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

新 疆 于 田 县 ，传 出 一 个 振 奋 人 心 的 好 消

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剩余 285 公里的边

缘空白区锁边合龙。

多年来，我国努力将沙漠变成绿色宝

库，实现荒漠生态修复与改善民生良性循

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成功锁边合龙，

是我国将沙漠变成绿色宝库诸多努力中的

一个生动片段。

林网锁大漠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西长约 1000 公

里，南北宽约 400 公里，总面积达 33.76 万平

方公里，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中心，是我国

面积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十大沙漠，同

时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极端干旱，平均年降

水不到 100毫米，最少年份只有四五毫米，而

年平均蒸发量却高达 2500 毫米至 3400 毫

米。这里到处是沙丘，时时爆发沙尘暴。

锁边合龙意味着：千百年来的塔克拉

玛干“死亡之海”，如今被一道长达 3000 多

公里的绿色防护林带完全牢牢锁住。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

一，荒漠化土地面积 257 万平方公里，占国

土面积的 26.81%；沙化土地面积 168 万平方

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17.58%。

我国通过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

设、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沙化

土地封禁保护修复等一批重点工程，科学

保护了沙化土地 5.38 亿亩，有效治理了沙

化土地 1.18 亿亩，“三北”工程区 61%的水土

流失面积得到有效控制，黄河流域植被覆

盖“绿线”向西移动 300 公里。近 10 年北方

地区春季严重沙尘天气次数明显减少。

2024 年，“三北”工程区累计下达中央

投资 320 亿元，推进实施重点项目 287 个，

完成各项建设任务 5700 万亩，攻坚战实现

良好开局，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53%

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沙化土

地面积净减少 6500 万亩，呈现出“整体好

转、改善加速”的良好态势，在全球率先实

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

地“双缩减”，保护生态与改善民生步入良

性循环，荒漠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

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沙区长“金子”

在三北大地，分布着我国八大沙漠、四

大沙地和广袤的戈壁。新中国成立时，“三

北”地区沙漠化土地面积以每年 15.6 万公

顷的速度扩展，年风沙日数达 80 天以上，形

成了从新疆到黑龙江绵延万里的风沙线，

流 沙 压 埋 农 田 、牧 场 和 水 库 。 从 20 世 纪

60 年 代 初 到 70 年 代 末 的 近 20 年 间 ，有

667 万公顷土地沙漠化，有 1300 多万公顷

农田遭受风沙危害。

经过几代人努力，“三北”工程建设取

得重大成就，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 4.8 亿

亩，治理退化草原 12.8 亿亩，工程区森林覆

盖 率 从 1978 年 的 5.05% 提 高 到 目 前 的

13.84%，在祖国北疆筑起一道抵御风沙、保

持水土、护农促牧的万里绿色长城。

记者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境内

库布齐沙漠植树现场看到，一位小伙子左

手拿着一根沙柳枝，右手将铁头水管轻轻

插进沙里。瞬间，水流就在沙地上冲出 1 米

多深的小洞。他将柳枝插入洞内，树就栽

完了。挖坑、栽树、浇水一次性完成，用时

不到 10 秒钟。据介绍，采用这种方式植树

成活率能超过 90%。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治沙，杭锦旗森林

覆 盖 率 和 植 被 盖 度 已 分 别 由 2000 年 的

7.23% 、16.2% 提 高 到 2023 年 的 18.08% 、

65%，林草总产值达到 14.68 亿元。今天的

沙区，沙患变成了沙利，黄沙变成了金沙。

记 者 来 到 毛 乌 素 大 沙 漠 南 缘 的 宁 夏

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滨河生态移民新

村，放眼望去，只见平沙旷野里有丛丛灌

木，一眼望不到边。灌木丛中，点缀着颗

颗红色果子。这是滨河生态移民新村建

在沙漠里的树莓基地。村民王永生老人

在基地干活，每天能挣四五十元。33 岁的

村民马秀录在树莓基地冷库上班，每年收

入达 5 万多元。通过发展沙漠种植产业，

滨河生态移民新村的村民在家门口实现

了勤劳致富。

国家林草局荒漠司司长黄采艺告诉记

者，我国坚持治沙和致富相结合，沙区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各地坚持生态建设

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利用沙区独特资

源，适度发展中药材、优质牧草、经济林果、

沙漠旅游等产业，助力乡村振兴。黄土高

原、燕山山地、新疆绿洲等地形成了一批林

果、瓜果、木本油料等生产基地，年产干鲜

果品 4800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25%，重点

地区林果收入占农民纯收入一半以上。

沙漠变电厂

茫茫沙海里，一块块太阳能电池板整

齐地排列着，一直绵延到天际。这里是位

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境内的

乌兰布和沙漠千万千瓦级光伏能源基地。

这些太阳能电池板按照“141”模式布

局，即：板前留空 1 米，以有效间隔黏性滞

尘，减少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行距 4 米，为光

伏板清洗、苗木抚育管理等作业预留通道；

板后留空 1 米，以便植物接收有效降水。

中国林科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正高级

工程师张景波介绍，“141”模式具有多方面

优势：一是充分考虑了光伏板对光照、降水

等因素的影响，能够为植物生长创造更加

适宜的小环境，促进植物生长。梭梭在光

伏板前、板中和板后成活率均在 85%以上，

增加生态防护效益 45%以上。二是在保障

光伏发电收益的同时，实现生态与经济协

同共赢，可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33%至

60%。三是该模式治理成本低、易操作，在

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预期生态产业

化经营收益每年 1500 元/亩以上，在沙漠地

区推广示范价值高。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后，中国林科

院在黄河“几字弯”中部战区建立光伏+生

态治理示范区科技高地项目组。项目组针

对“三北”工程光伏+治沙项目建设中存在

的急难杂症，有针对性开展科技攻关和示

范，以科技支撑“三北”工程光伏+治沙项目

高质量建设。中国林科院研究员陈绍志介

绍，项目组开发出两种“光伏+”生态治理科

技创新模式：一是节水高效光伏生态治理

模式，在评估光伏电站对局地气候及风沙

活动影响的基础上，针对沙漠地区气候条

件和自然环境特点，研发兼顾光伏园区植

被配置与建植技术、沙障铺设技术、水资源

高效收集与集约化利用技术等，构建起针

对沙区气候环境的生态光伏治沙技术体系

与模式，并开展技术应用与示范。二是“光

伏+有机循环”产业模式，充分利用水、土、

光、热等自然资源优势，进一步创新“光伏

发电+牧草种植+畜牧业养殖+粪污处理利

用”一体化有机循环产业模式，将光伏新能

源、防沙治沙工程、板间种植和养殖业有机

结合，实现生态、经济共赢，高效利用“沙戈

荒”土地资源。

乌兰布和沙漠千万千瓦级光伏能源基

地正是“光伏+有机循环”产业模式。张景

波告诉记者，当地在太阳能光伏板下种植

肉苁蓉，亩产 110 公斤，扣除各项成本，每亩

纯收益 600 元。在太阳能光伏板下种植柠

条，每亩年产鲜枝 1500 公斤。

近年来，“光伏+治沙”作为一种创新的

治沙模式，在“三北”地区推广，实现增绿、

增能、增收多赢。乌兰布和沙漠千万千瓦

级光伏能源基地只是众多沙漠绿色电厂中

的一个。目前，“141”模式在磴口县已累计

推广面积 11.9 万亩，并辐射应用在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和新疆库尔勒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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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俊毅

适宜的层高，可以成为好房子的标准之一。提升层高高度是大势所

趋，在各地关于建筑设计与建造的指引中，层高高度也在提升。作为开

发企业，有必要主动适应市场需求，提供更多层高适宜的住房。对于政

府主导建设的保障性住房，更应该带头建设“好房子”。

库布其沙漠鄂尔多斯中北部新能源基地光伏先导工程一期项目区库布其沙漠鄂尔多斯中北部新能源基地光伏先导工程一期项目区，，

工作人员在巡检光伏板工作人员在巡检光伏板。。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李志鹏摄摄

沙 漠 变 成 绿 色 宝 库沙 漠 变 成 绿 色 宝 库

开源生态加速培育壮大

本报记者

黄

鑫

住 宅 层 高 标 准 有 待 提 高

在日前召开的 2024 开放原子开

发者大会暨首届开源技术学术大会

上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总 工 程 师 谢 少

锋表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本土发

起 的 开 源 项 目 不 断 涌 现 ，市 场 应 用

不 断 扩 大 ，开 发 者 群 体 不 断 壮 大 。

目 前 ，中 国 软 件 开 发 者 数 量 已 经 超

过 940 万人。

开源即开放源代码，即在遵守版

权许可的前提下，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修改甚至再发布软件的源代码。数字

经济时代，开源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目前全球 97%的软件开发者和 99%的

企业已使用开源软件，70%以上的新

立项软件项目采用开源模式。开源起

步于软件领域，在数字经济时代迅速

发展壮大，已逐步拓展至电子信息制

造等硬件领域。

谢少锋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

开源参与者数量排名第二、增长速度

最快的国家。自主研发的开源协作平

台 上 线 试 运 营 ，注 册 用 户 数 量 接 近

150 万。由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孵化

及运营的开源鸿蒙 5.0，将更好实现人

工智能技术与物联网设备的结合，促

进万物智联。

会上，开源鸿蒙项目群发布了开

源鸿蒙操作系统 5.0 版本，该版本在系

统完备度、分布式创新、开发者体验以

及系统稳定性等方面均实现了显著提

升。目前，以开源鸿蒙为底座的生态

设备突破 10 亿台，持续赋能千行百业

转型升级。

“以开源鸿蒙为例，从最早只有

700 万行代码的 1.0 版本持续更新迭

代，到目前开源鸿蒙操作系统 5.0 版本

发布，代码量超过 1.2 亿行，真正体现

了开源的作用和共建、共创、共享理

念。”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程晓

明说。

据 了 解 ，开 源 鸿 蒙 是 鸿 蒙 操 作

系 统 的 开 源 项 目 ，由 开 放 原 子 开 源

基 金 会 运 作 ，华 为 是 开 源 鸿 蒙 项 目

的 主 要 贡 献 者 ，也 是 项 目 的 支 持 者

和使用者。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

介 绍 ，开 源 鸿 蒙 社 区 已 汇 聚 8000 多

名贡献者和 70 多家共建单位，共建

代 码 累 计 超 过 1.2 亿 行 ，已 经 有 800

余 款 软 硬 件 产 品 通 过 兼 容 性 测 评 ，

并 广 泛 应 用 于 金 融 、电 力 、教 育 、交 通 、医 疗 、航 天 等 多 个 领

域 。 开 源 鸿 蒙 既 覆 盖 桌 面 和 移 动 终 端 ，同 时 又 覆 盖 各 类 物

联 网 终 端 ，是 能 运 行 于 万 物 互 联 智 能 时 代 所 有 端 上 的 操 作

系统。

“我国正在大力推动开源生态建设，支持开放原子开源基金

会做大做强，为我国软件产业发展奠定强大的创新基座，开源协

作成为推动软件产业创新主路径。”赛迪智库信息化与软件产业

研究所所长韩健介绍，基础软件开源创新生态进一步完善，开放

麒麟社区单位会员突破 560 家，统信 UOS 操作系统国产平台装

机量超 800 万套、软硬件生态适配数超 700 万。

目前，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已有 53 个开源项目通过技术监

督委员会的技术准入，覆盖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云原生、

人工智能、区块链、工业软件、浏览器内核等细分领域。

开源也是中国操作系统“走出去”的重要抓手。统信软

件 总 裁 刘 闻 欢 表 示 ，我 国 操 作 系 统 产 业 已 进 入 正 向 循 环 阶

段。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中国操作系统有望

实现从追跑到并跑的转变。从上游社区建设到操作系统产

品技术的日趋成熟，为中国操作系统走向全球市场打下了良

好基础。未来 5 年，统信将瞄准亿级用户规模，打造具备国际

主流水平的操作系统产品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操作系

统品牌。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云计算标准和开源推进委员会发布

的《全球开源生态洞察报告（2024 年）》显示，全球开源软件项

目稳定增长，总规模突破 4 亿个。全球开源软件的技术覆盖已

经展现出差异化路径。基础领域如操作系统开源软件项目安

全能力和法律合规能力较为突出。新兴领域如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开源软件项目技术稳健性、技术生产力表现抢眼。区

域方面，开源热点地区发展成熟，美欧仍是开源主导力量，引

领开源生态高速增长。社会方面，开源模式助推数字公共产

品高速发展，对于释放数字技术的巨大潜力以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至关重要。

谢少锋表示，工信部将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生态培育，

通过构建先进的开源服务体系、不断壮大开源人才队伍、坚持

“生态即未来”理念、促进开源国际交流合作，不断释放开源发展

潜力，为实现新型工业化提供有力支撑。

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腾格里沙漠西缘工程固沙现场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腾格里沙漠西缘工程固沙现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范培珅摄摄

你家房子的层高有多高？通常认为，房

子的层高高一些，居住的空间更大，住起来

也会更舒适。随着人们对居住品质的要求

不断提升，住宅层高标准也应提高。

我国层高较低的住房通常集中在比较

老旧的小区中，建造这些住房时，出于节约

成本等考虑，层高较低。在房子仅需满足基

本居住需要的情况下，人们对层高也并不十

分看重。同时，开发商卖房子卖的是面积，

在过去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的情况下，房子不

愁卖，层高经常就低不就高，每一层降低一

些高度，累积起来又可以多卖一层，企业可

以实现更大经济收益。随着人们对居住品

质越来越重视，企业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

未来新建住房的层高应该会有所提高。

合适的层高才更舒适。层高与建造房

屋时的经济条件，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设

计、建造和使用房屋的习惯等都有关系。层

高不一定越高越好，过高可能会让房子有空

旷和冷清感，制冷和取暖也要耗费更多能

源。层高过低则房屋空间更小，让人有压抑

感，还可能造成空气流通不顺畅。

住宅层高标准应提高。我国现行关于

层高的标准来源于《住宅建筑规范》，其中有

“根据普通住宅层高为 2.8 米的要求”的表

述。同时，其中要求卧室、起居室（厅）的室

内净高不应低于 2.4 米。该规范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距今已较为久远。这一标

准已经不再符合人们对居住品质提升的需

要，有必要对层高最低标准进行修订。

实际上，目前一定数量的城市高层住宅

平均层高已经达到 3 米左右，提升层高的最

低强制性标准，可以视为是现行做法的集中

体现和总结。在现行《住宅建筑规范》的基

础上，住宅项目规范正在起草过程中，并已

多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中也

涉及了层高最低标准问题，且比现行标准有

所提升。住宅项目规范还未正式实施，它不

是一份技术指引，而是一份强制性工程建设

规范，一旦实施，所有经营主体均须遵照执

行。如果层高标准提高，将有助于改善居民

的居住舒适度。

提升层高高度是大势所趋，在各地关

于建筑设计与建造的指引中，层高高度也

在 提 升 。 比 如 ，江 苏 省 住 建 厅 于 2024 年

3 月发布的《江苏省改善型住宅设计与建

造导则》提出，改善型住宅层高不应小于

3.1 米，三层以上改善型住宅层高不应大于

3.6 米；设有地暖、管道式新风或集中式中

央空调系统的改善型住宅，层高不应小于

3.15 米。山东省住建厅在 2023 年底发布的

《山东省高品质住宅设计指引（试行）》中明

确，住宅层高不应低于 3.0 米。鼓励有条件

的 项 目 适 度 加 大 空 间 高 度 ，提 高 至 3.3 米

以上。

从这两份地方文件可以看出，较高的层

高成为认定改善型住宅和高品质住宅的因

素。适宜的层高，可以成为“好房子”的标准

之一。另外，无论是强制性标准还是技术指

引，主要明确的是最低层高标准，开发企业

还可能根据居民的需求，在最低标准基础

上，以提升舒适度为目的，适当提升层高

高度。

作为开发企业，有必要主动适应市场需

求，提供更多层高适宜的住房。对于政府主

导建设的保障性住房，更应该带头建设“好

房子”。不能因为建的是保障性住房，就降

低标准。保障性住房也应该及时调整层高，

让居民住得进，也住得好。

现 行《住 宅 建 筑 规 范》已 经 施 行 近 20

年，其中的一些标准恐怕已不再适应当前需

要，包括层高标准在内的多项标准确有必要

重新修订。期待住宅项目规范早日出台，相

信随着相关标准的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居住

生活定会更加便利、舒适和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