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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青海格尔木市大力植绿守绿补齐生态短板——

从戈壁荒滩到生态绿城
本报记者 马玉宏 通讯员 李莎莎

从铁锹、铁镐到大型机械。
从少数努力到全民参与、军民携手。
从慕生忠将军种下的第一棵青杨到现

在42877.2公顷的造林面积。
从戈壁荒滩到沙漠绿洲……
自1954年建政以来，一代又一代格尔

木人坚持不懈，在戈壁荒滩深处种出了一
片又一片绿色，那是令人惊叹的奇迹、那是
发自内心的传承。

许多格尔木的“80 后”都还清晰地记
得，小时候格尔木市有绿色但很少，且仅在
夏季和初秋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才能看
到。现在，街道上，绿为底色，红、黄、紫、粉
……五彩缤纷，春末到冬初，那一抹绿是那
样动人，让西部小城一片生机盎然。

说起格尔木种树的故事，点点滴滴，让

人心中感慨万千。
2016年的夏天，驻格某部队因建设需

求，要进行营区供暖管网改造，原本种植的
树木像宝贝一样被包裹起来，送往其他兄
弟单位。看着树木一棵棵被拉走，许多官
兵都感慨地说：“这里种一棵树太不容易，
移走了也不知道适不适应，一定要活了才
行，要不这么多年白长了。”

在格尔木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夏天，
新种的树木常常挂着营养液；冬天，一床床
棉被裹在树的下面，大家都调侃说：咱格尔
木种树，夏天打点滴、冬天穿棉衣。树木有了
病虫害或被移植、被砍伐，总会有百姓去关
注、去询问，如果有树死了，看到的百姓都会
心痛，因为在这里，增加一点绿色太难了。
格尔木海拔2780米，干旱少雨、土质不肥，一

棵树成活需要3年时间，因此，大家对绿色寄
予了希望，也寄托着一份深深的情感。

正是因为这份情感，才让格尔木的环
境越来越好。承载着三代格尔木人的奋斗
和汗水，植绿、护绿、守绿已经成为全民支
持、参与、传承的一种实际行动和精神。正
是这种精神和实际行动，让这个曾被称为

“戈壁荒滩”的高原小城，在发展中成长为
一块沙漠碧玉、一片沙漠绿洲。

格尔木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一座发展
中的城市，一座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城市，更
是一座充满绿色的城市，每一代格尔木人
都会给自己的儿女讲述格尔木人种树的故
事，每一代格尔木人也都像自己的前辈一
样，持续种树，不断造林，让这座青藏高原
上的小城越来越美丽。

令人惊叹的绿色奇迹
□ 马玉宏

多年来，青海格尔木市持续把生态建
设工程当作重要的民生工程，千方百计扩
大城市森林绿地面积，拓展城市绿色空间，
增加人民群众的生态福利，改写沙漠底色，
生态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

绿染大地花满城

初冬的格尔木城区的街道两旁，一棵
棵没有完全凋零的树木、绿化带里泛青的
小草向世人展示着格尔木生态环境保护的
成果。

格尔木市位于青海西部、青藏高原腹
地，冬季漫长寒冷，夏季凉爽但短促，干旱
少雨、风沙较多，且土质多为盐碱地，这样
的环境，使得种树非常艰难。格尔木市林
草局副局长贾青松说：“早些年，格尔木气
候干旱，风沙很大，戈壁滩缺水严重，树种
十分单一，树木成活率也很低。很多树种
和花卉我们连想都不敢想。这些年，格尔
木生态环境大幅改善，风沙少了，雨水多
了，空气也清新了，我们种植了云杉、柽柳、
杏树以及一些果树，同时在花卉种植方面，
试种了牡丹、郁金香、丁香、萱草等，取得了
很大成功，效果良好，这些极具观赏性的树
木花卉深受市民喜爱，也把城市装扮得更
加靓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去年，格尔木市克服水资源不足等困
难，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在该区域营造人工
林1125亩。同时，为缓解水资源不足的现
状，避免该区域周边人工林灌溉受到影响，
格尔木市还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对周边人工
林的灌溉设施进行了改造升级。一排排、
一片片的新疆杨等林木长势良好。

从上个世纪末每年不到3万株树的种
植任务，到2000年大面积人工造林每年百
万棵树，格尔木的生态环境可谓一年一
个样。

榆树、杨树、云杉交相辉映，红刺玫、紫
丁香、牡丹、香蒲、芦苇、苜蓿争奇斗艳，一
道道生态屏障、一条条绿化林带，一次次播
种、一茬茬新绿，换来了格尔木生态向好、
气候变好的良性循环。

由黄变绿改底色

低矮的土坯房、风沙时常刮得昏天暗
地、一年到头不下雨……这是第一代、第二
代格尔木人记忆里的格尔木。

如今，格尔木三季有花、四季有树，再
也不是过去那个满眼土黄的戈壁荒滩了。

从零零散散的红柳、青杨、新疆杨到成
片的红柳、沙枣、新疆杨、青杨、柳树、云杉、
榆树……格尔木的底色变得更加丰富、
多彩。

1975年参军到格尔木的宋德银，去年
从江苏老家回到格尔木，看着这片曾经战
斗过的土地，老人发出了很多的感慨：“格
尔木冬天的户外还能看到绿色，这一点真
是太不可思议了，没想到现在这里环境这
么好，来了几个月，雨雪下了不少，以前一
年也下不了几场雨，干燥得要命，现在，气
候好多了。”比起江南阴雨连绵、终日不见
太阳的气候，老人耿直地说，他更喜欢现在
的格尔木，雨水多了、阳光也充足。

近年来，格尔木市坚持保护和发展并
重，按照生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
针，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等重点生态工程，实施湿地保护与修复、国
家重点公益林、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项目。
记者了解到，2016年以来，格尔木市完成

“三北”防护林封山育林3万亩，人工营造
林0.25万亩。全面落实国家重点公益林
管护任务642.24万亩，管护目标完成率
100%。实施项目118个，完成投资5.38亿
元。新增林地2.18万亩，新增城市绿地
549.63亩。实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项目
2个，完成人工造林4700亩。实施青海省
格尔木市乌图美仁国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
区项目，431平方公里沙化封禁保护区得
到有效保护。2019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到3.4%，绿化覆盖率达到20.58%，绿地率
达到20.37%，人均公共绿地面积7.04平方
米。截至2019年，格尔木市累计完成工程
造林面积 42877.2 公顷，其中人工造林
9255.4公顷，封山（沙）育林33621.8公顷。

做好一篇绿文章

生态环境不仅仅在保护，更重要的是
要在保护中不断发展和创新，近年来，格尔
木树牢生态环保理念，补齐生态环保工作
短板，努力实现基础设施配套优、资源利用
效率高、生态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紧紧围绕生态环境保
护和发展，做好一篇高原生态绿色文章。

记者在格尔木工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
看到，污水排水管网系统大型机械设备不
停地运转，滚动的机械将污水里掺杂的垃
圾一一带出，通过传送带运送出去，经过统
一处理后达标排放，最终消除污水带来的
污染。据了解，该厂年处理污水70万立方
米左右，有效改善了格尔木给排水现状，提
高了本地居民的生活质量。通过项目实
施，不仅实现了中水回用、废水综合利用，
还大大减缓了供水压力。

从植绿守绿到补齐生态短板，从树立
环保理念到创新环保工作，多年来，格尔木
深度践行“抓生态就是抓发展”的理念，严
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重点，
以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为目标，切实加强
环境执法和监督管理，多措并举，让格尔木
的山更绿、水更清。监测数据显示：2019
年1月至10月，格尔木市地表水水质优良
率为100%；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为91.0%，PM2.5年均浓度较考核基准年下
降31.1%。

这些年，格尔木市民对于气候变化最
直观的感受就是雨水多了，天气暖了。据
格尔木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1961年至
2017年，格尔木市57年来年气温（平均气
温、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及降水量均呈上
升趋势，气温和降水的变化对农业、生态环
境产生了积极影响。

随着格尔木生态环境建设及城市绿化
力度的不断加大，格尔木地区的生态环境
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和生存空
间。野生动物的分布、种类、数量有了明显
增加，为格尔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增添了
新的亮点。

格尔木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韩明成介
绍，近年来，格尔木市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要求，加强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
态系统修复，多措并举，使当地的生态系统
得到有效的保护，良好的生态系统成为生
物多样性的主要富集区。植被方面有柽
柳、白刺、黑果枸杞、盐爪爪等；动物资源主
要有绿头鸭、环颈雉、天鹅、灰雁、斑头雁、
赤麻鸭等。

格尔木市位于青海西部、青藏高

原腹地，干旱少雨，土质多为盐碱地，

地质条件、气候环境、灌溉条件为树

木成活增添了重重障碍。多年来，青

海格尔木市持续把生态建设工程当

作重要的民生工程，千方百计扩大城

市森林绿地面积，拓展城市绿色空

间，改写沙漠底色，生态建设实现高

质量发展。

在格尔木拖拉海沙漠地区有这样一处世外桃源，笔直的新疆杨、
鲜艳的红枸杞、清香的中药材、整齐的大温棚，这就是黄河集团——
青海芝润农林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沙漠造血计划”成功打造的苏弥山
庄，青海首个中国农业公园这两年的发展令人惊叹。

“从推进沙化综合治理的初衷，到打造农林开发有机基地的实
践；从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到草木苍翠的绿洲，苏弥山庄取得了‘沙
漠造血计划’的初步成效。”黄河集团董事长黄应山说。

记者了解到，苏弥山庄防风固沙项目整体3万亩，分三期完成，
预计总投资12亿元。现已完成一期万亩绿色全覆盖。经专家测评，
植被整体成活率达到85％以上，整个工程种植乔、灌木等共用苗木
383.4万株，成为格尔木市区、飞机场、周边公路铁路、胡杨林自然保
护区的外围绿色天然屏障，真正起到了沙尘过滤器的作用。

“打造山庄并不难，难的是锁住风沙！”黄应山指着处在最西边的
第一批新疆杨说：这些树已被风沙掩埋了60厘米至150厘米。枸杞
被掩埋的只露出一半，最早种植在这里的蕨麻更是不见了踪迹。

难度虽大，却没阻挡住防风治沙的信心和决心。历时近4年时
间，青海芝润农林开发有限公司在这里打造出了集沙化治理、精准滴
灌、土壤改良、现代农业、有机环保、植树造林、林下经济、中药材种
植、花海果园、科普研发、观光采摘为一体的多功能中国农业公园。

作为融“荒漠化土地治理、农业双创园区、昆仑文化品牌”为一体
的乡村旅游综合体，苏弥山庄主要以有特色的乔灌结合过滤式防风
固沙的林下经济植物为景点，以以色列水肥一体化的高科技滴灌节
能新农业为亮色，以有机枸杞种植、特色中药材及蕨麻产业等为示
范，把沙地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以沙地特色带动文旅康养
的综合发展。

经专家评定，苏弥山庄已成为国家沙漠化综合治理的典范，成为
农林、枸杞、加工、文旅、康养五业互补发展的新模式。

目前，苏弥山庄已完成防护林1060亩；有机枸杞种植6350亩、
特色中草药种植1080亩，已通过欧盟和美国有机认证；有自动化温
室大棚20座，种植藜麦、油菜等500亩。完成倒运土方835万立方
米；完成万吨有机肥料厂、成品库、烘干房、保鲜库各一座；生产及居
住建筑物1.6万平方米。胡杨展览厅、青少年教育基地、木楼观景台
等10个景点已初步落成，为农林观光采摘一体化的综合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

“沙漠造血计划”让生态、社会、经济效益齐头并进，成就了戈壁
深处这片优美的“世外桃源”。

戈壁深处有个“世外桃源”

本报记者 马玉宏 通讯员 李莎莎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1986年，第一次到格
尔木，灰色的土坯房、寥寥无几的小杨树、满眼的土黄色……刚到格
尔木工作时的场景，安从齐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安从齐印象最深的就是：进入秋冬季节，风沙几乎不停地
刮，沙尘天气说来就来，让人防不胜防。气候特别干燥，雨雪天一年
到头基本看不到。当年，格尔木市区外围除了农建师开垦的部分荒
地作为耕地和点缀着孤零零的几棵杨树外，其余全部是漫漫黄沙，一
眼望不到边。

1991年，安从齐由原单位“转战”到格尔木林业站工作，这一干
就是28个年头。

上世纪90年代，格尔木物资匮乏，苗圃的培育、栽种、浇灌几乎
全部靠人工，林业站七八个同志经常加班加点。“格尔木的土质多是
砂砾石，栽种树木很难，以前全靠铁锹、铁镐，有的时候还要下手去捡
挖里面的石头。每年三四月份，也是格尔木风沙最多的季节之一，站
上就一辆皮卡车，苗子出来后要去栽种，工具、苗子、人都挤在这辆车
上。但从没有人抱怨，都是想着怎么把树种好、怎么让树成活。”安从
齐说。

格尔木昼夜温差较大，三四月份早晚还会结冰，用于林地灌溉的
水渠因土质等原因经常淤堵。安从齐告诉记者：“那时候条件太差
了，为了保证树木成活，小伙子们凭着身体好，跳到冰水里清淤，特别
的苦。”

白天忙碌在绿化一线，到了晚上，安从齐他们又面临另外一个硝
烟弥漫的战场。为了保护青藏线上的野生动物，安从齐和站上的几
名男同志经常同森林公安干警一起开展巡山活动，打击非法猎捕野
生动物和盗挖红柳根、白刺根的不法行为。“到了冬天，我们经常会去
巡山，那时候人员较少，大家带着帐篷、行李，坐着皮卡车进山，晚上
穿着棉衣、棉裤，戴着大棉帽睡在雪地上、冰面上。山里的夜晚狂风
肆虐，呼啸的风声里还掺杂着狼叫，刚开始还真有点不习惯。这几
年，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增强了，盗挖树根的现象几乎没有了，植被
得到了恢复，青藏高原成了野生动物的天堂。”

2000年，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人工造林活动，一系列举措让
格尔木的绿色发展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大面积人工造林的开始，让
植树造林成为了全民运动。安从齐说：“从那年开始，咱们市里造林
的力度越来越大，这一年年坚持下来，格尔木就成了现在的‘沙漠绿
洲’，说实话，看着小树苗一天天长大，我打心眼里高兴。”

28年间，安从齐的脚步遍布格尔木各片林地的角角落落，每一
片林子的栽种时间、浇灌时间，他都记在心里，看着成片的树苗一点
点变粗，安从齐脸上写满了欣慰。工作内容比以前单一了，但也更加
专业了，肩上的责任也更大了，安从齐知道，未来的植绿守绿之路还
有好长一段要走。

格尔木市林业站工程师安从齐：

28年的坚守
本报记者 马玉宏 通讯员 李莎莎

青海格尔木市不断加大植树造林力度，经过多年艰难推进，在戈壁沙滩形成了一道道阻挡风沙的生态屏障。本报记者 马玉宏摄

加大生态保护力度让格尔木市环境变
得更好。 本报记者 马玉宏摄

近年来，格尔木市在加大绿化造林力度的同时，持续做好城市美
化工作，城区里各种花卉争奇斗艳。 李莎莎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