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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荒漠化综合治理稳步推进
抓好做实防沙治沙这个大工程

孟

飞

重点工程带动林业建设
本报记者 拓兆兵

激发社会资本造林活力
本报记者 陈发明

科技发力沙海变林海
本报记者 余 健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要

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努力创造新时代

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

屏障构筑得更加牢固，在建设美丽中国上取得更

大成就。

近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进展顺利，各地因

地制宜，不断探索治沙方法和模式。全国沙化土

地面积连续 4 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沙化程度持

续减轻，重点治理区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

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但是，也要看到，在已治理的沙化土地中，初

步、中等治理的面积占 93%，下一步需治理的都是

难啃的“硬骨头”。加上区域水资源矛盾突出，不

合理的人为活动仍然存在，气候变化风险不容忽

视，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因此，各地要充分认识防沙治沙工作的长期

性、艰巨性、反复性。保持战略定力不动摇，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

向，久久为功，驰而不息，把防沙治沙这个大工程

抓好做实。

强化系统思维。防沙治沙是一个系统问题，

涉及土地利用、水资源管理、植被修复等内容。要

加强治沙、治水、治山全要素协调和管理，宜乔则

乔，宜草则草，宜灌则灌，宜沙则沙，通过培育健康

稳 定 、功 能 完 备 的 生 态 系 统 ，达 到 防 沙 治 沙 的

目的。

在加大统筹治理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林地、草

地、沙地一体化管理。坚决制止乱砍滥伐、乱采滥

挖等破坏行为，全面保护和修复沙区生态系统，促

进形成更多沙漠绿洲和更适宜的生态小气候。

发挥科技力量。各地要在科技治沙路上不断

探索新模式。在治沙方面，有机械沙障治沙、复合

沙障治沙等技术；在植树造林方面，有覆膜保水、

灌木树种截杆等抗旱节水造林技术；等等。要继

续深化防沙治沙领域的科技应用，积极开展生态

保护与修复关键技术攻关。

推动科研院校、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防沙治沙新

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建设。完善科技成果转移推广机制，促进一批适

用技术尽快应用到防沙治沙工作中。

倡导群众参与。防沙治沙，离不开政府的坚强领导，更离不开各地群众

持之以恒的努力。从河北塞罕坝一代代务林人薪火相传，到甘肃古浪八步

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扎根荒漠，各地群众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为提高防沙治沙成效提供了有力保障。

倡导群众参与，让其从防治工作中得到切实利益。可以在一些地区发

展特色经济作物，推动绿富同兴。在做好环境评估的情况下，还可以发展板

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治沙改土的模式，开辟“沙产业”新赛道，用沙

漠经济效益反哺防沙治沙工作，让戈壁沙山成为金山银山。

新增压沙面积 100 亩、栽种补种

沙生苗木 21 万多株，这是甘肃武威

市凉州区长城镇红水村村民王银吉

一家今年治沙的新成果。“我们家治

沙 已 经 24 年 了 ，目 前 压 沙 面 积 有

9600 亩地。”王银吉的家离腾格里沙漠不远，曾经

饱受“一茬庄稼种三遍，大风绝收小风欠”的困扰。

从 1999 年春天开始，王银吉一家人每年 3 月上旬开

始压沙，七八月份收庄稼停 1 个月，然后继续干到

年底封冻。

20 多年过去了，王银吉一家在风沙口营造了一

道南北长 3800米、东西长 4000米的大型防风固沙林

带，栽植各类乔灌木 600 多万株，成活率达到压沙

85%。在凉州区，机关干部每年也分春秋两季压沙：

春天在 3 月份开始压沙，秋天在国庆假期后开始，每

次压沙持续一周时间，每年每个干部要压沙 2亩。

凉州区的干部群众压沙造林是甘肃省“三北”

工程建设的一个缩影。经过 40 多年持续建设，甘

肃省森林覆盖率由 1977 年的 4.03%提高到目前的

11.33%。其中，在河西走廊建成 460 万亩的防风固

沙林（带），470 余处风沙口得到治理，1400 多个村

庄免遭流沙危害；建成农田防护林 114 万亩，农田

林网化程度达到 65%。

“我们依照不同区域自然条件、主要问题确定

主攻方向，突出重点工程和示范区建设的带动作

用，有计划、有步骤建设区域性防护林体系。”甘肃

省“三北”工程建设中心主任汪卫国说，在陇东黄土

高原区，甘肃以治理水土流失为重点，依托黄土高

原综合治理等重点项目，实现了工程建设规模与效

益同步提升；在河西走廊，以控制风沙危害为重点，

突出绿洲外围沙化土地治理和锁边林带建设，完善

提高农田防护林体系，构建防沙治沙生态屏障。

为激发全社会造林活力，甘肃鼓励社会投资、

捐赠赞助、森林认养和跨区域合作等形式投入“三

北”工程建设。通过推行“企业+合作社+大户承

包”造林模式，丰富了造林主体，逐步建立完善“国

家有投入，企业有支持，科技做支撑，农民有收益”

的生态建设长效机制。“十三五”时期以来，甘肃全

民义务植树 53900 万株（面积 303.52 万亩），社会公

益造林 100 万亩左右。

同时，甘肃通过采用生态经济兼用树种，大力

营造生态经济型防护林，发展特色林果产业，甘肃

全省依靠林果产业脱贫农民达 141 万余人，实现了

兴林与富民相统一。截至 2022 年年底，甘肃省“三

北”工程区经济林栽植面积为 1325.61 万亩，年产值

445.38 亿元。林下经济栽植面积 324.11 万亩，年产

值 28.37 亿元。养殖面积 40.46 万亩，年产值 6.48 亿

元。发展沙产业企业 1000 余家，沙产业面积 91.3

万亩，年产值 34.09 亿元。

“树长起来，沙固住了，庄稼也得到保护了。我

还要治更多的沙，栽更多的树。这件事，要干就干

彻底！”王银吉信心十足地说。

6 月的西补隆林场草木青翠，绿

意盎然。年过六旬的林场护林员孟

克毕力格正忙着修补封山育林区破

损的围栏，防止牲畜进入林区啃食

植被。

“我们林场是‘三北’工程在巴彦淖尔的重要组

成部分。”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西补隆林

场场长杜永军介绍，今年林场新实施 1000 亩酸枣

树 和 1000 亩 梭 梭 栽 植 ，计 划 实 施 梭 梭 接 种 苁 蓉

3000 亩，探索走出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互促的道路。

同样满目绿意的景象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

左翼后旗科尔沁沙地“双千万亩”综合治理工程努

古斯台项目区也随处可见。仲夏时节，这里一片郁

郁葱葱的樟子松林海。“科尔沁左翼后旗位于科尔

沁沙地腹地，上世纪 90 年代荒漠化严重，大风肆

虐、干旱缺水、流沙漫天，森林覆盖率仅为 7%。”朝

克吐是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工作站林业高级工程

师，他告诉记者，在这里栽树难，栽活树更难。他们

在科学选取造林树种的前提下，创新传统沙地造林

模式，采取机械整地、苗木泡水、深栽浅埋等技术措

施，达到了防止风沙抽打、减少蒸发量、缩短缓苗

期、节约水资源、降低造林成本、大幅度提高造林成

活率的效果。如今，这种造林技术依然应用在科尔

沁沙地的治理过程中。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林业工作站站长郑

东红回忆起当年沙尘暴的情景仍心有余悸：“沙化

最严重的时候刮起的风能遮云蔽日，大风一起，中

午就跟黑夜似的，小孩子都被吓哭了。”

正蓝旗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沙化土地面积

大，生态状况十分脆弱。这些年，锡林郭勒盟依托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生态工程，加大浑善达克沙

地治理力度。“我们坚持自然恢复和工程治理相结

合，采取飞播造林、移民搬迁、封山育林、人工造林

等方式，遵循植被生长规律，有效遏制了沙地的扩

展蔓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土地沙化扩展趋势得

到整体控制，生态防护体系初步形成。”郑东红说。

内蒙古曾是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最为集中、

危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境内分布有巴丹吉林、

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四大沙漠”和毛乌素、浑

善达克、科尔沁、呼伦贝尔“四大沙地”。如今，一代

代治沙人通过科学治理让荒漠披上了绿装，内蒙古

成为全国治沙成效最显著的省份之一。

“我们全面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等国家

重点生态工程，持续推进荒漠化沙化土地治理进

程。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乔灌草结合，集成推

广抗旱造林治沙技术、以路治沙综合治理、流动沙

地沙障治理等防沙治沙措施。通过建立多方位、多

渠道利益联结机制，让广大群众共享沙漠生态改善

和绿色经济发展成果。”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

局相关负责人说。

数据显示，近 10 年来内蒙古累计完成营造林

1.27 亿亩、种草 2.89 亿亩、防沙治沙 1.25 亿亩，全区

生态环境实现了“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重大转

变，森林覆盖率、草原植被盖度均持续提高，沙化土

地面积持续减少。

6 月的宁夏，山川绿意盎

然。从东部位于毛乌素沙漠

的盐池县到西部位于腾格里

沙漠的沙坡头区，一道道防

沙林带傲然挺立；从南部位

于六盘山区的泾源县到北部倚靠贺兰山的大

武口区，一片片绿色美景映入眼帘。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被列入“三北”工程

建设范围的省份。自 1980 年启动“三北”防护

林工程建设这 40 多年来，宁夏坚持把“三北”

工程融入全区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来

谋划，举全区之力建设“三北”防护林，涌现了

王有德等著名治沙英雄以及彭阳县小流域治

理等典型，相关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

“首先，高位推动，理念先行。宁夏回族

自治区党委、政府先后将生态立区、生态优先

作为重大方略予以推动实施，把生态建设提

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宁夏林业和草原局退

耕还林与三北站站长王治啸说，以改善生态、

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宁夏

各市县高度重视林业建设，在推动工程建设

上坚持依靠群众、依靠科学技术、依靠体制机

制创新，将自然修复和人工修复有机结合，规

模治理，整体推进。

坚持分类指导，突出重点，以重点工程带

动区域性林业建设发展。“三北”工程建设涉

及宁夏全境，按照南部山区、中部干旱风沙

区、北部引黄灌区的不同区域特点，科学确定

不同区域的建设方向和治理模式。近年来，

依托“三北”防护林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实施

了中南部生态移民迁出区生态修复、主干道

路大整治大绿化、六盘山 400 毫米降水线造林

绿化、引黄灌区平原绿洲生态区绿网提升等

一系列自治区重点工程，为持续开展全区大

规模国土绿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加大对特色优势林产业的扶持力度，促

进全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林由

“ 三 北 ”工 程 实 施 前 的 0.833 万 公 顷 增 加 到

2020 年的 23.76 万公顷。林产业及相关产值

由“三北”工程实施前的 3000 万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300 亿元。其中枸杞综合产值就突破了

210 亿元，“中宁枸杞”等先后荣获中国驰名

商标。

“三北”工程实施后，宁夏森林面积由工

程 建 设 前 的 6.87 万 公 顷 增 加 到 2020 年 的

82.06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 1978 年的 2.4%提

高到 2020 年的 15.8%；累计治理沙化土地 47

万公顷，荒漠化程度明显减轻；减少排入黄河

泥沙量 0.4 亿吨，恶劣的生态面貌得到有效改

善；生态游兴起，乡村游、葡萄酒庄游、采摘游

等呈现出林旅融合、农旅融合发展的好势头，

形成了林下鸡、林下粮等一二三产全产业链

发展的新格局。如今，宁夏成功实现人进沙

退，人人都为治沙成果感到自豪。 本版编辑 李 苑 美 编 高 妍

2023 年 5 月 8 日，在位于河南省项城市郑郭镇东南方向
4 公里处高营村的一片田地里，项城市豪鑫金属回收废旧
蓄电池综合利用、项城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项城市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 3 个在建项目都在进行紧张施工，现场一派繁
忙景象。

项 城 市豪鑫金属回收废旧蓄电池综合利用项目是这
3 个在建项目中最大的一个，计划投资 14 亿元，占地 260
亩，是一家集废旧铅酸蓄电池的回收、拆解、冶炼、再
生产为一体的企业。项目预计今年 12 月投产，届时每年
可处理废旧蓄电池 18 万吨，年产 200 万千伏安时全密封
免维护动力铅酸蓄电池，预计年销售收入超 70 亿元，上
交税收 6 个多亿元。

河南省周口市“三个一批”重大项目观摩组来到项城市
豪鑫金属回收废旧蓄电池综合利用项目进行观摩后一致认
为，循环经济在推动社会向节约型方向发展、产业升级的节
点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一个前景光明的项目。

距离工地不远处，正在进行设备组装的项城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总投资 4.69 亿元，是项城市重大民生工程之
一。项目建好后，每天可消化项城中心城区产生的所有生活
垃圾，日处理生活垃圾规模为 800 吨，年可实现焚烧垃圾 29.2
万吨，年额定发电量约 1.153 亿千瓦时，真正实现生活垃圾

“变废为宝”。
另外，总投资 1200 万元的项城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项

目，虽然占地只有 5 亩，但是属于国家重点项目之一。项目
建好后，采用全新的微波处理工艺，日可处理医疗废物 5 吨。

众所周知，当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日
益丰富的生活，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废弃物。垃圾的回收利
用，是城市发展中一项重要工程。随着我国逐步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的循环经济迎来
重大发展机遇。

近年来，项城市持续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园发展，循环经
济产业具有税收高、投资大、发展前景好等特点。当今中国，
循环经济可谓是社会各界使用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
等调整优化。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

郑郭镇作为循环经济产业园所在地，地位重要、责任重
大、任务繁重。针对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郑郭镇成立优化
营商环境领导组，做到一企业一专班，为园区企业提供“一站
式”服务，坚决做到“围墙内的事情企业办 围墙外的事情政
府干”，让企业专心搞生产、政府专心搞服务。同时进一步加
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准招商，拉长循环经济产业链，争取上下
游企业入驻。项城市郑郭镇循环经济产业园，将成为周口市
沙颍河经济生态带上的一颗明珠。

（数据来源：河南省项城市郑郭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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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项城市

发力循环经济 让废旧物美丽重生“酿酒需要时间成本，储存时间越长，白酒质量越好，酒
厂资金周转因此也比较慢。还好现在可以用窖藏原酒作为
抵押物贷款，大大缓解了我们在生产上的资金缺口。”浙江省
诸暨市原锅同山烧酒厂负责人，提起前不久收到银行 950 万
元“酒贷通”贷款，有感而发。

一直以来，浙江诸暨农商银行针对同山烧酒企产业存货
量大、资金需求旺、有效抵押不足的特点，开展了一系列调
研，并以同山镇试点绍兴市文化金融改革试验区为契机，做
深“党建+金融+产业+文化”文章，全面优化提升同山烧产业
发展生态。

2022 年，诸暨农商银行融入同山镇“醉美同山”共富工坊
建设，借助绍兴金融监管部门推广“金融支持强村共富联合
体”服务模式的东风，创建同山烧文化金融专营支行（同山镇
共富工坊金融服务中心），为同山烧产业整体授信 10 亿元，创
新推出原酒抵押贷款——“酒贷通”，贷款额度最高 3000 万
元，期限最长 10 年，酒企可通过原酒抵押获得融资。另外，消
费者还能用储藏在酒企的酒抵押获得按揭贷款，以每月零散
的消费支出，到期获得高品质的陈年同山烧。

截至目前，诸暨农商银行已为同山烧产业提供了覆盖原
料种植、生产酿制、窖藏库存和市场销售的全周期金融支持，
推广浙江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融资模式，向 242 户同山烧经
营户累计发放贷款 1.2 亿元，带动产业核心区村级集体经济
增收超 300 万元、村民增收超 1000 万元。

此外，浙江诸暨农商银行还创新打造“同山烧乡情驿
站”，具备代理缴费、转账、取现、纠纷调解、物流、政务等综合
服务功能，为全镇百姓客户提供一站式、多功能、综合性的便
民服务体验。 （数据来源：浙江诸暨农商银行）

·广告

浙江诸暨农商银行

金融活水酿出“醉美”共富滋味
深圳市银通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信息公告
特别提示：挂牌公告期满，若只征集到一个符合条件的

意向受让方，由交易中心组织交易双方比较挂牌保留价与意
向受让方报价。若意向受让方报价不低于挂牌保留价，则由
交易中心在原公告渠道补登公告 7 个工作日，如没有新的意
向受让方，则以意向受让方报价采取协议方式成交；若意向
受让方报价低于挂牌保留价，则不成交。挂牌公告期满或补
登公告期满，若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选择网络竞价（一次报价）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张先生 19924450492
林先生 13509608533

项目编号：YTQH23060012
项目名称：珠海市兆宏盛世有限公司等 4 户债权资产包
转让底价：本项目转让方设有保留价，意向受让方提交

受让报名材料时需要提交意向收购价格
保证金：人民币 10,000,000 元（挂牌期间内交纳，以挂牌

截止日 17:00 前到账为准）
项目简介：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

司委托我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珠海市兆宏盛世有限公司
等 4 户债权资产包”。标的所在地为北京市、珠海市、厦门市，
截至处置基准日 2023 年 3 月 31 日，珠海市兆宏盛世有限公司
等 4 户债权资产包总额为人民币 366,541,549.26 元，其中：本
金 197,425,120.57 元 ，利 息 164,568,609.23 元 ，代 垫 费 用
4,547,819.46 元。（以上债权金额仅供参考，具体金额以生效判
决、破产法律文书、借款合同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件确认的为
准）。

以上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市银通前海金融资产交
易中心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网站 www.ytfae.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6 号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大厦 33 楼

深圳市银通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