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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 下 万 里 风 沙 线 上“ 硬 骨 头 ”
——来自“三北”工程一线的调查

4 月下旬，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的甘肃古

浪县八步沙林场，柠条花开，榆树葱绿，放眼

望去，是片片绵延的绿色缓坡；地处毛乌素沙

漠边缘的宁夏灵武市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灌木郁郁葱葱，一丛丛沙生植物点缀其

间，昔日“沙洲”已变为“绿洲”；走出新疆阿克

苏红旗坡机场，道路两旁排排新疆杨高大挺

拔，一片片挂满幼果的苹果树绿意正浓⋯⋯

在北方辽阔的疆土上，绵延万里的“绿色长

城”正不断延伸和扩展。

2023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

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

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打好“三北”工程

攻坚战，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新奇迹的

动员令。

2024 年是“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展开的

关键之年，是三大标志性战役重点项目全面启

动之年。“绿色长城”建设还有哪些难题待解？

又该如何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近期，记者

先后走进新疆柯柯牙、甘肃八步沙、宁夏白芨

滩、山西右玉、河北塞罕坝等地深入采访。

三绿并举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柯柯牙纪念馆，一位

年逾 80 岁的大娘带着一家人前来参观，她告

诉记者，这里几乎人人都有植树经历，干部群

众每年都会参加春秋两季的植树造林活动，

是当地约定俗成的大事。40 多年来，阿克苏

地区发扬“柯柯牙精神”，依托“三北”工程，在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筑起一道绿色生态屏

障，森林覆盖率从 3.35%提升至 9.06%，成功阻

止沙漠侵入绿洲。

而这，只是“三北”工程的一个缩影。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为了防沙治沙，改善生态环境，1978年，党中央

作出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重大

决策。如今，“三北”工程已走过 40 余年，取得

了巨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成

为全球生态治理的成功典范。全国沙化土地

面积已由 20 世纪末年均扩展 515 万亩转变为

目前的年均缩减 1000 万亩，重点治理区实现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但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大、分布广、程度

重、治理难的基本面尚未根本改变，三北地区

生态系统依然脆弱，部分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水资源供给相对紧缺，存在条块分割、分散治

理的现象，“三北”工程建设系统性及后续管

护仍有不足，防沙治沙工作形势依然严峻。

2023 年，“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启动，一

批综合治理项目有序展开。三北地区各地也

结合自身实际，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

态保护修复，分区分类施策，灵活制定技术路

线，合理确定目标和任务。

“过去我们只搞春季植苗造林，现在还采

取雨季穴播、雨季营养带造林、雨季人工模拟

飞播造林等措施相互组配，大大提高了造林

成活率。结合白芨滩治理经验和陶乐镇流动

沙丘实际情况，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治沙防沙

方案。”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局长王兴东说。

今年 4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

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绿化祖国要扩绿、兴

绿、护绿并举。三北地区也在持续践行这一

重要理念。

扩绿，就是要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

适地适树、适时适法，

种一棵活一棵、造一

片成一片。“我们小

时候都是拿着馍馍、

扛着铁锹去种树。哪

里有风哪里栽，先让局部绿起来。如今，植树

造林的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西省

右玉县林业局干部程军介绍，近年来，结合干

旱、多风、少雨、建设难度大的实际情况，右玉

县调整树种结构，提高林分质量；实施退化林

分修复改造，培养功能完备的森林生态系统；

以风沙严重地带、风蚀严重地区为重点，实行

连片治理、集中建设，带动造林水平整体提高。

兴绿，就是要注重质量效益，拓展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推动森林“水库、

钱库、粮库、碳库”更好联动，实现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数据显示，40 余

年来，“三北”工程区经济林干鲜果品年产量

从不足 200 万吨提高到 4800 万吨，年总产值

达 1200 亿元，1500 多万人依靠特色林果业实

现稳定脱贫。

在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大泉管理站，一片片沙地韭菜郁郁葱葱，

运输沙韭的车辆来回穿梭。当地负责人告诉

记者，截至 2023 年 6 月，白芨滩防沙林场已种

植特色林果逾 3600 亩、苗木 2000 亩、沙地韭

菜 1000 亩。2019 年至 2023 年，白芨滩沙漠田

园综合体累计实现果蔬产量超 1100 万斤，靠

多种经营反哺治沙。治沙工人兼职产业工

人，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护绿，就是要加强林草资源保护，做好防

灭火工作，深入开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守护

好来之不易的绿化成果。4 月底，记者在河北

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防火指挥中心看到，大屏

幕上排列着数十组图像，时时监测全场情况。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林场通过建立“天空地”一

体化森林草原防火预警监测体系，已实现卫

星、直升机、无人机、探火雷达、视频监控、高山

瞭望、地面巡护有机结合，林火综合监测覆盖

率达 100%，时刻守护着百万亩苍翠林海。

科技赋能

“我国防沙治沙工作和‘三北’等重点生

态工程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科技起到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

席科学家、三北工程研究院院长卢琦说，比

如，“中国魔方”麦草方格显著提升固沙效果，

是“三北”工程建设中工程固沙的首选技术；

沙坡头“五带一体”防沙治沙体系有效遏制风

沙肆虐，确保包兰铁路 60 多年畅通无阻。

多年来，在荒漠化防治进程中，我国坚持

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化地区生态系统稳

定性，统筹营造防风固沙林和经济林。

跟着宁夏中卫市国有林业总场总工程师

唐希明，记者一行来到腾格里沙漠腹地。放

眼望去，连绵起伏的沙丘表面铺着一层密密

麻麻的麦草方格。60 多年前，被誉为“中国魔

方”的麦草方格在这里被创造出来，并成为我

国向世界输出的治沙方案。一次偶然的机

会，唐希明用棍子在沙地上扎了一个洞，这一

灵感使他发明了水分传导式精准型沙漠植苗

工具，避免了用铁锹挖沙造成的水分流失。

唐希明说，“现在主要是 50 岁至 60 岁的人在

从事沙漠治理工作，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干。

继续做好荒漠化治理，更需依靠技术创新”。

地处河北北部的塞罕坝，平均海拔 1500

多米，年均无霜期超 60 天，年均气温零下 1.3

摄氏度，过去大部分是草原和荒丘，土地沙化

情况严重。正是依靠科技创新，塞罕坝攻克

了高寒地区育苗技术难关，并进一步破解了

造林技术难题，探索出“三锹半人工缝隙植苗

法”“苗根蘸浆保水法”等技术，创造了从荒漠

到林海的绿色奇迹。

多年来，宁夏白芨滩探索推广“1+4”精准

治沙技术，“1”是指草方格固定流沙，“4”是指

雨季撒播草籽、穴播灌木种子、营养袋育苗造

林、春秋植苗造林 4 项技术互为补充，有效提

高了植被成活率。“下一步，我们将重点进行治

沙技术集成和先进模式研究，加大与中国林科

院、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

等科研院校的合作，争取重大研发项目，将治

沙经验模式进行成果转换，实现在黄河‘几字

弯’攻坚战中的推广应用。”王兴东说。

山西省桑干河杨树丰产林实验局局长王

晓林表示，当地聚焦区域沙患、盐渍化等生态

问题，开展了盐碱地造林、石质山区造林、农

田防护造林等系列技术研究，总结形成了三

水保活、钵体覆盖等抗旱成熟技术，推动区域

荒 漠 化 和 沙 化 土 地“ 双 减 少 ”，为 同 朔 地 区

2000 万亩基本农田筑起了绿色屏障。

“前辈解决了塞罕坝这片森林从无到有

的问题，我们要做的是如何实现林场更高质

量的发展。”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

说，塞罕坝正在打造智慧林场，为每棵树建档

案，记录树种、树高、位置、生长状况等数据，

摸清 3 亿多株树木的底数，通过精细化、智能

化管理建设美丽塞罕坝。

科技创新为荒漠化防治提供了有力支

撑，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仍需要不断汇聚

科技力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成立了三北工

程研究院，实施七大科技行动计划，发布关键

技术研发“揭榜挂帅”项目榜单，推动建立 15

个先行先试科技高地，加力推进科技成果和

科技人才更好服务“三北”工程攻坚战。

绿富同兴

沙退绿进、生态改善，“金山银山”随之而

来。长期以来，“三北”工程坚持治沙致富并

重、增绿增收并举，依托工程建设适度发展饲

料、中药材、经济林果、沙漠旅游等产业，推动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站在右玉县干部学院黄沙洼教学点，右

玉县“三战黄沙洼”植树造林亲历者王明花老

人指着密密麻麻的沙棘林告诉记者，这些都

是当年为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种下的沙棘苗，

如今已成为当地群众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目前，右玉县已发展起 12 家沙棘加工企业，年

产饮料、罐头、原浆、果酱等各类产品 3 万吨，

年产值达 2 亿元左右。

自柯柯牙绿化工程一期工程启动以来，

阿克苏地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吸引农民

承包果园。温宿县柯柯牙镇柯柯牙村村民徐

德文告诉记者，他的老家在河南信阳，2003

年，他来到柯柯牙镇承包了苹果树。“亩产 3 吨

至 5 吨，最高卖到 6 元一斤。只要没有自然灾

害，年年都赚钱。如今房子车子都有了，日子

越过越好。”除了苹果，在阿克苏地区数百万

亩特色林果中，还有核桃、红枣、香梨、鲜杏、

葡萄等，每到收获季节，处处瓜果飘香。

郭玺是甘肃古浪县八步沙林场第三代治

沙人。他告诉记者，除了治沙护林，他们大力

发展以枸杞为主的高效节水生态经济林，发

展林下养殖业，培育“溜达鸡”品牌，采取“公

司+农户+基地”模式种植肉苁蓉，有效带动

当地农民增收。

多年来，三北地区不仅因地制宜探索生

态种养模式，也在尝试不同的生态产品转化

路径。

中卫市依托沙漠和黄河旅游资源，持续加

大优质旅游业态供给力度，打造了一批具有标

志性、引领性、带动性的文旅 IP，促进文旅产业

快速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在唐希明看来，向

沙漠要效益的前提是通过锁边治理形成防风

绿色屏障，只有生态环境好了，产业发展才有

更大空间，中卫沙坡头旅游景区的快速发展就

是“绿锁黄龙沙生金”的生动写照。

2018年，塞罕坝机械林场达成首笔造林碳

汇交易，塞罕坝林业生态产品实现了市场

化，取得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目

前，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在深化全国森林碳

汇试点林场建设，精准做好全场森林资源普

查，创新体制机制，努力推进生态产品价值转

化。争取到 2026 年，森林碳汇能力提高到 6%

以上，森林湿地资产总价值由 231 亿元提高到

237亿元。

迎难而上

当下，“三北”工程攻坚战进入关键时期，

还有哪些难题待破解？采访中，多位受访者

表示，“三北”工程建设面临着林草湿荒生态

系统综合性不强、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要素

统筹性不够、各部门间协同性不足等诸多问

题，亟需破题攻坚。

“‘三北’工程长期存在的树种单一、防护

林退化、生态用水匮乏等老问题尚未解决，如

今又遇到了沙尘源内外防控等新课题。”卢

琦说。

以生态用水匮乏难题为例，在卢琦看来，

这实际上是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破解这一困

局，一是要坚持系统思维，加强部门协同，强

化三北地区各级林草机构建设，优化调整水

资源分配体系，统筹安排“三北”工程生态用

水份额，推动中央企业参与三北生态建设时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二是要坚持科技创新，

大力发展节水、高效生态农业，创新发展基于

光伏产业的现代化节水设施农业；坚持以水

定绿，大力发展节水林草，加强基于水资源承

载力的乔灌草优化配置研究，尽快开展三北

地区生态本底基础调查和数据归一化整编，

以科技攻关带动工程攻关。

主体单一、缺乏经费也是困扰我国防沙

治沙工作的突出难题。长期以来，各地造林

治沙主要依靠政府主导、依托国家重点生态

工程来开展，亟需注入新的力量。

2014 年，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王有德退休之

后，通过募集社会资金开启“二次创业”之路，

发起成立宁夏沙漠绿化与沙产业发展基金。

在白芨滩防沙林场马鞍山分场辖区，王有德

和治沙团队用 10 年时间，将碎石荒原改造成

绿树掩映、花果飘香的“世外桃源”。如今，该

基金会动员社会力量投入防沙治沙的模式已

初见成效。

另据记者了解，中国绿化基金会今年借

助“互联网+”计划，推出“我为三北种棵树”

“我为气候种棵树”等公益项目，吸引全社会

参与支持“三北”工程建设。作为社会公益力

量，近 8 年时间里，蚂蚁森林已在 11 个省份累

计捐资种下超过 4.75 亿棵树，助力荒漠化治

理和防沙治沙工作。

防沙治沙，经营管护，人才是第一资源。

目前，三北地区一些地方还面临着人才后劲

不足的现实难题。“我们现有 22 名职工，平均

年龄在 50 岁左右，大学生仅有 4 名。”八步沙

林场场长郭万刚告诉记者，林场长远发展迫

切需要更多懂科学、有文化、善运营的年轻

人，但八步沙是集体林场，由于体制机制问

题，无法吸引更多年轻大学生前来。

面对人才困境，不少地方正通过创新人

才培养、引进和发展机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投身治沙事业，同时加强农林院校相关学科

专业建设，为“三北”工程建设培养更多高素

质人才。卢琦认为，“三北”工程攻坚战提供

了广阔舞台，广大科研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

大地上，面向基层、深入一线，为“三北”工程

带来实用、适用的技术，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

防沙治沙新奇迹。

文/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秀峰 魏金金

裴小阁 董家朋 张相成

创造防沙治沙新奇迹

杨文斌

当前，我国荒漠化防治和

防沙治沙工作形势依然严峻。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

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

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

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崇高事业。如今，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的理念深入人心。荒漠化

综合防治不是单纯的防沙治

沙，而是要实现保护与治理并

举、治沙与致富共赢。

科技治沙是必由之路。我

国荒漠化防治取得世界瞩目的

成绩离不开科技创新，“三北”

工程等一系列国家重大生态工

程都是在科技支撑下启动和建

设的，并在建设中不断提升治

沙科技含量。例如，针对干旱

区地下水位下降、河流断流和

湖泊面积锐减等水生态恶化问

题，低覆盖度治沙理论等多项

原创性成果不断涌现，全面提

升了“三北”工程的科技水平与

质量，为解决水资源刚性约束

探索了新途径。目前，我国正

聚焦荒漠化防治重大科技需

求，在水资源合理利用、植被恢

复模式、乔灌草相结合以及防

沙治沙工程机械化、智能化等

方面开展关键技术研发，为打

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增添科技利器。

在科学治理的同时，也要坚持治沙与致富同行，以生

态治理带动沙产业发展。经济林果、沙生药材、沙漠旅游

等一系列“绿进沙退、点沙成金”的鲜活案例呈现在我们

面前。沙产业的核心在于“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

益”，要创新发展节水、低碳、环保型特色产业，例如“光

伏+治沙”新模式、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等。

实践证明，利用沙区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培育特色生态产

业，实现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共赢，是实现沙产业高质量

发展必须坚持的道路。

当前正处于推动“三北”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

要充分认识防沙治沙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和不

确定性，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大力弘扬“三北精

神”，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同时，要充分调

动全民参与生态治理的积极性，营造全社会广泛关注、支

持和参与的良好氛围，共同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

奇迹。

（作者系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标志性工程，无数建设者不懈奋斗，创造了“荒

山披锦绣，沙漠变绿洲”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如今，一条条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正在三北大地铺展开来。三北地区如何化万里风沙为绿

色长城？荒漠化治理和防沙治沙还存在哪些难题？如何实现治沙和致富双赢？在

“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展开的关键之年，如何打好这场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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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巴彦呼交嘎查其白线防沙治沙项目区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巴彦呼交嘎查其白线防沙治沙项目区，，治沙工人治沙工人

在道路两侧拉滴灌带在道路两侧拉滴灌带。。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连连 振振摄摄

空中俯瞰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空中俯瞰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相成张相成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