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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疆 何 以 现“ 江 南 ”
——新疆阿克苏持续推进生态治理工程调查

本报记者 乔文汇 耿丹丹 马呈忠

车行至新疆阿克苏地区各市县城区，一路绿

色相伴；即使在远郊的大漠戈壁，也不时可见一

抹抹绿色。眼前这番景象令人心生感慨，又不免

疑惑：南疆何以现“江南”？

地处天山中段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沙化

土地约占一半面积的阿克苏地区生态系统脆

弱。上世纪 80 年代，阿克苏市城区居民饱受风

沙之苦，一年中沙尘天气超过百天。“总有沙尘

天，平时都不敢开窗。风沙大时昏天黑地，白天

都要开灯，能见度只有几米。”阿克苏市民艾尔

肯·麦麦提回忆。

为治理风沙，1986 年，阿克苏地区动员全社

会力量，在主要风沙源——柯柯牙区域引水、种

树，实施荒漠绿化工程。此后，当地又相继实施

了阿克苏河流域生态治理工程、渭干河流域生态

治理工程、空台里克区域生态治理工程、艾西曼

湖区域生态修复及荒漠化治理工程。眼下在阿

克苏，风沙渐行渐远，绿色蔓延开来。

戈壁滩上建绿洲，阿克苏是怎样做到的？

接力筑牢绿色屏障

走进柯柯牙纪念馆，一组卫星遥感影像图令

人感慨，这些图片清晰记录了柯柯牙区域从一点

林到连片林、主色调从灰色到绿色的变化。

柯柯牙，意为“青色的崖壁”，曾是阿克苏市

城区和温宿县城区的主要风沙策源地。上世纪

80 年代，这里沙尘肆虐，几乎寸草不生，周边居民

一年中有约四分之一时间在沙尘天度过。当时，

阿克苏市、温宿县等被荒漠戈壁包围，最近处的

沙漠距城区只有 6 公里，且以每年 5 米的速度

逼近。

根治风沙灾害，破解沙进人退，根本出路在

造林，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37 年前，在缺少

工程资金和大型机械设备、没有劳动报酬的情况

下，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拉开了序幕，机关干部、

企事业单位员工、部队官兵齐上阵，在亘古荒原

种下希望，柯柯牙区域开始一点点变绿。

以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等“5 个百万亩工

程”为主的生态治理工程的实施，让阿克苏大地

铺上绿色。数据显示，5 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

已完成造林逾 480 万亩。从 1980 年到 2022 年，

阿克苏地区森林覆盖率从 3.35%提升至 9.04%；

1986 年，人工造林面积 74.01 万亩，2022 年已达

566 万亩。

在阿瓦提县英艾日克镇境内的艾西曼湖区

域，一排排杨树、沙枣树并肩而立。正在实施的

艾西曼湖区域生态修复及荒漠化治理工程，是阿

克苏地区第 5 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如今，这

里的荒漠区植被面积逐年增加，生物多样性得到

恢复，自然形成的水面湿地已达 1 万亩。

从戈壁荒漠到苍茫林海，从风沙频袭到林风

习习，关键在于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

干。阿克苏地委书记吴红展说，我们持续推进荒

漠绿化，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构筑起

集造林绿化、封育保护、水源涵养、农田改造、防

风治沙于一体的生态安全屏障。

生态治理和保护项目实施周期长、见效慢，

需要具备大局观念、长远眼光。“生态治理和保护

要算大账、算长远账”“功成不必在我”“久久为

功，善作善成”⋯⋯在阿克苏地区采访，这些话语

时常萦绕耳畔。

只有执着追求、奉献精神并不够，阿克苏还

在科学植绿、产业兴绿、深度赋绿上做文章，着眼

于推进社会化投资、市场化运作，培育特色林果

产业，不断拓宽生态治理思路。

2021 年，

阿克苏地区申报

新疆塔里木河重要

源 流 区（阿 克 苏 河 流

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工程，成为“十四五”

时期全国第一批、新疆第一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这项工程将艾西曼湖区域生态修复及荒漠

化治理工程作为子项目统筹部署。阿克苏地区

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科科长王海东说，如果说

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是阿克苏生态治理和保护

的 1.0 版，此后的 4 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就是

2.0 版，那么新疆塔里木河重要源流区（阿克苏

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

程则是 3.0 版。

“阿克苏生态治理和保护正在迈向精细化、

品质化。”王海东告诉记者，“3.0 版工程”根据阿

克苏河流域突出生态问题，划分 4 个生态修复单

元，共部署五大类工程 35 个子项目，总投资达

53.73 亿元。“不管升级到哪个版本，都要遵循新

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

精准发力补齐短板

沿着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老大河河岸前行，

沿河修建的 38 公里生态防护道路平坦宽阔，河

道内两侧分布的石笼“守护”着河道，岸边的生态

林郁郁葱葱，不时可见水鸟飞翔。

“在过去，这条河几乎成了死水。”阿瓦提县

自然资源局副局长王福平介绍，老大河为阿克苏

河的一部分，是阿瓦提县 4 个灌区的灌溉水源，

河流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26.25 亿立方米，约占阿

克苏河年径流量的三分之一。但因部分河段常

年淤积，沿线水土流失较为严重，造成沿岸胡杨

林、柽柳等植被缺水，河道沿线出现大量荒地。

老大河流域生态的改善，要归功于新疆塔里

木河重要源流区（阿克苏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实施。这个被当地

干部群众称为“山水项目”的工程，开启了阿克苏

新一轮的生态治理和保护。

如果将此前实施的 5 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

程视为“补白”，那么“山水项目”的实施则意味着

阿克苏生态治理和保护进入精雕细刻阶段，按照

系统思维、精准发

力的原则，努力补

齐生态短板。

“‘山水项目’

让 老 大 河‘ 活 ’了

起来。”王福平说，

2021 年，阿瓦提县

开 启“ 山 水 项 目 ”

子 项 目 —— 老 大

河 流 域 生 态 治 理 工

程 。 通 过 疏 浚 河 道 、

岸坡整治、生态修复等措

施，构建了区域河、林、草、田复合生态系统耦合

机制，使老大河周边脆弱的生态环境得以恢复，

最终达到区域生态平衡。

阿克苏“山水项目”实施区域涉及阿克苏市、

温宿县、阿瓦提县和乌什县，总面积达 360.23 万

公顷，占整个阿克苏地区面积的 28%。开展如此

大规模的保护和修复工程，关键在于全局谋划、

系统治理、有序推进，发挥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协

同作用。为此，阿克苏地区破除行政壁垒，从规

划、设计到实施，综合考虑各类生态要素，进行系

统性保护和修复。

环城坎坡生态修复工程是在温宿县实施的

11 个“山水项目”子项目之一。在工程现场，坎坡

沿线绿植连成一片，坡底已被加固，部分坡道采用

“鱼鳞坑+人工造林”和削方降坡方式进行固土。

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常年困扰当地百姓的

一道“伤疤”。环城坎坡由不同水系切割、冲击而

形成 50 公里长的高陡台地，呈半包围形环抱着

温宿县城。坎坡原始地表植被稀少，大片土地裸

露，是横亘在城市外缘的风沙策源地，有较大的

安全隐患。经过 1 年来的生态修复，目前已建成

林地约 58 公顷、植树 22 万株，有效减少了水土流

失、土地沙化。

“我们遵循整体保护、系统治理思路。”温宿

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任新华说，当地围绕“保

好天山水、固好山间土、提升绿洲林、养好山下

田”的目标，统筹考虑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科学布局“山水项目”子项目。

在“山水项目”实施过程中，阿克苏地区坚持

通盘谋划、整体推进，林草、农业农村等各部门通

力配合，通过解决水源涵养能力不强、水土保持

功能下降、水生态安全与水土利用低效等问题，

系统推进项目建设。

“我们依托大数据智能化手段，对项目立项、

可研、规划、施工、验收和资金支付等进行全流程

监管，集成测绘地理信息技术和数据资源，构建

项目进度和实地情况‘一张屏’监管，强化了项目

执行效率。”王海东介绍。

以林养林良性循环

植绿不易，守绿护绿更难。阿克苏地区因地

制宜，合理调整绿化造林结构，摸索出一条鼓励

全民参与绿化，共享经济收益的以林养林之路。

夏日里，走进温宿县各乡镇，满眼翠绿，瓜果

飘香。在依希来木其乡团结村，枣林连片，红枣

挂满枝头。2000 年，村民马天亮刚到团结村时，

这里还是一片戈壁荒滩，风沙起时天昏地暗。马

天亮和其他村民连年种下防护林，风沙逐年减

弱。2007 年，他开始尝试种植红枣树，3 年后就

尝到了甜头。去年，马天亮种的 20 多亩红枣收

入达到 10 多万元。

发挥南疆光热资源优势，在防护林网中套种

苹果、核桃、红枣等经济林，成为最常见的以林养

林模式。此外，阿克苏还推广了“林农兼顾”“林

下养殖”“采摘经济”等模式。“团结村有土地 6000

亩，其中 5900 亩是红枣。村里倡导施有机肥，红

枣卖出了好价格；我们还组织村民发展林下养

殖，拓宽了增收渠道，这才走稳了以林养林的路

子。”团结村党支部书记付道顺说。

“当年，在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人们住地窝

子、喝涝坝水，靠一台拖拉机、一辆马车，以及铁

锹、坎土曼等生产工具，在戈壁上栽下一棵棵树，

孕育出这片上万亩的果林，非常不容易。”温宿县

宝圆果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国庆感慨。公

司所在的温宿县柯柯牙镇果林村核桃示范基地，

带动了周边 16 万亩核桃实施标准化建设、精细

化管理，为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的一部分。

如今，宝圆果业的优质核桃远销俄罗斯、中

亚等国家和地区。企业还通过精深加工项目，开

发生产高附加值的核桃油、核桃酱等产品，林果

产业链不断延伸。“现在青皮鲜核桃很受消费者

青睐，我们正在探索优化储藏技术，让核桃鲜果

从地头到餐桌味道保持鲜美不变。”刘国庆说。

随 着 以 林 养 林

模式不断完善，不仅有

宝圆果业等国有企业参与

生态建设，阿克苏地区还吸引

了 不 少 民 营 资 本 在 戈 壁 滩 上 建 设

绿洲。

在温宿县 10 万亩生态园北部，阿克苏冰雪

蜜脆园果业有限公司的万亩苹果园长势良好。

2013 年，被“谁建设、谁管护，谁投资、谁受益”造

林政策吸引，这家企业落户温宿县，在戈壁荒滩

发展林果产业。

“我们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带动

500 余人在果园稳定就业，每年季节性用工达 4.6

万余人次，生态效益则惠及更多群众。”阿克苏冰

雪蜜脆园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红说，最近两

年，公司平整土地推广种植樱桃，目前基地已建

成 550 座大棚，进入盛果期后，每座大棚能获得

3 万元至 5 万元收益。

通过以林养林，发展特色林果产业，阿克苏

地区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实现了良性互动。截

至 2022 年，全地区特色林果种植总面积达到 450

万亩，果品产量 259.64 万吨，总产值 182.03 亿元，

林果产量、产值均列新疆首位；在阿克苏市、温宿

县等荒漠绿化生态治理工程所在县市，林果收入

已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50%。

生态价值持续转化

“温宿县环城坎坡生态修复工程启动伊始，

就瞄准古迹保护与生态保护修复双赢目标。”任

新华告诉记者，坎坡坡顶分布有多处古城古墓群

遗迹。当地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的思

路，尽可能保留原始地貌，减少人为扰动，在古迹

分布区域，采取挂网喷浆固坡等方式保护古迹。

温宿县还自筹资金，依托温宿县姑墨文化，启动

建设故城文化旅游区项目，为温宿县文旅产业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培育了经济新增长点，推动了

生态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化。

“故城文化旅游区正式运营后，游客在旅游

区内可观看文艺表演、品尝特色美食，感受独具

特色的民俗和历史文化魅力。”温宿县文化体育

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项目办负责人王潼介绍，届时

将 有 力 带 动 当 地 土 特 产 品 销 售 、住 宿 和 餐 饮

消费。

如今，在阿克苏地区的乡村，越来越多村落

结合生态建设迈向田景相融，拓展了生态效益向

经济效益转化路径。走进温宿县温宿镇金华新

村，一幅江南田园风光映入眼帘，农家小院别具

一格，庭院深深，绿树成荫。

金华新村党支部书记布海力且木·艾孜木告

诉记者，定位为林果文化产业主题村的方宿项目

不仅是一家民宿，还是当地林果业产品研发、培

训、线下交流与合作平台。该项目深入挖掘乡村

旅游资源、生态资源和特产资源，有效带动了农

户增收。

阿克苏地区持续拓展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让

文旅产业、林果产业迎来发展新契机。

在艾西曼湖区域，得益于工程措施与生物措

施相结合、封沙育林育草与治沙造林相结合、乔

灌草相结合、合理配套灌溉设施等综合性措施，

曾望不到边的沙地已覆盖上成片的梭梭、沙枣，

呈现出勃勃生机。“下一步，我们将开展沙生作物

培育，特别是药材、大沙枣和蜜源作物扩繁，实现

更大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阿瓦提县林业和

草原局艾西曼管护站站长蒋军说。

截至目前，阿克苏“山水项目”已经投入资金

超 44 亿元，35 个子项目中，有 20 个已完工，正不

断释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优化生

态环境，厚植绿色基底，最根本的是要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持续推进生态治理

过程中，我们将坚决走好走稳绿色发展之路。”阿

克苏地区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杨勇说。

地处新疆南疆的阿克苏地区，

曾饱受沙尘肆虐之苦，如今荒漠戈

壁变身苍茫林海。近日，作为全国

第一批、新疆第一个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新疆塔

里木河重要源流区（阿克苏河流域）

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 80%以上，记

者也在此时走进南疆，一窥“戈壁变

绿洲”是如何实现的。

凭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韧劲，多年来，新疆阿克苏地区在

大漠戈壁编织锦绣，生态治理和保护不断取得

突破，因此常现“江南景象”。记者在采访调研

中发现，阿克苏生态建设经历了用粗笔勾勒的

“补白”阶段，如今已进入雕山琢水的“细描”

阶段。

生态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需久久为

功。但是，各地情况不同，每个地区在不同发

展时期面临的重点任务也不一样，应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路子。眼

下，阿克苏正以绣花功夫推进生态建设，针对

痛点、难点精准施策，生态画卷更显壮美。

当前，我国生态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一

些地区还存在生态治理和保护模式比较粗放，

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存在堵点等问题。

如何有效破解？从阿克苏的经验看，一方面要

做到及时转段，精准施策。变“大水漫灌”为

“精准滴灌”，让投入更加精准，产生更大效

益。与发展产业一样，生态建设也要有的放

矢、分步推进，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

另 一 方 面 要 坚 持 系 统 思 维 ，统 筹 兼 顾。

生态建设虽然周期长、见效慢，但如果谋划

好、规划好，产业关联度也会相应提高，可深

度融合文旅、康养、特色林果、农产品加工等

产业，让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得益彰。建

设生态项目，要避免单纯就生态言生态，应统

筹兼顾，注重和其他关联产业的衔接与配套，

实现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充分释放生态建设

溢出效应。

与此同时，建议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

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项目建设。对参与

生态建设的企业进行适度补贴，鼓励各类企业

走进大漠戈壁、边远乡村，发展生态经济。重

视发挥专项资金引导作用，有序推进生态林、

经济林建设，建立起集生态观光、特色林果、研

学旅游、休闲度假、健康养生等元素于一体的

绿色经济产业链条。

以 绣 花 功 夫 雕 山 琢 水
乔文汇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王薇薇王薇薇 刘辛未刘辛未 美美 编编 倪梦婷倪梦婷

在阿克苏冰雪蜜脆园果业有限公司种植基地，技术员

在教授苹果种植管理技术。 赵新昌摄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 10 万亩生态基

地，红枣硕果累累。 刘红文摄

柯柯牙区域鸟瞰图。 王 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