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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就会留下痕迹，在漫漫的库布其沙漠里，数代治沙

人用汗水和青春涂抹着一种叫沙漠绿的颜色，这种颜色寄

托了人们对改造恶劣自然环境的决心及对未来的期许。前

行渐远的背影后，那一串串不灭的就是凝结了无数治沙人

心血的深深足印。

总结过往，库布其已经用传奇回答了世人对“改造沙

漠”的问题，展望未来，库布其治沙人仍孤独且坚定地前行，

孤独来自库布其还有三分之二的沙漠仍在肆虐，坚定来自

于那三分之一沙漠绿的鼓舞。

收获的季节还远未到来，但是不妨总结一下三十年的

治沙探索历程。

开轩面瀚海，把酒话桑麻；掩卷频凝望，卅年共展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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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沙的探索
来自于孜孜以求各项创新
上世纪 90 年代, 鄂尔多斯市

和相关旗区明确“植被建设是最大

的基本建设”, 充分发挥国家和地

方生态重点工程的主导引领作用，

开发推广各种治沙技术。从第一代

酒瓶插柳技术，到水气种植法、螺

旋钻种植法、节水容器种植法、甘

草平移种植技术、网格治沙技术等

100 多项技术应运而生。新技术的

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治沙效率，

库布其 1.8 万平方公里沙漠，已经

绿化 6000 多平方公里；沙尘天气

逐年减少，年降雨量逐步增加；生

物多样性复苏，100 多种已经消失

的野生动物重现沙区。

长达 30 年的经验积累，库布

其的治沙经验已经变成了一个创

新的大平台，依靠科技创新“向沙

要绿、向绿要地、向天要水、向光要

电”。库布其治沙人建立了全球第

一所企业创办沙漠研究院，建成中

国西北最大的种质资源库，培育了

1000 多个耐寒、耐旱、耐盐碱的生

态种子，成为全球拥有治沙专利技

术最多最先进的企业。

在治沙过程中，库布其治沙人

通过巧妙的制度设计，把政府、企

业和农牧民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

三方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具体到现

实，就是在库布其亿利生态光伏园

区，板上发电，板下牧草，甘草生长

茂盛。复合式的把公益、产业和扶

贫衔接在一起。

哪里有沙漠，哪里就有贫困。

沙漠治理必须与扶贫统筹推进。库

布其治沙取得成功，还得益于建立

了“政府政策性支持、企业产业化

投资、农牧民市场化参与、生态持

续化改善”的四轮驱动机制。在库

布其沙漠治理过程中，政府起到政

策性引导作用。公路、水、电等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项目的实施，都离不

开各级政府的支持。亿利资源在流

转沙漠的过程中，因为沙漠承包期

限较短影响沙漠治理的长远统筹

规划，当地政府正在全力出台规划

和政策，努力把沙漠承包期限延长

至 50年或 70 年。

治沙的地位
来源于艰苦卓绝努力奋斗
早在 2013 年 2 月，联合国环

境署第二十七次理事会就通过了

《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

草案，这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理

念的认同和支持。同年 8月，联合

国环境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秘书处加入第四届库布其国际沙

漠论坛的主办方，这表明国际社会

对中国治沙成就、防治荒漠化经验

的赞许。

2017 年 9 月，在《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缔约方第 13 次大会

期间，联合国环境署发布了全球首

份生态财富报告，以科学量化评估

的方法，认定王文彪带领亿利集

团，共计修复治理沙漠 900 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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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元人民币，创造生态财富

5000 多亿元人民币，当地民众超

过 10万人受益。

30 年来，以库布其为代表的中

国治沙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2017年 12月 5日，在第三届联合

国环境大会期间，库布其治沙人与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共同获得了国

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库布其治沙人

获得了“地球卫士终身成就奖”，这

为中国的荒漠化防治事业添上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沙漠是禁区吗？在一定意义上

来说，沙漠就意味着挑战和难题，

但是，换个角度看，沙漠更是自然

资本。30年的库布其的治沙经验用

满眼的绿色启迪了未来，只有持续

不断地进行开发利用，把沙漠负资

产变成能产生 GDP 的绿色资产，

沙漠就可以实现生态治理与经济

同步发展。只有在充分考虑经济属

性后，库布其治理沙漠尊重自然规

律、经济规律和产业规律，“绿起

来”与“富起来”就自然结合、生态

与产业自然结合、企业发展与生态

治理自然结合，实现“治沙、生态、

产业、扶贫”均衡发展。创造永远比

比模仿来的艰难，而“生态修复、生

态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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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起一二三产业融合互补

的沙漠生态循环经济，已经脱离了

实物的创造范畴，在更大的格局里，

库布其是在创造模式。

探索沙漠化根本治理
且行且看库布其
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

大、受风沙危害严重的国家。全国有

荒漠化土地 261.16 万平方公里，占

国土面积的 27.2%；沙化土地

172.12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17.9%。土地荒漠化与贫困相伴相

生，互为因果。我国近 35%的贫困

县、近 30%的贫困人口分布在西北

沙区。沙区既是全国生态脆弱区，

又是深度贫困地区；既是生态建设

主战场，也是脱贫攻坚的重点难点

地区，改善生态与发展经济的任务

都十分繁重。当沙区精准脱贫与生

态保护修复两大难题摆在库布其治

沙人面前时，库布其治沙企业依托

“绿起来与富起来相结合、生态与生

存相结合、产业与扶贫相结合”的发

展模式，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

体、群众参与、科技引领”的治沙生

态产业扶贫机制，通过实施“生态修

复、产业带动、帮扶移民、教育培训、

修路筑桥、就业创业、科技创新”等

七大帮扶举措，发展起了一、二、三

产融合互补的沙漠生态循环经济产

业，治理库布其沙漠的同时累计带

动库布其沙漠所在的杭锦旗、达拉

特旗、准格尔旗、鄂托克前旗以及新

疆阿拉尔、甘肃武威等沙区 10.2 万

名百姓成为受益者，贫困人口年均

收入实现了大幅增长。特别是十八

大以来，直接脱贫 3.6 万人，把库布

其沙漠从一片“荒芜之地”打造成为

一座富饶文明的“经济绿洲”，从当

初被动治沙、摸索扶贫逐步探索出

“治沙、生态、产业、扶贫”四轮平衡

驱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被大规模

成功治理的沙漠，全球唯一被联合

国授予“生态经济示范区”的沙漠，

全球首部沙漠生态财富报告的发

布，也让库布其成为全球首个被联

合国和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案例。

30 年沙海搏浪，库布其人总结

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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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化创新的库布其模式”。前路

漫漫，中国还有那么多沙漠等待治

理，而库布其人的治沙脚步也一直

在不断探索。绿富同兴，矢志不渝。

防治土地荒漠化，助力脱贫攻坚战，

库布其治沙人一直在前行。

防治土地荒漠化，助力脱贫攻

坚战，探索沙漠化根本治理之路，且

行且看库布其。

库布其长卷尽展话桑麻·模式篇

风雨中坚守

与风沙搏斗

一寸、一尺、一米……

绿色 蔓延成六千平方公里生命之洲

奇迹 在库布其人的双手中成功实现

本报记者 李茂林

烈日炎炎。距离北京

800 公里的内蒙古库布其，

这处曾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

漠，曾是京津冀地区三大风

沙源之一。时至今日，走进库

布其，你却发现了它的另一

面：沙柳、杨树、樟子松、胡杨

等沙漠耐旱植物郁郁葱葱，

在一个个低缓的沙丘周围形

成一道道绿障；七星湖在耀

眼的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

偶尔有天鹅在湖面低飞。沙

漠、绿洲与湖泊，相得益彰、

相映成趣。经过近 30 年的治

理，库布其沙漠已经由飞鸟

难越的死亡之海变为鸟语花

香的绿洲。

中国库布其治沙项目负

责人、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

王文彪把库布其模式总结为

两句话，“第一句话：通过公

私合作伙伴关系，环境改善，

企业赚钱，发展可持续。第二

句话：把绿起来和富起来相

结合，把生态和产业相结合，

把企业发展和沙漠治理相结

合。”

这是从耗时 30 年的治

沙实践，从高于产业的维度

凝练而出的两句话。把这一

库布其治沙成功的圭臬之言

奉献出来，王文彪是希望将

库布其的治沙经验分享给全

世界，让世界上的沙漠越来

越少，绿洲越来越多。他说：

“只要世界上还有沙漠，我的

治沙‘马拉松’就不会停止，

我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作为永远的价值追求，从

库布其出发走向‘一带一

路’，走向世界。”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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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绿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