同召开了退化林修复改造
现场会，研究提出了新时期推进退化
林修复改造的思路和措施，下发了

《全面落实三北工程退化林修复改造
任务的通知》，分类推进退化林修复
改造，建立了退化林修复改造“四到
县”的责任机制，并在资金管理上全
面推行“报账制”，按照轻重缓急、分
类施策的原则，积极推进退化林修复
改造，减少存量、遏制增量。吉林省
召开吉林省中西部农田防护林网修
复完善工程启动会议，决定利用5年
时间，完成113.5万亩农防林更新改
造任务。

为提高林草植被科学绿化水平，
三北局组织开展了“三北工程区水资
源承载力和林草资源优化配置”专题
研究及应用，持续推进三北工程综合
示范区建设，重点加强林木良种、经
济林树种、不同立地类型的植被恢复
模式等适用技术的推广。同时，继续

加强百万亩防护林基地、黄土高原综
合治理林业示范、精准治沙重点县等
项目建设力度，新启动了雄安新区、
湟水河流域两个规模化林场和黑龙
江松嫩平原、宁夏引黄灌区两个百万
亩防护林基地。三北工程大数据管
理服务平台建设也显著加快，以实现
造林种草精细化、数据化管理和动态
监测，提高工程管理效率和水平。

再绘新图

“我们要以提升林草资源总量和
质量为主攻方向，力争到2035年，提
前 15 年完成工程总体规划目标，森
林覆盖率提高到15%以上，三北地区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北疆绿色生态屏
障基本建成。”张炜说，三北工程总体
规划修编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为此，
三北局组织了两次专题调研。

三北工程总体规划思路是：风沙
区要在保护好沙区现有林草植被的
基础上，把治理重点放在干旱半干旱
农牧交错地带，突出抓好科尔沁沙
地、毛乌素沙地、呼伦贝尔沙地的集
中治理，着力抓好河西走廊、新疆绿
洲、阿拉善高原沙漠边缘的基干林带
建设，建设乔灌草相结合的防风固沙
林体系；西北荒漠区要以保护天然荒
漠植被为重点，加大封禁保护力度，
加强沙化土地源头治理，强化“一带
一路”沿线自然保护和生态修复，建
设以原生植被为主的荒漠绿洲防护
林体系；黄土高原区要以小流域治理
为单元，由小流域治理向整流域治理
推进为重点，突出抓好西北黄土区、
东北黑土区、北方土石山区等区域的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建设生态经济型
防护林体系；平原农区要以改善农牧
业生产条件为重点，突出抓好华北平
原、东北平原、黄河河套等粮食主产
区的农田防护林更新改造、完善提高
和优化升级，建设网带片相结合的高
效农田防护林体系。

张炜说，将把三北工程作为开展
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主体工程，力
争每年完成造林1000万亩以上，加快
建设一批规模化林场和百万亩防护林
基地，加快退化草原生态修复进程，筑
牢北方绿色生态屏障的基本骨架。

为改善生态环境，
1979年，我国开始实施三
北防护林工程。40年来，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取得
巨大成就，为生态文明建
设树立了成功典范。2018
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对
三北工程建设作出重要指
示。此后一年间，各地各
部门大力弘扬“三北精
神”，将三北工程和推进乡
村振兴结合起来，努力实
现增绿和增收相统一，为
促进可持续发展构筑更加
稳固的生态屏障。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北疆古尔班
通古特沙漠绵延 4.88 万平方公里，
是我国第二大沙漠；南疆塔克拉玛干
沙漠绵延 33 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
大、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实施 40
年来，新疆生态建设飞速发展，取得
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三北局局长张炜说，
防沙治沙始终是新疆林业生态建设
工程的主要任务和重要目标。2011
年开始实施的三北防护林体系第五
期工程，建设范围覆盖全疆 87 个县

（市），规划 10 年造林 2850 万亩，现
已完成 1347.5 万亩，使全疆森林覆
盖率由4.02%提高到4.87%。目前，
全疆绿洲外围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
面积出现缩小态势，沙区植被盖度增

加。人工绿洲面积已由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 1.3 万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
的6.2万平方公里。

在库车县阿拉哈格镇库那斯 4
村，香梨单产高达 1700 公斤/亩，成
为群众的“摇钱树”。

“兴林与富民必须紧密结合，生
态建设才具备可持续性。在三北防
护林工程建设过程中，各地结合农村
产业结构调整，把林业重点工程建设
与发展特色林果业结合起来，成为农
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张炜说。

统计数据显示，新疆林果面积以
每年百万亩以上的速度快速扩张。
目前，全疆林果面积稳定在 1845 万
亩，年总产量 769 万吨，林果业年总
产值488亿元，林果种植总面积位列
全国第6位，基本形成南疆环塔里木

盆地林果主产区和东、北疆若干特色
鲜明的林果基地。南疆三地州林果
收入占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30%以
上。林果业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风沙和干热风是千百年来严重
危害新疆农业生产的两大自然灾
害。农田防护林建设是新疆三北防
护林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林业重点工程
的强力拉动下，新疆农田防护林建设
呈现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在农防林建设过程中，新疆根据
当地自然灾害特点和农业生产实际，
科学确定了农田防护林建设标准：常
年耕种的水浇地，南疆要求农田林网
化达 90%以上，农田防护林占地比

达 10%以上；北疆农田林网化要求
达 80%以上，农田防护林占地比达
8%以上。地形复杂、不易统一规划
的农田，则按自然地形配置防护林
网，树随地走，形成防护林骨架，林相
整齐，林木保存率85%以上。同时，
各地配套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比如
2014年，巴音郭楞颁布《巴州农田防
护林建设管理实施条例》；2017 年，
吐鲁番出台《进一步加强林木管护工
作的意见》。

经过全区上下的不懈努力，目前
新疆已有12个地州市、82个县（市）
基本实现了农田林网化。一个以农
田防护林、大型防风固沙基干林带和
天然荒漠林为主体，多林种、多带式、
乔灌草、网片带相结合的综合防护林
体系已初步形成，为新疆农牧业连年
丰收提供了强有力的生态保障。

据测定，农田林网化能使平原农
区风速降低约 50%，空气相对湿度
提高近20%，减少水分蒸发30%。

新疆农田林网建设有效保障了农
业连年稳产丰收。统计数据显示，
1977年新疆粮食单产为100公斤/亩，
目前提高到420.63公斤/亩，增幅高
达320.63%。

新疆农田林网建设保障农业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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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工程新疆农田防护林。 （资料照片）

深秋时节，河北省张家口市张
北县国营中心林场红叶似火，分外
妖娆。这片曾经的过熟杨树低质
林 经 过 更 新 改 造 ，已 焕 发 出 新
生机。

张北所在的坝上地处首都北
京的西北部，是沙尘入京的重要路
径。上世纪70年代，通过实施三北
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
林等重点生态工程，坝上基本形成
了以晋蒙边界防护林带、沿坝水源
涵养防护林带和中间农田牧场防
护林网为主的“两带一网”林业生
态防护体系。2000年后，防护林进
入过熟期，林木出现死亡现象，退
化面积达121.57万亩，占杨树现有
林面积的79.5%。

经过深入调研，国家林草局依
据第七、八、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
查结果，对三北工程区退化林现状
进行了统计分析，提出了加强三北
工程退化林修复改造的意见和
建议。

“从调研情况来看，引起三北
防护林老化、退化的原因已经基本
摸清，主要是由生理过熟、树种选
择不当、干旱缺水、病虫鼠害等因
素造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三北
局局长张炜说。

以坝上张北地区为例，新中国
成立时，这里几乎没有树，都是沙
荒地。1956年，张北县国营中心林
场采取插条的办法栽植抗干旱、易
成活的杨树。数十年来，这些人工
种植的杨树枝繁叶茂，在防风固
沙、捍卫京津冀生态安全中作出了
突出贡献。然而，任何林木都有生
命周期，几十年过去，坝上人工杨
树林已进入过熟阶段，林木老化，
抗逆性差，成为“小老树”，甚至出
现濒死木、枯死木。

林场一位退休老人告诉记者，
当时为了尽快防风固沙，只能用生
长最快的杨树。今天看来，其实樟
子松更适合固沙，但樟子松不能扦
插，而且松苗埋根浅，禁不住风刮，
不能够快速成林。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
百废待兴。在国家财力不足的困
难时期，基层群众想出插条造林的
土办法，在广袤的三北防风固沙最
前线，用最短时间、最低成本，营造
出大片人工林，足以彪炳史册。当
时这些人工防护林主要是小叶杨
纯林，扦插造林密度过大，导致营
养供应不足、生存空间狭窄，加速
了林分老化。如今，小叶杨已经完
成了自己的使命，对三北工程退化
林进行修复改造，成为我们当代人
义不容辞的责任。

张炜表示，开展退化林修复改
造工作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
准原因，分类指导，对症下药，着力
在优化林草布局、科学开展造林绿
化、积极修复改造退化林等方面下

功夫。
对于三北人工林出现的老化、

退化现象，原国家林业局高度重
视，进行了不少摸索和试点。比如
上世纪80年代末，山西省杨树局就
在雁北地区开展了改造退化小叶
杨的探索性实践；90 年代中期，针
对西北地区杨树天牛危害造成的
林分退化，三北局开展了以伐根嫁
接为主的更新改造技术的推广
应用。

三北工程退化林修复改造进
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则是在党的
十八大以后：

2014年，国家启动了河北张家
口坝上地区退化林改造试点项目。

2015年，启动了三北工程退化
林修复改造试点工作，试点范围由
最初的 9 省（区）50 个试点县扩大
到2018年的10省（区）90个县，同
时启动沙区灌木林平茬复壮试点。

2019年，国家发改委在中央预
算内投资中专门安排退化林修复
任务；财政部在林业改革发展投资
中安排退化林改造和灌木平茬复
壮。退化林修复和改造在工程区
全面启动。

张炜介绍，退化林修复和改造
的总原则是：退化林修复项目重点
向老化、重度退化的乔木林倾斜，
以更新修复为主，对林木稀疏、林
中空地较多的可采用全面补造修
复。退化林改造项目重点向中度、
轻度退化的乔木林和灌木林倾斜，
以抚育修复、补造修复和平茬复壮
为主。为此，三北局编制、颁布了
三北工程退化林修复《技术指南》

《管理办法》《技术规程》等标准体
系，创新了更新修复、冠下造林、伐
根嫁接、平茬复壮、补造修复等许
多行之有效的修复模式，探索出了
合同制、报账制、公示制、技术负责
制等许多有效的管理机制，利用修
复改造剩余物开发了生物质能源、
颗粒饲料等高附加值产品，提高了
修复成效。

据了解，张家口市121.57万亩
退化防护林改造工作已完成。全
区栽植各类苗木4175万株，建设围
栏和护林边沟 617 万米，实施种植
业结构调整和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退减有效灌溉面积 27 万亩，压
减地下水开采量 0.6 亿立方米，圆
满完成了项目建设任务。

截至目前，三北工程退化林已
完成修复改造任务 398.7 万亩，平
茬复壮灌木林89.27万亩。按照目
前每年可修复300万亩的进度，减
少总量、遏制增量、局部减轻的目
标完全可以达到。

“开展三北退化林修复改造，
巩固和发展祖国北疆绿色生态屏
障，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任务
艰巨，使命光荣。”采访结束时，张
炜如是说。

迎接生态治理挑战

退化林迎来新生

三北工程新疆阿克苏柯克牙绿化。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