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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有两大沙漠，分别是

库布其和毛乌素沙漠。两大沙区总面

积约 3.5 万平方公里，占鄂尔多斯市

总面积的 40%左右。随着治理的深

入，这一地区大多为固定半固定沙

丘，流动性的新月型沙丘及沙丘链极

少。就在库布其沙漠的腹心之地，有

七个小湖，远远望去，排列如天上北

斗，这里就是七星湖。早在康熙年间

就有记载的七星湖，现在的正式名字

叫“七星湖沙漠生态旅游区”。而七星

湖沙漠生态旅游区是由鄂尔多斯市

当地企业耗 27年之力，在治理沙漠

基础之上投资兴建的国家 AAAA 级

沙漠生态旅游度假区，曾先后被评为

“全国首批低碳生态旅游示范景区”

“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沙漠旅游实

验基地”“国家地质公园”“中国沙漠

（七星湖）汽车越野训练基地”“国家

沙漠公园”。作为 2007年被联合国确

定为“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永久会

址的七星湖沙漠生态旅游区。

“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不是库

布其的沙漠论坛，不是鄂尔多斯市的

沙漠论坛，它是世界的沙漠论坛。

库布其，沙漠中起航，绿色中崛

起。

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是全球唯

一的致力于推动世界荒漠化防治和

绿色经济发展的大型国际论坛。自

2007 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

六届，2013 年 9 月在纳米比亚召开

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第十

一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创办的“库

布其国际沙漠论坛”被作为实现全球

防治荒漠化公约战略目标的重要手

段和平台写入了大会报告。2014 年 2

月，中国批准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为

国家机制性大型涉外论坛。

鄂尔多斯，蒙古语意为“众多的

宫殿”。这里是蒙古帝国第一代大汗

成吉思汗的衣冠冢的所在地，这里有

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天然气储量，这里

70%的地表下埋藏着煤，这里同样是

有着占据总面积 40%的沙漠。“大漠

孤烟直”只存在于诗句中的浪漫，更

真实的是，鄂尔多斯土地沙化面积一

度达到 7.99 万平方公里，而整个鄂尔

多斯市的总面积不过才 8.68 万平方

公里。

沙进人退。沙漠，带给人们的是

物质的贫瘠和对现实的绝望。而导致

荒漠化的原因更多的则在于人类自身。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对“荒漠化”提出的定义:“荒漠化是

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的经济

活动等因素使干旱、半干旱和具有干

旱灾害的半湿润地区的土地发生了

退化”。这一定义，把荒漠化的根源来

自自然的说法，变成了人们是荒漠化

的制造者之一，人类不合理的活动成

为世界荒漠化的罪魁祸首之一。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

在 2018 年 6 月 17 日防治荒漠化和

干旱世界日致辞“全世界每年有 1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英国

的一半面积———因荒漠化而变得贫

瘠。这一土地退化现象发生在占地球

陆地面积 40%、人口达 20亿的干旱

地区。”

荒漠化存在于现实之中，还存在

于人们思想上对自然无度索取的思

想上的荒漠化。

地球之癌，库不其开出
“中国药方”

荒漠化被称为“地球之癌”,足以

证明它的危害之剧。土地荒漠化, 已

不再是单一的学术问题,不再是某一

个学科的问题,不再是某一个部门的

问题,而是一个严重地威胁人类生存

的大问题, 它已引起全球政治家、经

济学家、科学家以及全人类的广泛关

注。30 年前，鄂尔多斯人开始了治理

沙漠的创业历程，经过艰苦卓绝的努

力和不屈不挠的探索，从怕沙、恨沙

到治沙、用沙、爱沙，硬是把一座千年

沙漠变成无垠绿洲，创造了举世瞩目

的“库布其成就”。库布其沙漠论坛应

运而生。

从 2007 年开始，作为推动实现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零增长目标的民

间机制，鄂尔多斯市库布其沙漠的治

沙成果———七星湖绿洲上，举办了库

布其沙漠论坛。时至今日，论坛成为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缔约方大会

的重要补充平台。论坛采取 PPP(政

府 + 私营部门 + 民众的合作伙伴关

系)创新性灵活运作机制，由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

书处、科学技术部、国家林业局、内蒙

古自治区政府等 5家共同主办，由鄂

尔多斯市政府和亿利公益基金会具

体承办。 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秘书

处设在亿利公益基金会。论坛的永久

性会址设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库布其沙漠，每两年举办一次。

荒漠化是历史性和全球性生态

问题，直接威胁国家生态安全，严重

制约人类生存与发展，防治荒漠化是

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和义务。我国是

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国家之一，荒漠

化面积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一。 多年

来，库布其沙漠地区探索的产业化治

沙新思路，依靠科技进步，开发了沙

漠旅游、沙漠生物医药、沙漠新能源

等多种生态产业，走出了一条沙漠治

理与新兴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30年来，库布其成为世界上唯一

被整体治理的沙漠。1988 年，库布其

的植被覆盖率仅为 5%，而 2016 年达

到 53%，沙漠动植物种类由不足 10

种发展到 2016 年的 530 多种。库布

其沙漠实现 5000 多平方公里绿化面

积，控制荒漠化面积近 10000 多平方

公里，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十分显

著，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对全球

荒漠化防治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六位一体”，可持续发

展和各方共赢的路子

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中国库布

其生态财富评估报告》显示，库布其

修复绿化沙漠 969 万亩，固碳 1540

万吨，涵养水源 243.76 亿立方米，释

放氧气 1830 万吨，生物多样性保护

产生价值 3.49 亿元，创造生态财富

5000多亿元。

截至 2016 年年底，鄂尔多斯森

林覆盖率达到 26.7%，植被覆盖度稳

定在 75%以上。荒漠化土地面积 10

年间减少 580.5 万亩，沙化土地面积

减少 42.7 万亩，生态状况实现了从严

重恶化到整体遏制、局部大为好转的

历史性转变。

早在 2013 年，联合国环境署就

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

决定。2014年，库布其沙漠被联合国

确认为“全球生态经济示范区”。2015

年，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了《中国库布

其生态财富创造模式和成果报告》，

认为库布其走出了一条立足中国、造

福世界的沙漠综合治理道路。

作为国家机制性的大型涉外论

坛，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始终围绕办

成“展示中国生态文明的重要窗口,

交流和推动全球荒漠化防治和绿色

生态经济的重要平台,办成强化我国

在国际舞台声音的渠道”这一长远发

展目标而努力。除了成绩，论坛的机

制也使得论坛能够历久弥新。

由联合国相关机构和中国政府

相关部门主办以及民间公益组织承

办，从论坛的主办方到参与者，充分

地体现了政府、私营部门和民众的合

作伙伴关系，这种办会机制保障了论

坛的可持续性。

经过多年发展，库布其沙漠论坛

总结了库布其“六大生态”建设的现

状和经验，为世界治理沙漠提供了可

借鉴的样板。“六位一体”的生态产

业，已经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和各

方共赢的路子。“六位一体”的生态发

展之路的主要内涵是，生态修复:发

展沙生植物，从根本上遏制沙进人退

局面，建设沙漠绿洲。生态工业:运用

生物生态技术，发展生态肥料和生态

饲料，形成生态产业链。生态光能:首

创“种树 +种草 + 养殖 + 发电 + 扶

贫”一体的生态光伏产业，发展生态

能源。生态牧业:依托植被恢复，发展

新型养殖业。生态健康：开发“一草一

蓉”，种植沙生的苁蓉、甘草等中药

材，发展中蒙药生产和健康饮品，延

伸健康产业链。生态旅游:打造国家

级沙漠公园，发展特色旅游项目，吸

引更多的人前来体验和认知沙漠，实

现观光与教化的统一。“六位一体”的

沙漠生态产业互促共进，实现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为沙漠生态产业趟出

新路子、锻造了新模式。

库布其治沙模式取得的成就，吸

引了世界各地的目光。历届参与论

坛的各国首脑、专家学者纷纷对

库布其及中国在治沙方面取得的

成就予以肯定，并期待、未来能加

强国际合作，实现经验共享、共同

发展。与此同时,我国启动京津风沙

源治理二期等重点工程,更加突出植

被保护和科学治理,共治理沙化土地

1.26 亿亩。划定封禁保护区,保护沙

化土地面积 2000 万亩, 沙区植被得

到有效恢复和保护。我国沙化土地面

积年均缩减 1980 平方公里, 实现了

由“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的巨变,

为根治土地荒漠化、沙化这个“地球

的癌症”,开出了“中国药方”,贡献了

“中国智慧”。

百姓在脱贫致富,沙漠正变成绿

洲。目前,库布其沙漠成为世界上唯

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 治理率达到

25%,扩展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去年,

在鄂尔多斯闭幕的《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

并发布了《鄂尔多斯宣言》,提出政府

领导、多方合作参与沙漠治理,库布

其治沙经验,正是对《宣言》内容的最

好诠释。

任时光回溯，回忆库布其沙漠的

过去：连年栽下而又连年死去的固沙

植物、不断向沙漠外迁徙的脚步……

在鄂尔多斯，一代又一代的当地居民

为了生存试图改变沙进人退的现状，

但一次又一次地被无情的沙漠侵蚀

粉碎。为了征服沙漠，鄂尔多斯境内

陆续开始出现治沙站、国有林场治沙

等。同一时期，在两大沙漠周边旗县

涌现出许许多多治沙领军人物和先

进治沙技术。

从宝日勒岱到扎根沙漠的殷玉

珍、一心种树不放弃的王果香，再到

沙产业、林产业的兴起，鄂尔多斯防

沙治沙经过多年的探索终于进入综

合治理的新阶段。而这些都是库布其

沙漠论坛得以长青的重要支撑！在鄂

尔多斯，长久以来，已形成一种广泛

共识与自觉行动，由此，与生态有关

的先进群体和个人不断涌现。进入发

展新时期，鄂尔多斯市上下“生态认

识”进一步升级，“生态行动”进一步

推进，生态典型也如春笋拔节，盎然

滋生成长。

沙漠，是只存在于诗句
中的浪漫

咱 暂
鄂尔多斯市库布其沙漠是我国第七大沙漠。不断蔓延的沙漠一度令人们饱受沙害之苦。当年因为极度干旱少雨，这里的人曾经一辈

子只洗三次澡，出生洗一次，结婚洗一次，去世洗一次。面对沙海，百姓温饱都难以解决。人们编了一句顺口溜：“春天种了一坡，秋天割上

一车，打了一笸箩，煮了一锅，吃了一顿，还剩的不多。”肚子饿了，只好无穷尽的向自然索取。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人们为了填饱肚子，

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掠夺性地滥用资源，使环境发生了严重恶化，真正是“50 年代风吹草低见牛羊，60 年代滥垦滥伐滥开荒，70 年代

沙进人退无躲藏。”人穷难道就意味着志短吗？上世纪90 年代,当地构建起政府、企业、民众等利益攸关方多元共治的沙漠治理机制,经过

多年实践,走出了一条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的道路。目前，鄂尔多斯境内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已经接近 80%，库布其沙漠的治理率达

到 25%。毛乌素沙害基本消失，除了毛乌素沙地外，库布其沙漠成为世界上又一个被整体综合治理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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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其：大漠芳菲春已回·成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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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其沙漠治理栽种沙障 鄂尔多斯全市蓬勃开展的义务植树活动 2016 年 232 支民工联队齐赴库布其沙海治沙学校的学生义务植树

1997 年我国第一条穿沙公路的修建场景

宝日勒岱是鄂尔多斯植树治沙的第一代领军人物。在极其艰苦的条件

下，宝日勒岱带领当地群众，头顶烈日，脚踏沙漠，把青春年华献给了绿色事

业，成为全区草原建设和全国牧区建设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