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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好这场攻坚战

—
—

宁夏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治理调查

本报记者

杨开新

宁夏依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份。为努力打

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宁夏如何率先在体制机制上创新，在系统

性提升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中展现担当？如何打好黄河“几字弯”宁夏攻坚战，奏响新

时代“黄河大合唱”塞上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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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邻毛乌素，北接乌兰布和，西濒腾格里，宁夏三

面环沙，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承担着维

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

保护和治理黄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作为唯

一全境地处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片区和“三北”工程

区域的省份，宁夏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之大

者、民之大事，近年来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治理，坚持

防沙、治沙、用沙齐抓，扩绿、兴绿、护绿并举，坚决打

好黄河“几字弯”宁夏攻坚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深入人心，“塞上江南”宁夏越来越秀美。

“沙进人退”成为历史

保护好黄河和贺兰山、六盘山、罗山的生态环境，

是宁夏谋划改革发展的基准线。宁夏严格落实黄河

保护治理刚性要求，协调水沙关系，加强水土保持，一

体推进黄河水质及入河泥沙监测等工作，推进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取得新突破、再

上新台阶。

芳草灌木生机勃勃，合抱之树枝叶摇动⋯⋯来到

绿意盎然的宁夏沙坡头沙漠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

观测研究站（简称沙坡头站），很难想到附近既有滚滚

黄河，又有漫漫黄沙。对当地人而言，这既有昔日黄

沙漫卷、日暗风狂的苦涩记忆，又有破解生产、生活乃

至生存问题的长期求索。

在中国谈治沙，就绕不开沙坡头这个词。沙坡头

站建于 1955 年，是中国科学院最早成立的野外长期

综合观测研究站，也是我国最早的沙漠综合治理研究

站。这里北靠腾格里沙漠，南临黄河。选址于斯，与

几百米外的包头至兰州铁路密切相关。作为我国第

一条沙漠铁路，包兰铁路承受了太多期待，也遭遇了

太多挑战。几十年来，半隐蔽式草方格沙障、人工生

物土壤沙结皮技术等从这里为世人所知，无灌溉条件

下植物固沙的可行性程度、适宜的固沙植物种的选择

及其合理配置等问题在这里得到答案。“以固为主”

“固阻结合”的沙漠铁路防护体系，保证了这条重要铁

路的畅通。

始于护路，不止于护路。点上的钻研，带动了线

上的突破，进而推动面上不断拓展。自创“五带一体”

治沙防护体系，有效阻止流沙的侵害；便携式沙漠造

林器与植物草方格沙障技术均获得国家专利，造林成

活率提高 25%，劳动成本降低 50%⋯⋯沙坡头站站长

张志山指着展板说，近年来该站加强与地方合作，治

沙模式推广面积达 34 万亩以上。“在风沙物理、沙害

治理、荒漠生态系统及沙漠科学研究等领域，我们团

队近些年的新研究成果接连不断。”张志山说。

科学治沙，再造秀美山川，成为一代代科学工作

者传承接力、探索前行的信念。在沙坡头站科技成果

展厅，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在同一角度拍摄的一组

照片引人关注。光阴流逝，原本光秃秃的地表铺上了

绿色，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宁夏正悄悄发生

着变化。

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戴培吉表示，

宁夏结合实际打造集“保、治、用、养”于

一体的示范性工程，不断推广应用新技

术、总结提升新模式、探索建立新机制，力争在黄

河“几字弯”攻坚战中争先锋、走在前、做示范。

增绿提质齐头并进

如何保障植物成活，也有不少学问。在宁夏中卫

市防沙治沙生态修复示范点，一把铁锹、一种“干”字

形铁制植苗工具、一种类似电钻的工具被并排放置在

沙地上。今年 60 岁的中卫市国有林业总场正高级林

业工程师唐希明依次拿起演示，像一名老工人在摆弄

陪伴自己几十年、不断升级的趁手工具。中卫沙区立

地条件恶劣、林木成活困难、造林成本高，防沙治沙面

临一系列世界性技术难题。“最初我们都是用铁锹挖

坑，不仅劳动量大，种下去的植物成活率也不够高。”

唐 希 明 说 ，新 研 发 的“ 电 动 工 具 ”大 幅 提 高 了 劳 动

效率。

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自新说，

大面积应用推广使用流动沙地灌木高效植苗技术，能

确保沙区灌木造林的成活率提高到 80%以上。

依托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等政策支持，中卫市

将在腾格里沙漠东南缘打造 24.29 万亩锁边固沙生态

修复示范区，运用创新技术，巩固提升原有 150 万亩

治沙成果。中卫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创介绍，当

地建设了沙生植物园，筛选 60 种植物开展沙生植物

多样性研究，积极探索防沙治沙新技术，加大新技术

应用和成果转化。

由扩绿增量向增绿提质并重转变，宁夏全力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让分类施

策、因害设防从理念变为现实。中卫市委副书记、市

长马洪海表示，中卫市既坚持植绿增绿，厚植“以水定

绿、科学绿化”新底色，又注重因地制宜扩绿。按照

“北治风沙、中部复草、南保水土”策略，该市 188 万亩

沙化土地已治理 170 万亩；通过与气象部门深度合

作，动态研判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条件，提高了造林种

草成活率和治沙成效。

吴忠市生态本底比较脆弱，人均水资源占有率不

到宁夏的 60%、全国的 20%，生态修复难度较大。吴忠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学峰表示，坚持治保并重、提效

赋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推进系统治理、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开展国土绿化和生态修复，已建成罗山国

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

度、湿地保护率分别达到 12.87%、54.9%、28.9%。

吴忠市红寺堡区结合山川过渡地段实际，兼顾生

态和发展，蹚出了一条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良性互动

的新路子。红寺堡区副区长谢二亮说，通过围堵沙化

斑块、低密度育林固沙、科学抚育林草植被等方式，该

区形成“适水—固沙—增碳—稳产”植被体系，着力打

造沙农牧复合系统生态屏障区。

银西生态防护林项目区位于银川市西郊，是

“三北”防护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原本是一

片废弃的采砂坑，在多年精心努力下，刺槐、枣树

等植物长势良好，与附近的贺兰山遥相呼应，搭建

起多功能综合性的防护林体系。银川市银西生态防

护林管护中心主任张凤红介绍，得益于创新科学修

复、强化示范带动，近年来蒙古扁桃等珍稀植物保

护得到有效促进，对保护贺兰山区域荒漠化防治成

果，改善生态环境、保持水土、维持生物多样性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宁夏还在全国率先制定“四水四定”实施方案并

先行试点，全面构建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措施有力的

政策制度体系，为筑牢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保驾

护航。

去年以来，黄河“几字弯”宁夏攻坚战各项任务稳

步推进，已完成营造林 203 万亩、草原生态修复 29 万

亩、保护修复湿地 21 万亩、工程治沙 13 万亩、光伏治

沙 14 万亩。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李邑飞表示，要既防沙

之害、又用沙之利，推广草方格固沙等成功经验，探索

林光互补一体化等模式，统筹推进森林、草原、湿地、

荒漠保护修复和盐碱地综合治理，打赢打好黄河“几

字弯”宁夏攻坚战。要算好资源账、产能账、成本账、

收益账，用好荒漠稀缺资源，优化配置风光电、大数据

等宝贵资源，带动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

做优做强做大，更好支撑宁夏高质量发展。

联防联治“双向奔赴”

“一踏上这块土地，我看到的是碧绿的湖泊，湖

面上漂着莲叶，正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景

象；再来到星海湖广场，那里绿树成荫，年轻人牵手

徜徉其中；不远处的贺兰山延绵不绝，山间有淡淡的

岚，山顶有白白的云⋯⋯”知名作家陈仓近日到宁

夏石嘴山市参加活动时，用文学化的语言描述了

与想象中不太一样的美，来之前觉得石嘴山市与

大漠、戈壁、荒凉相关联，没想到这里能找到诗

意和远方。

这样的评价来之不易。石嘴山市位于宁

夏最北部，年蒸发量是年降水量的 10 余倍。

这座煤城由黑变绿、由绿变美，成为宁夏首个

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地级市。石嘴山

市委常委、副市长马自忠介绍，他们举全市之

力打响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石嘴山战役。目

前，贺兰山东麓水源涵养和生态治理等 22 个

项目已开工建设，通过“以林养林”重点建设

5000 亩沙生产业植物园，创造“沙地增绿、经

济增效、农民增收”新路径。

有这样的成绩不容易，但需要解决的问

题还有不少。记者从石嘴山市平罗县县城

向东出发，驱车约半小时跨过平罗黄河大

桥，只见车窗外的植被越来越稀疏。

换乘专门的施工车辆，才能翻

过沙丘，看到茫茫

沙海，到达毛乌素

沙地边缘。持续治沙的平罗

县虽然已将沙漠边缘向东推

进，但在采访中记者也多次听

到大家提及“风沙不管省界，

需要各方一起合作”“自己好

不算真的好，大家合力治沙才

管用”。要想彻底打赢这场治

沙攻坚战，深化多领域合作成

为必然趋势。

2023 年 6 月 召 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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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提出，要强化区域联防联治，打

破行政区域界限，构建点线面结合

的生态防护网络。平罗县自然资源

局负责人介绍，要把沙漠治理好，需要

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发力，由分散治理

向联防联治转变。

腾格里沙漠跨越内蒙古、甘肃、宁夏，是

我国的生态脆弱区、生态保护修复的攻坚区、

防沙治沙的核心区。紧邻腾格里沙漠的中卫

市，荒漠化治理已贴近省界，几乎到达当地防沙

治沙极限。今年 3 月，在全国两会分组讨论会

场，马洪海拿出一份地图进行了直观展示。他

说，每年受上风口沙尘影响，沙漠南侵东扩的

沙化问题依然严峻。

立足实际，中卫建议打造一条宁夏和内

蒙古联合治沙、用沙试点示范区，减轻西北

地区沙尘天气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减少泥

沙入河危害，保障黄河长久安澜。宁夏农

林科学院林业与草地生态研究所研究员

蒋齐认为，腾格里沙漠风沙口多、路径长、

沙源地分布广，防护林体系不完整、防护

功 能 不 强 ，影 响 了 防 沙 治 沙 整 体 效 益 发

挥。马洪海说，中卫将坚持区域协作，探索

“联防联治、互利共赢”新路径；推动腾格里

沙漠锁边固沙工程建成可推广复制、可示范

引领的标志性工程。

“中卫基本建成了腾格里沙漠省界锁边林

草带。宁夏、内蒙古、陕西、

甘肃四省（区）五地（市）共

同编制完成毛乌素沙地联

防联治重点项目布局方案，

今年新开工的重点项目全

部 向 边 界 和 上 下 风 口 靠

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

北华北东北防护林建设局

局长刘冰说，“三北”工程牢

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在重

点沙漠沙地积极建立区域

合作、齐抓共管的联防联治

机制。

宁夏生态环境保护正

处在巩固提升、扩大成果

的突破期，压力叠加、负

重前行的关键期，标本兼

治 、 整 体 推 进 的 攻 坚 期 。

需要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为牵引，统筹推进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保护，筑

牢全国生态安全屏

障 ，确 保 黄 河 长

治久安。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宁夏考察时提出，“打

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统筹推进森林、草原、湿

地、荒漠生态保护修复和盐碱地综合治理”。屡

创世界荒漠化防治奇迹的中国，其防风固沙实践

就是 70 年前从宁夏沙坡头开始的。

以历史主动精神率先实现“人进沙退”的历

史转折。“塞上江南”宁夏千百年来一直处在西、

北、东三个方向的沙化“倒 U 形包围”中，沙化土

地面积一度占 85%。在“三北”防护林这一国

家战略工程引领下，塞上儿女开始了与沙漠的

全面缠斗。如今，宁夏在全国率先实现从“沙进

人退”到“人进沙退”“绿进沙退”的历史转折，

2023 年沙化土地面积降至 19.31%。作为全国唯

一的省级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宁夏的奇迹是

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

动体现。

以历史主动精神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走进新时代，宁夏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这条主线，高效统筹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

全、高颜值生态、高品质生活、高标准党建和高共

情团结，汇聚各方力量，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

策“组合拳”。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护、全要素系统

治理。出台环境整治、生态修复、绿色发展、组织

保障 4 类专项文件，部署绿色转型整体战、污染

防治攻坚战、防沙治沙阵地战等“九大战”。

以历史主动精神全境打响黄河“几字弯”攻

坚战。以保护好黄河和贺兰山、六盘山、罗山的

生态环境为谋划改革发展的基准线，按照“分类

施策、科学管理、综合治理，宜林则林、宜草则草、

宜荒则荒”的原则，宁夏统筹重点攻坚和协同治

理，统筹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着力提升生态系

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北部打响巩固提

升整体战，中部展开扩面增绿阵地战，南部进行

护绿涵水系统战。宁夏力促沙区形成自我循环、

自我修复的生态系统，适度发展沙产业。如今，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必须尊重自然敬畏自然

顺应自然的理念，已成为宁夏干部群众的共识。

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生

态环境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早日到来，一股“英

雄气”在宁夏“一河三山”间纵横驰骋。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院长）

以历史主动精神攻坚克难
马文锋

①①

②②

图图①① 宁夏中卫市为推动宁夏中卫市为推动

腾格里沙漠锁边固沙工程所建腾格里沙漠锁边固沙工程所建

设的沙漠光伏产业示范点设的沙漠光伏产业示范点。。

刘少海刘少海摄摄

图图②② 在宁夏沙坡头在宁夏沙坡头，，长长

势茂盛的西瓜与漫漫黄沙相映势茂盛的西瓜与漫漫黄沙相映

成景成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开新杨开新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