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鑫）7 月 24日，

由库布其国家沙漠公园主办的“2018

库布其七星湖国际热气球节呼和浩特

站发布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此次发布

会以推介库布其七星湖国际热气球

节、热气球旅游文化为核心，向到场的

嘉宾展示了库布其国家沙漠公园的特

色优势旅游资源。

据了解，库布其沙漠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北部，是中国第七

大沙漠。在库布其国家沙漠公园，无论

是体验惊险刺激的沙漠娱乐项目，还

是在一望无际的辽阔中欣赏湖景的宁

静悠远，这里都能满足所想。本次热气

球节共严格筛选了 40 个直径为 30

米的热气球，热气球的规模在中国是

史无前例的，所有的飞行人员都是持

有国家飞行执照且拥有多年的飞行经

验，确保前来参加热气球节的每一位

游客都能得到轻松愉快的飞行体验。

为了丰富本次热气球节的旅游体验，

本次组委会斥巨资邀请了当下最流行

的抖音网红大咖和大家一起嗨翻抖音

狂欢夜。除此之外，还增添了炫酷无比

的灯光节、其味无穷的啤酒美食节等

等让人流连忘返的旅游环节，再加上

库布其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和旅游资

源，相信本次热气球节定会给前来游

玩的游客一次毕生难忘的旅行经历。

亿利库布其国家沙漠公园 (七星

湖景区)市场总经理张磊介绍，本届热

气球节将从 8月 18 日正式开幕，至 8

月 24 日晚结束。在为期一周的热气球

节期间，游客将有机会欣赏到 40 个

直径为 30 米的热气球一同升上天空

的震撼场景。此外，灯光节、啤酒节、婚

纱秀、狂欢夜和全羊宴等主题活动轮

番来袭，游客将在绚丽的灯光与劲爽

的啤酒中尽情释放夏日激情。组委会

还将邀请时下最受年轻互联网用户喜

爱的抖音网红赴景区现场直播，在社

交网络和年轻潮人间引爆热烈氛围。

张磊说，2018库布其七星湖国际

热气球节的举办，有利于推进鄂尔多

斯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围绕地区特

色办活动，围绕产业发展办活动，围绕

促进消费办活动，围绕旅游惠民办活

动，将热气球节打造成为全域旅游发

展重要内容。热气球运动作为一种新

兴的体育运动，还未被更多的人所尝

试，对绝大多数人具有强有力的吸引

力，热气球运动在中国大地形成热势

将是不争的事实。在广袤无垠的库布

其沙漠中，五颜六色的热气球、蓝天、

白云、黄沙、绿草这一切将带给观众们

新奇与美好的视觉体验。

热气球节不仅将成为库布其旅游

的一张闪亮名片，还将提升地区旅游

知名度，打造库布其特色鲜明的旅游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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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在库布其沙漠腹地，

遍地的沙蒿与成簇的沙柳迎风摇曳，

田间套种的早玉米即将成熟，曾经寸

草不生的荒漠如今只剩下些零星的

沙丘。通过多年的摸索，当地人民在

治理沙漠的过程中通过逐步修复生

态，产生多产业协同效应，实现了绿

富同兴。

几十年来，库布其沙漠的治理一

直在持续推进。鄂尔多斯市委书记牛

俊雁介绍说，尤其是近年来，通过对

库布其沙漠的生态修复与治理，依托

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发展地方生态工

程，统筹水土保持、国土、水利等，已

经形成了国家和地方各类工程多轮

驱动促进沙区生态持续改善的局面。

与此同时，库布其沙漠相关旗区

政府也纷纷出台政策激发全社会共

同参与治理。推行“掏钱买活树”的约

束机制和“以补代造”“以奖代投”等

激励机制，鼓励引导企业、农牧民通

过承包、入股、租赁以及投工投劳等

方式参与防沙治沙。

其中，亿利集团与蚂蚁金服合

作，吸引全国支付宝用户群体参与库

布其治沙行动，研发手机移动端

APP，通过互联网 +公益的模式动员

全社会参与库布其植树治沙事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地处沙漠

腹地的达拉特旗中和西镇官井村曾

饱受风沙之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村民通过种植沙柳、柠条林构建起一

道绿色屏障，并实现创收致富。

中和西镇镇长薛海林告诉记者，

如今官井村 33 万亩土地中林地面积

达到 16.7 万亩。村民通过合作社的

方式，利用沙柳基地资源发展种条产

业。

牛俊雁表示，鄂尔多斯市在发展

沙产业、生态移民、禁牧休牧、生态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企业和群众直

接支持，有效促进了资金、技术、劳动

力等生产要素向生态领域聚集，实现

了“三个转变”，即防沙治沙主体由国

家和集体为主向全社会参与、多元化

投资转变，由注重生态保护与建设工

程向科技创新支撑综合防治转变，由

单纯注重生态效益向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协同共进转变。

在治沙过程中，库布其沙漠相关

旗区探索出一条“政府政策性主导、

企业产业化投资、农牧民市场化参

与、科技持续化创新”四轮驱动的

“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实现了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有机统一。

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告诉记

者，亿利集团利用沙漠日照资源，创

新“治沙 +发电 + 种植 + 养殖 + 扶

贫”的生态光伏产业模式，在库布其

沙漠规划了 1000MWp，治沙面积 2

万亩，每年发电 5亿度，形成了“板上

发电、板间养殖、板下种草”的能源治

沙模式 据经济参考报

“通过开餐馆、搞旅游，我们的日

子一天比一天好了。”6月25日，坐在

自家的餐馆中，图雅高兴地对记者表示。

图雅原来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

杭锦旗境内的库布其沙漠七星湖畔

附近，“那里没有电，条件特别差，

2006 年我们统一搬迁到当地企业亿

利资源集团盖的牧民新村中。”图雅

说，搬到牧民新村后，条件为之改观，

一家人想到了开餐馆。

“总共投资了几十万元，主要做

蒙餐，全国各地的游客非常喜欢，收

入也很可观。这几天接待的游客中还

有外宾。”图雅告诉记者，除了做蒙

餐，丈夫达来今年也购置了游艇、赛

艇，准备在七星湖景区做旅游。

让图雅高兴的远不止生活得到

改善。她说，几年前设计好的杭州、三

亚等地旅游线路，在去年冬天已全部

实现了，下一个目标就是出国旅游。

斯仁巴布也居住在牧民新村，他

向记者讲起过去的生活，“父母都是牧

民，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沙漠。”“我有

两个妹妹，一家五口人居住在一间不

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以放牧和挖

野生甘草来维持生计，一年到头，难以

解决温饱。”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饱

饭，能有衣服穿。”斯仁巴布说，父亲常

常蹲在门槛上，在黑漆漆的夜里叹气。

“那时候能过上吃饱穿暖的生活，简直

是一种奢望。”

斯仁巴布告诉记者，后来，当地治

沙企业开始在库布其沙漠中进行生态

治理，参与修建穿沙公路，建设七星湖

旅游景区，他把荒地转租给了该企业，

获得了“第一桶金”。

如今，斯仁巴布和另外两个村民

合伙在七星湖景区开了一家旅游公

司，经营沙漠越野项目，光沙漠越野车

就有近 20台。

值得一提的是，每逢旅游旺季，斯

仁巴布的越野车几乎从早到晚不停

歇。他的妻子姚丽媛则在牧民新村里

经营着“草原请你来”饭店，地道的手

把肉、醇香的奶茶和美酒，引得中外游

客啧啧赞叹。

在当地牧民新村中，与斯仁巴布

一样的牧民共有 36户，他们皆经历了

由穷变富。

记者了解到，之前这 36 户牧民均

居住在库布其沙漠七星湖畔的土房

子，生活非常窘迫。2006年，在内蒙古

杭锦旗官方的支持下，当地治沙企业

对这些牧民统一进行了搬迁，并为每

户建起了 106平方米的住房，且配置

了养殖大棚和种植大棚。

这些牧民在种植、养殖外，一些人

还开始在库布其沙漠中发展农家乐、

牧家乐旅游项目。目前，这 36 户牧民

几乎都达到小康生活水平。

据中国新闻网

7 月初的草原，天朗气清，白云朵

朵，绿油油的甘草长势正旺，圆滚滚的

羊群自在进食。正午时分，尽管窗外骄

阳似火，屋内却凉爽舒适。忙碌了大半

天的白音道尔计喝着奶茶，看着自己

精心打理的牧场，喜不自禁。

这里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

沙日召嘎查，位于中国第七大沙

漠———库布其沙漠的腹地深处，62 岁

的牧民白音道尔计祖辈生活的地方。

在他小时候，这里“出门就是明沙梁，

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的生活想都不

敢想。

“那个时候风沙大的很，经常一夜

狂风过后，沙子堵得房门都推不开，羊

被埋得只剩脑袋。”白音道尔计对童年

艰苦的生活记忆犹新。

1966 年，9 岁的白音道尔计猫在

家里躲着突如其来的沙尘暴，黄龙暴

虐之后，不知打那里刮来的铜钱钱晃

了他的眼，捡起来一把卖了换成 6块

钱。“沙漠也许是个聚宝盆哩”，年幼的

白音道尔计心里隐约有种感觉。

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

期，鄂尔多斯被列入“三北”防护林体

系建设工程，大力推进荒漠化防治，提

出“谁造谁有，允许继承”“划拨到户，

草牧场两权分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政策。1983 年，白音道尔计从部

队退伍，打小受够了风沙侵蚀之苦的

他看到家乡治沙政策好，放弃了留在

城里的机会，毅然选择回乡植树治沙。

然而，治沙之路并非平坦。库布其

沙漠因高大移动沙丘多，治理难度大，

被称作“死亡之海”。同嘎查的人看不

到治沙的前景，依旧选择放牧。2000

年前后，村里的草场日渐衰退，牧民陆

续搬走。

“草场的衰败是人过度放牧造成

的，我们有责任治理好，还子孙后代一

个绿色草原。”在这样的信念下，白音

道尔计坚持了下来。他将自己的羊承

包给别人，决定一门心思治沙。在当地

政府“掏钱买活树”“以补代造”“以奖

代投”等政策激励，以及当地林业部门

和企业的帮扶下，白音道尔计在自己

近 9000 亩的草场上种植沙枣、柠条、

羊柴等沙地植物，还通过代收甘草、借

贷等方式获取资金，种植了大量甘草。

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白音道尔计

的草场变绿了，明沙不见了，生态改善

了，昔日的“死亡之海”变成了“绿色银

行”。

目前，白音道尔计养着 400 多只

羊，靠卖羊羔、羊肉、羊绒、羊毛，以及

柠条、甘草，再加上每亩 2.25 元的休

牧补贴和 12.25 元的公益林补贴，一

年的收入能达到 20多万元。

“我的草场好，养羊成本低，别人

每年花几万块钱买饲料，我只需要买

几千块的做点补充，卖羊绒羊毛的钱

刚好够羊倌的工钱支出；我的羊吃甘

草苗长大，味道好，不愁销。”讲起自己

的生意经，白音道尔计头头是道。

而 9000 亩生长了十几年的甘

草，更成为他的“小金库”。靠着这些甘

草，白音道尔计早已还清了当年改造

草场欠下的67万元债务。现在只有在

需要用钱以及甘草行情好的时候，才

会考虑去挖它。

在经营草场的过程中，白音道尔

计总结出一套维持草场生态平衡的规

律，摸索出一条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

效益的致富门路。

“我养羊的数量都是经过反复测

算的，曾经养过 800 只，事实证明不

行，400只正好；挖甘草得在雨水好的

时节，这样才能及时覆盖土地，避免草

场再度沙化，干啥都得尊重自然规

律。”白音道尔计说。

如今，沙漠真的成了聚宝盆，贫苦

出身的白音道尔计基本实现了“财务

自由”，过上了别人眼中“向往的生

活”。他在县城买了一栋带院子的二层

小楼，平时和老伴与儿子一家住在一

起；每年只需在春夏之交的 3 个月回

到草原打理草场，羊群则交给雇来的

羊倌管理。闲暇时间，这位蒙古族老汉

喜欢旅游。在 60 岁那年，他给自己买

了辆丰田牌越野车，时不时带着全家

人，约上亲朋好友自驾出游，几年来已

经走了不少地方。

在沙漠地区，一直流传着这样一

句话：“治沙不治穷，到头一场空”，因

为兼顾治沙与增收的难度相当大。可

在广袤的库布其沙漠深处，一位习惯

逐水草而居的牧民，硬是将光秃秃的

明沙梁，变成了绿油油的大牧场，更是

靠着治沙，走上了“绿起来与富起来相

结合”的道路。在这里，不仅绿水青山

是金山银山，就连茫茫大漠，也是金沙

遍野。

今年，白音道尔计在牧场多住了

两个月，因为他要赶着再多种些柠

条和羊柴。“十八大以来，国家特

别重视生态，我们种树积极性更高

了。”他说。另外，去年他在自家草场发

现了银柴胡这味药材，收集了草籽开

始在今年试种。“弄好了又是一笔收

入。”对这个新产业的前景，白音道尔

计信心十足。

据中国网

库布其沙漠生态修复催生多产业协同效应

一条水泥小道，隔出两方

天地。一边是严重荒漠化的沙

漠，寸草不生，风吹沙起；一边

是成片墨蓝色的光伏板，倾斜

40 度仰着天，把吸收的光能转

化为电能，底下种满植物，绿

意盎然。

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

多斯市杭锦旗的生态光伏治

沙基地，由生态修复企业亿利

集团投入建成。在 2万亩沙地

上支起的 60 万块光伏发电

板，既能遮光挡风、固定沙带，

还能利用库布其沙漠每年

3180 小时日照等资源进行发

电。2016年建成运作以后，基

地年发电量达 5亿度，销售收

入约 4.5 亿元。

光伏发电板之下，种着甘

草、苜蓿等耐寒耐旱的植物。

光伏发电板的遮挡为其生长

提供适宜的光照与温度。这些

具有生物固氮功能的草木，既

可增加沙地肥力，长成之后又

能做成药材、饲料，带来经济

效益。目前，基地将经营权交

给当地 15 户贫困户，经营收

入也由他们享用，每户人家年

均增收 2万多元。

光伏发电板之间供当地

11户贫困户养家禽。家禽数量

控制在 5000 只左右。这既增

加了植物和沙地的肥力，又避

免家禽过度食用草木而造成

植被破坏。养殖所需水电均由

基地免费提供，收入由养殖者

共享。

“生态 +经济 + 民生”，已

经成了库布其沙漠的治理模

式之一。它不仅改善了生态环

境，还带动农牧民逐步摘掉

“生态难民”的帽子，成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实

写照。 据央广网

60 万块光伏发电板
照出沙漠经济新动力

库布其沙漠里的牧民：“下一个目标，出国旅游”

大漠深处的“向往生活”———白音道尔计治沙致富记

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七

大沙漠，位于内蒙古西南的鄂

尔多斯市，在黄河“几”字内侧

北端。这也是离北京最近的沙

漠，两者相距 800 多公里。库

布其沙漠 1.86 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曾严重荒漠化，腹部地区

寸草不生，荒无人烟，被称为

生命禁区、死亡之海。经过 30

多年来几代治沙人的努力，库

布其沙漠创造了绿进沙退、大

漠变绿洲的奇迹，三分之一的

沙漠得到治理，生态资源逐步

恢复。

如今，在“治沙、生态、产

业、扶贫”四轮驱动下，库布其

沙漠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除

了种植业和养殖业外，库布其

沙漠还重点发展旅游业，目前

有响沙湾、库布其、银肯塔拉、

恩格贝、七星湖等旅游区，形

成了沙漠产业集群，带动当地

百姓就业增收。

挖掘生态旅游价值，形

成绿色产业链，库布其沙漠

带给鄂尔多斯人的不再是

灾害。不断向高端、纵深发展

的旅游业，已经将库布其沙漠

转变为一座饱含“美丽经济”

的富矿。

据央广网

沙漠里走出一条
绿色的旅游产业链

“不去土耳其，就去库布其”
沙漠绿洲库布其 8月 18 日开启热气球之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指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