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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苗树”到 19 万亩林
久久为功，曾经令人望而生畏

的沙海充满生机活力

库布其沙漠，地跨内蒙古自治

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达拉特旗、

准格尔旗三地。近千余年间，由于

无节制的放垦开荒，加之干冷多风

的气候，库布其变成不毛之地，荒

无人烟。

新中国成立之时，库布其沙漠

生存条件极其恶劣。“沙里人苦、沙

里人累，满天风沙无植被；库布其

穷、库布其苦，库布其孩子无书读；

沙漠里进、沙漠里出，没水没电没

出路”，这是当地流传的民谣。那

时，沙漠每年向黄河岸边推进数十

米，流入泥沙 1.6 亿吨，直接威胁

“塞外粮仓”河套平原和黄河安澜。

达拉特旗中和西镇官井村就

在库布其沙漠南缘。提起幼时的风

沙天气，54 岁的高二云至今心有余

悸：“记忆里小时候到处都是沙子。

大风刮一晚上，沙子就把房门堵住

了，得跳窗出去。沙子有时甚至把

房子埋了，顺着沙丘一路走，能走

上房顶。”

官 井 村 曾 经 有 另 一 个 名

字———“一苗树壕”，因为以前偌大

的村子，只有一棵柳树成活。

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

“一苗树壕”，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库

布其沙漠。鄂尔多斯市大胆改革，

先行先试，上世纪 80 年代初实行

“五荒到户、谁造谁有、长期不变、

允许继承”政策，激发了社会各界

巨大的治沙动力。

1986 年，高二云的父亲高林树

带着妻儿老小，赶着二饼饼牛车，

一头扎进库布其沙漠，开始治沙造

林。遭遇无数挫折失败和冷嘲热

讽，高林树没有低头，默默耕耘，一

次栽不活，下次接着栽。一棵，两

棵，三棵……树终于成了林，一家

人种活了近千亩树苗。林下套种草

料，放羊，高家成了村里第一个万

元户。

村民们纷纷包地治沙。如今，

官井村全村 33 万亩土地，种树

19.2 万亩，“一苗树”发展到一大片

林。一丛丛的沙柳、柠条，牢牢锁住

了沙丘。“我们这儿低的地方叫壕，

高的地方叫梁。以前的裤衩壕、一

苗树壕，现在都有了更‘绿’的新名

字：沙柳壕、柠条梁、公益林基地

等。”曾任官井村村支书的周玉小

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顶着风沙不回头，盯着绿色加

油干，库布其人就像大漠中的骆驼

一样坚韧皮实。

登上杭锦旗第一条穿沙公路

旁的防火瞭望塔，四下远望，只见

公路两侧的沙地，被沙生植物覆盖

起来。这条全长 115 公里的黑色柏

油路，从杭锦旗锡尼镇出发，犹如

一把利剑，直插库布其沙漠腹地，

硬生生将沙漠拦腰劈断。

沙海筑路，谈何容易！现已退

休的原杭锦旗交通局局长白富华，

是当年的筑路人。修路前，他曾带

领技术人员进入沙漠勘测设计。

“一个月的测绘，足足丢了几十个

水壶。为啥？水壶放在测绘过的路

线，刚走 100 多米，就被沙子埋

了。”白富华说。

“清汤挂面碗底沙，夹生米饭

沙碜牙，帐篷睡听大风吼，早晨起

来脸盖沙。”这就是当时的工地生

活。施工人员用推土机在沙窝里推

一个 1米多深的沟，搭上防雨布，

就是住的地方了。工地上的水桶和

锅盖，晚上经常被大风吹得哐哐当

当，第二天得跑老远才能找回。

从 1997 年到 1999 年，三度寒

暑，七次会战，13万杭锦旗人的汗

水，凝结成了一条纵贯沙漠南北的

柏油路。

如果没有植被压沙护路，一场

风就能把路面埋得踪迹全无。必须

种树固沙！杭锦旗人在公路两侧扎

出 2000 多万公顷沙障，栽下几百

万株树。

如今，驾车行驶在这条穿沙公

路，昔日的沙障网格已不见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几公里宽的绿色植

被。老百姓通过修路学会了治沙，

一片片绿色沿着公路两侧向沙漠

深处铺展。

先易后难，由近及远，锁边切

割，分区治理，整体推进……库布

其沙漠治理有序开展。

鄂尔多斯人在库布其沙漠南

北缘栽下锁边林带，建起了东西长

200 多公里、南北宽 3—5公里的绿

色防风固沙体系，乔、灌、草结合，

带、网、片相连。同时，依托十大季

节性河流，修建多条穿沙公路，将

沙漠切割成块状，分区治理，建成

一道道绿色生态屏障，阻止沙漠扩

张蔓延。

党的十八大作出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以来，库布

其治沙明显提速。党委政府主导、

政策引导，治沙龙头企业亿利集团

发挥突出的示范、带动作用，伊泰、

东达等企业、社会组织、农牧民等

各方力量踊跃参与，涌现出“治沙

愚公”乌冬巴图、国有林场治沙标

兵王双喜、全国劳模乌日更达赖、

沙漠造林人张喜旺、林业生态建设

标兵莫日根道尔计等先进个人。曾

令人望而生畏的沙海，充满生机和

活力。

从吃不饱饭到“百万元户”
绿富同兴，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同步增加

达拉特旗银肯敖包，库布其沙

漠最高点。站在上面，举目四顾，人

们真切地看到沙漠黄龙已被降服，

安然卧于大地之上。

库布其的植被在增加。经过几

十年不懈努力，库布其沙漠治理面

积达 6000 多平方公里，绿化面积

达 3200 多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植被覆盖度分别由 2002 年的

0.8%、16.2%，增加到 2016 年的

15.7%、53%，生物种类大幅增加。以

往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实现“整

体遏制、局部好转”的历史性转变。

库布其的流沙在减少。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监

测结果表明，库布其区域流动沙地

面积从 1986 年的 9207 平方公里

（占区域总面积的 49%），减少到

2015 年的 4620 平方公里（占区域

总面积的 25%）。半固定、固定沙地

面积明显增加。

库布其的风沙在变弱。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对典型

沙尘过程进行模拟分析，得出结

论：库布其沙漠植被恢复，对降低

京津地区风沙灾害产生积极影响。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随着沙漠生态的修复，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呈现勃勃生机。

参与库布其治沙造林及相关

产业开发的企业达到 80 多家，逐

步打造了生态修复、生态农牧业、

生态健康、生态旅游、生态光伏、生

态工业“六位一体”的产业体系，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形成良性循

环，带动沙漠治理。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防沙治沙首席专家杨文斌

说：“多年来，亿利、伊泰、东达等一

批企业在党委政府的政策支持和

引导下，积极开展库布其沙漠治

理，走出了一条‘民营企业牵头，产

业发展和生态治理相结合’的道

路，这是库布其治沙闪耀世界的秘

诀。”

杭锦旗独贵塔拉镇，亿利生态

光伏发电综合治理示范项目区。深

蓝色的光伏板连绵不断，如同一片

蓝色的海洋，蔚为壮观。“嘎嘎、嘎

嘎……”数千只鹅在光伏板下觅

食，很是热闹。

亿利治沙光伏电站站长田俊

廷告诉记者，这些光伏板不仅充分

利用沙漠丰富的日照资源发电，而

且遮光挡风，减少沙区水分蒸发。

地下种植了生物固氮先锋———甘

草，不断增加沙地肥力。光伏板间，

养殖牛、羊、鹅等。这一项目规划实

施 1GW（吉瓦），目前已建成并网发

电 310MW（兆瓦），治沙面积 2 万

亩，每年发电 5 亿千瓦时，实现销

售收入 4.5 亿元。

周边贫困户转租沙地或以沙

地入股，通过养殖、清洗光伏电板

等，有了稳定、可观的收入。独贵塔

拉镇隆茂营村贫困户杨志强在光

伏电站养了不少鹅，加上种玉米的

收入，生活逐渐滋润起来，他估计

今年家里年收入能达到 10 万元。

“沙漠变绿了，日子变美了，人的精

气神也变好了！”杨志强说。

农牧民是“沙魔”的受害者，也

是治沙的参与者、受益者。

59 岁的高毛虎是独贵塔拉镇

杭锦淖尔扶贫新村村民，以前因为

穷，他得了个外号“高要饭”。2004

年，亿利集团鼓励有能力的农民工

牵头组建治沙民工联队，承包生态

种植工程，高毛虎积极响应。依托

亿利集团微创气流植树法等先进

技术和模式，他承包的生态工程从

几十亩、几百亩，逐步发展到上千

亩。到今年，高毛虎和他的民工联

队在库布其沙漠累计承包种植工

程 10 万亩，他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百万元户”。高毛虎说：“这几年，

树多了，沙尘暴少了。没有治沙，就

没有现在的好光景。”

在库布其沙漠，活跃着 232 支

这样的亿利民工联队，5820 人成为

生态建设工人，人均年收入达到

3.6万元。

杭锦淖尔扶贫新村是杭锦旗

政府和亿利集团共同出资建设的

扶贫项目。政府和企业分别给每户

补贴 5万元，修建了标准为 40 平

方米的安置新居，超过 40 平方米

的部分由牧民自己承担。以往散居

在沙漠里的牧民过上了安稳的定

居生活，投身种植、养殖、旅游等产

业。

在村里采访时，记者遇上瓢泼

大雨。村民闫河宽邀请我们去家里

避雨。新家窗明几净，室内空间不

大，电视、沙发、茶几等居家必备的

电器和家具应有尽有。“交上 2万

多元钱，就能住进这样 60平方米

的新家。以前哪能想到会住上这么

好的房子！”闫河宽兴奋地说。

闫河宽曾经为生计发愁，这几

年他家里种了 70 亩玉米，农忙时

在家务农，农闲时就跟着亿利治沙

民工联队外出打工。“种树、种草、

种药材，一天将近 200 块钱，可不

少呢。”他算了算，自己去年打工挣

了三四万元，总收入七八万元，今

年也不会差。

2017 年 9 月，《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

鄂尔多斯市召开，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在会上发布了《中国库布其生态

财富评估报告》。报告指出，库布其

沙漠治理过程中，政府和治沙企业

累计为群众提供就业机会 100 多

万人（次），带动 10 万多人脱贫致

富。

“‘党委政府政策性主导、企业

产业化投资、农牧民市场化参与、

科技持续化创新’，这四轮驱动模

式，是库布其沙漠治理成功的关

键。”鄂尔多斯市委书记牛俊雁表

示，“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把治沙孕育出来的‘守

望相助、百折不挠、科学创新、绿富

同兴’的库布其精神发扬光大，为

筑牢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作出

新贡献。”

从不毛之地到“绿色名片”
走向世界，治理模式为全球防

治荒漠化提供了一个样本

西藏那曲，跟库布其相距遥

远，但有一个共同点：绿树稀缺。

平均海拔 4500 米，高寒缺氧、

冻土层厚、氧气稀薄，那曲以前一

直没有种活过一棵树。春天种下，

冬天就会冻死。2016年 11月，亿利

集团承担了那曲高寒区植树重大

科技攻关项目。

目前，500 亩实验林越冬情况

比较乐观，去年种植的 7 万多棵

树，成活了 5 万多棵，那曲高原上

终于出现了一片林。

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为许多

备受荒漠化困扰的土地带来绿色

希望。

库布其防沙治沙技术和经验

已被引入我国 20 多个省份、200

多个县市，累计在塔克拉玛干沙

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科

尔沁沙地、张北坝上地区治沙 100

多万亩。

杭锦旗吉日嘎郎图镇永胜村

农民张见林，是一支亿利治沙民工

联队的队长。他带着民工联队，不

仅在库布其沙漠东奔西跑，而且远

赴塔克拉玛干沙漠，参加亿利与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

合作的治沙、治盐碱科研攻关示范

项目。“那里沙地盐碱成分高，水质

差，种树难活，让人揪心。”张见林

说。

第一年种下的树，只活了一半，

大半年的心血和汗水，有一半白扔

到沙子里。张见林和队员们不服输，

他们仔细观察，渐渐发现把带根的

苗子在水里泡过，再种到沙里，成活

率能提高到 80%。苦心人，天不负。

如今，民工联队种下的树，成活率越

来越高。

土地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

症”。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

织调研预测，到 2020 年，全球将有

超过 5000 万人因居住地荒漠化而

被迫迁徙。卓有成效的库布其沙漠

治理模式，成为中国拿出的一个神

奇“药方”。

2013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成为

第四届库布其世界沙漠论坛主办

方，联合国授予库布其治沙带头人、

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全球治沙

领导者奖”；2014 年，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将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区确立

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

201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巴黎

气候大会上认定，“库布其沙漠生态

财富创造模式”走出了一条立足中

国、造福世界的沙漠综合治理道路；

2017年，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授

予王文彪“地球卫士终身成就奖”；

2018年 4月，中国首次担任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主席国。

“库布其沙漠 30 年的治理是

一个奇迹。”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

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

姆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

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创造共同发展

的新机遇，如何沿着“一带一路”建

设的步伐，帮助更多国家防治荒漠

化、以治沙带动致富，世界期待着库

布其模式做出更大贡献。

“库布其治沙的成功在于，不仅

让沙漠绿起来，还让当地居民富起

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执行

秘书莫妮卡? 巴布说，“库布其沙漠

生态经济是一种新型生态商业模

式，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运用市场

化机制，实现土地退化修复的可持

续发展。这可供非洲、中东、拉美等

饱受沙尘肆虐的国家和地区借鉴，

我们已经组织了许多国家的代表去

中国学习。”

库布其治沙，成为中国一张亮

眼的“绿色名片”。库布其沙漠治理

经验和模式正在中东、中亚一些荒

漠化严重的国家落地生根，为推进

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和中

国经验。

“30 年不改初心、艰苦创业、绿

色发展，库布其治沙成果是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最好例证。记得 2010年

左右，随着亿利治沙规模扩大，经济

账和生态账的平衡与取舍成了难

题。正在亿利爬大坡、过大坎的时

候，党的十八大召开，‘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给我们治沙吃

了定心丸，我们觉得更有底气了。”

王文彪说，“库布其经验和精神要一

代一代传下去，只有这样，才能继续

扎实推动治沙和脱贫事业的发

展。”

黄河奔涌，黄沙安卧。以往，从

库布其这个“弓上的弦”射出去的，

是肆虐多地的风沙之箭。今天，风

沙之箭变成绿色之箭，逼退“沙魔”，

造福四方。

百折不挠，创造绿色奇迹
———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治理经验报道之一

《人民日报》记者 武卫政 刘毅 寇江泽 吴勇 张枨

为践行国有大行的责任，

提升建行服务品质，建行内蒙

古区分行积极部署在全区开展

“劳动者港湾”建设，为环卫工

人、交通警察、出租车司机、快

递员等社会大众劳动者免费提

供饮水、手机充电、应急药箱、

临时休息、无线网络、残疾人帮

助等服务。

首批劳动者港湾在呼市、

包头、鄂尔多斯 3 家分行开始

部署，3家分行利用周六日时间

加班加点建设，截止 8月 5 日，

3家分行已完成 36 家“劳动者

港湾”建设工作，全面对外开

放。首家“劳动者港湾”在区分

行营业部万锦支行落地，服务

设施包括：免费茶水、饮品、图

书、休息沙发、手机充电站、急

救药箱、验钞机、轮椅、婴儿推

车、雨伞、擦鞋机等 20 多种，充

分展示我行践行大行责任、提

升服务品质的精神风貌。

建行内蒙古区分行计划 8

月底前在 300 家网点内全部完

成“劳动者港湾”的建设并对外

开放，进一步拓宽建设银行营

业网点的服务内容，传递志愿

服务精神，履行社会责任。“劳

动者港湾”是建设银行以实际

行动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

体体现，是建设银行深化服务

社会民生的又一项重要举措。

“劳动者港湾”将成为服务社会

的又一个公益品牌，是建设银

行优质服务的又一张亮丽名

片，这对于鼓励和引导全社会

积极参与道德建设实践活动、

推动公民道德水平和提升城市

整体文明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建设银行内蒙古区分行

将不断深化服务内涵，让“劳动

者港湾”成为建行员工持续关

注公益、积极传递正能量的中

转站，成为建设银行与社会民

众的连心桥。“劳动者港湾”因

爱停靠，“劳动者港湾”您身心

可以停靠的地方。

建行内蒙古区分行
全面建设“劳动者港湾”

本报讯（记者 张鑫）8 月 5 日

晚，第十五届草原文化节优秀广播

剧展播电影展映暨乌兰牧骑、励志

电影进贫困嘎查村活动在乌兰察

布市卓资县旗下营镇四道沟村启

动。

活动期间，10 部优秀广播剧，

140 余部改革开放、励志主题电影

将在全区 103 个旗县市区的乡镇、

贫困嘎查村、社区、幸福院以及高

等院校进行展播展映，各级乌兰牧

骑也将走进贫困村，共同为基层群

众送上一道文化大餐。

活动现场，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共同为

四道沟 307 户村民捐赠了 307 台

高清看戏机及 21 频段收音机，并

为村委会捐赠 65 寸高清电视机等

文化用品。同时，播放了《红海行

动》等 4 部优秀广播剧和励志电

影，卓资县乌兰牧骑为村民们带来

了精彩表演。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草原文化节活动首

次走进贫困嘎查村，体现了文化活

动重心下移、服务基层老百姓的理

念。同时，本次活动也是自治区宣

传文化系统助力脱贫攻坚“六进

村”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这

种贴近群众、接地气的方式，满足

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激发他们内生

动力，早日实现脱贫。

文化扶贫精准发力 群众乐享“文化大餐”
———第十五届草原文化节优秀广播剧展播电影展映暨乌兰牧骑、励志电影进贫困嘎查村活动启动

（上接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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