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漠的负资产
变成绿色正资产

30年前，一群对生活充满希望

的人开始深入大漠狼滩，困风魔、降

沙海，完成了从被迫碎片化治沙行动

到系统化沙漠治理，探索出一条沙漠

科学治理方法与发展经济学紧密契

合的道路，逐步形成了“沙漠经济学”

理念。在许多人看来，寸草不生的沙

漠中也能产生经济效益，荒无人烟的

瀚海中也能够实现实体价值。“沙漠

的负资产可以变成绿色正资产，沙漠

的负能量是可以变成正能量。”面对

库布其巨大的变化，有媒体发出这样

的感叹。

去年，联合国环境署在内蒙古鄂

尔多斯召开的第 13 次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缔约方大会上正式发布了《中国

库布其生态财富评估报告》。《报告》

认为，中国治理、修复库布其沙漠创

造的生态财富价值 5000 多亿元人

民币。这是全球首部由联合国官方撰

写并发布的生态财富报告，也是联合

国和国际社会认定的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成就首个案例报告。根据报告评

估，库布其沙漠共计修复绿化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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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亿元人

民币，带动当地民众脱贫超过 10万

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100 多万人

（次）。

还有一个数字需要掌握：那就是

整个库布其，沙丘在 30 年里整体高

度下降了一半，6000 平方公里荒漠

变成绿洲，占到荒漠总面积的三分之

一。曾经风沙漫天、一眼望不到边的

“死亡之海”库布其，出现了一片片绿

洲。

用水管的水压在沙地冲出 1 米

深的细孔，将树苗插入孔内，使树苗

与沙土层紧密结合，挖坑、栽树、浇水

三步骤一次性完成，仅需 10秒钟，这

就是在大规模治沙过程中的法宝之

一———成本比传统方法的每亩 1000

元降到 200 元，成活率则在 90%以

上的水冲植树法。这是成本的价值。

甘草通过根瘤菌的固氮作用，把沙子

变成土地，而治沙人通过技术创新，

让甘草顺着长而不是竖着长，由此将

甘草的绿化面积由 0.1 平方米扩大

到 1平方米以上，达到扩大土壤面积

的目的。这是科技的价值。甘草可以

入药卖钱，黄沙被改良成了黑色土

壤，种出了西瓜、圣女果、蜜瓜等经济

价值高的有机瓜果，这是农业价值。

库布其年太阳光照时间达 3180 小

时，太阳能资源丰富。这里建设了我

国第一座因治沙而批建的太阳能发

电站。发电的光伏板还有遮光挡风的

作用，成了农牧民种植甘草、苜蓿、沙

米的好地方。企业雇用农牧民清理光

伏板，让他们又多了一份收入。这是

产业链的价值。板上发电、板下种草、

板间养殖，带动精准扶贫模式。顺着

这样的思路，有机农业、饲料加工和

养殖业、以七星湖为代表的沙漠旅游

等产业也发展起来。这是复合产业的

价值。

在库布其，一点点价值的产生都

会成为另一项巨大价值崛起的先兆。

库布其实现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如今，库布其沙漠会不时迎来降

雨。从 1988年到 2016年，库布其降

雨量从每年不足 100 毫米增加到

456 毫米，沙尘暴从每年 50 次减少

到每年1次。库布其沙漠的生物种类

也从不足 10 种增加到 530 种。而

2013 年之后，企业的生态产业也已

经实现了盈利。30年的防沙治沙，库

布其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双丰收。

有形的资产只是鼓了当地的钱

袋子，库布其更大的收获是人心的鼓

舞。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背靠沙漠

没得吃，只有被沙漠侵袭。畜牧业在

库布其也是当地农牧民的重要生活

来源。可是，玉米秆和葵花秆做饲料

有季节性，大量的牲畜啃食又加剧了

草场沙化的进程。在治沙过程中，库

布其把具有防风固沙功效，但其长高

后必须被平茬否则会枯死的沙漠野

生植物羊柴和花棒，开发成了富含高

蛋白，不用添加剂的牛羊饲料。羊柴

和花棒平茬下来的枝叶做动物饲料，

饲料的原料四季长生，饲料的优势可

见一斑。而类似的推翻千百年来的陋

习，就是人定胜沙的精神支撑。

现在，对于库布其沙漠中的农牧

民来说，他们大多都有着多重身份。

他们会把闲置土地转租给企业，这是

股东身份；跟着民工联队队长种树，

身份又变成了生态产业工人；旅游旺

季来临，餐饮住宿导游，农牧民又成

了旅游业主等。身份的不断转变其实

是农牧民在“人进沙退”战役中收获

的信心，这些多重身份在保脱贫又可

致富的前路上愈走愈挺胸抬头。

为了建设百公里的穿沙公路，贫

穷的当地和企业投入亿元；为了保护

穿沙公路，当地政府发动 13 万人集

体种树。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没人没

钱的当地农民就提供玉米、小麦秸秆

扎建草方格进行固沙。

30 年治沙
沙服人奋进的见证

当库布其的企业吹响治沙号角，

宣称“种树时有没有投机取巧、应付

了事。企业要对树苗进行验收，即技

术人员随机抽查 10%的地块，如果成

活率在 65%以上即可付他们全款”，

这种被称之为“企业花钱买活树”的

“犯二”做法时，许多参与种树的百姓

都在犯嘀咕：““心想着肯定是死一

片”，可是他们的车进去了一看，没想

到一片绿。当年就有农牧民挣了 12

万元。而库布其的农牧民也就又产生

了另外一个称呼———民工联队。在库

布其，单只是民工联队队长就有至少

200 人，每个队长又都带领几十甚至

上百名农牧民参与沙漠植树。许多农

牧民最后都以种后验收的方式成了

治沙企业的产业工人，一些民工联队

也随着企业的绿化事业，逐渐走出了

内蒙古，有的去了新疆，有的上了青

藏高原，还有的两个地方都在干。

中国治沙人走的是“可循环治

沙”的道路，治沙的同时还发展“生态

修复、生态农牧业、生态光能、生态旅

游、生态工业、生态健康”。目前，库布

其的沙漠产业已经达到了千亿元的

规模，让 10万沙区农牧民都过上了

田园牧歌式生活。

党的十九大以来，库布其治沙扶

贫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显著的成果，库

布其治沙扶贫路越走越宽、越走越有

力、越走越深远。库布其治沙扶贫的

成功实践，正是践行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伟大理念。而从可见

的自然环境的变化，让人们感受到这

片曾经的沙漠，如今的绿洲，正在从

“大漠黄”实现价值的“产业金”，在更

大的意义上，30 年治沙，沙服人奋

进，就是见证。

去年,库布其的当地企业用自身

具备科学技术和 30 年来对治沙的经

验，开发出了一款叫做“i 森林”的治

沙小程序，这意味着中国治沙将开启

一个新的篇章，人们将可以利用互联

网植树造林，线上养树、线下种树、线

上看树，坐在家里也能改造大沙漠。

世界治沙看中国，中国治沙看库

布其。库布其治沙取得成功的关键，

就是意志和决心所体现出的核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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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署经济学家奥利维拉对库布其模式成果做了解读，他说：“29年，1.86 万平方公里的沙漠现在已经转变成了经济发

展和减贫的巨大宝藏，背后的商业模式的确值得分享和探索。在库布其案例中，关键点在于：着眼于长期发展，而且不仅仅关注土地本

身，更应该创造出一种合作共赢和全方位的发展模式。现在，库布其沙漠每年已经能够创收 12亿元人民币。20 年累计下来已经创造

了 5000 亿元的经济效益，这是非常令人赞叹的成就。在新加坡和中国，还有在世界各地都应该进行推广，而且它具有实际的落地意

义。在上世纪 80年代库布其治理真正开始的时候，人均收入大概只有 800 元人民币，现在已经达到了 1.78 元万人民币。我们看到学

生们可以回到学校上学，人民找到了工作，经济形成了良性的循环，这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成就。”

从负数资产增量到正数资产，这本身就说明了沙漠里除了海市蜃楼，还充满了许多变量———吹尽黄沙始见金。

库布其吹尽黄沙始见“金”·价值篇
本报记者 李茂林

分五个章节，涉及中国库布

其的实践、升华、推广和传播、

展望，系统介绍了库布其沙漠

的治沙经验和模式以及沙漠经

济学缘起。企业家王文彪花了

无数的金钱、无数的时间，和沙

斗、和风斗、和恶劣的自然环境

斗的心血结晶———中国首部沙

漠经济学专著 《沙漠经济

学——库布其的实践》于去年

面世。

理论是需要实践的，库布

其沙漠治理用了 30 年。

库布其沙漠总面积 1.86

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七大沙

漠，曾经是京津冀地区沙尘暴

的重要源头之一，但经过 30 多

年的科学治理，库布其沙漠面

积的三分之二已披上“绿装”，

荒漠化的生态逐渐得到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