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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沙海中最动人的色彩。
内蒙古是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集中、
危害严重的省区之一，也是我国防
沙治沙工作的重点地区。

今年 9 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
2023 年宣传活动在内蒙古开展，活
动的主题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记
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干部群众的
不懈努力下，茫茫沙海正在披上绿
装，群众也享受到生态改善带来的
红利。

“绿进沙退”
茫茫沙海披上绿装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国营新
华林场，小叶杨、紫穗槐、杨柴等枝
叶繁茂，林场绿意盎然。

副场长葛文斌介绍，林场的沙
地原为黄河故道堆积的流动、半流
动沙丘。从 1960 年建场开始，林场
职工投身防沙治沙，结合“三北”防
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低质低效林
改造等生态工程，持续提高森林覆
盖率。

“通过三代林场人的努力，有效
治理了流沙对农田、村庄的危害，实
现‘绿进沙退’，形成了稳定的生态
系统。”他说。

林场附近红旗村的村民党建国
说：“从前风沙很大，春天庄稼苗刚
长出来，一场风沙过去，有的被风刮
走、有的被沙掩埋。近年来，随着林
场种的树越来越多，村里的耕地面
积增加，风沙天减少，村民可以踏踏

实实种粮了。”
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多伦诺

尔镇新民村的马云平最喜欢去林子
里看看。满山的绿色，让人想不到这
里曾是一片荒凉的沙地。

多伦县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南
缘，县境内分布着三条大沙带，过去
春季风沙多、危害大。随着京津风沙
源治理等生态工程的实施，多伦县
生态建设加速推进。

马云平和家人承包了 3700 多
亩流动沙丘，跟沙地较上了劲。没有
治沙经验，他们摸索着用树枝等打
网格固定住沙丘，就花了 3 年时间。
沙地里没有水，他就赶着马车拉水，
人工挑水浇灌树苗。

“没想到，我们能把沙地变成现
在的模样。”马云平说，如今林子里
有狍子、狐狸等野生动物，以前枯了
的泉眼又重新冒出水来。

20 多年的光阴里，千百个“马
云平”的坚持，让多伦县森林覆盖率
由 2000 年的 6.8%提升至 37.9%，
实现从“沙中找绿”到“绿中找沙”的
巨变。

沙海掘“金”
生态建设富民增收

位于乌兰布和沙漠东部的磴口
县，是我国荒漠化最为严重的地区
之一。记者在一处光伏治沙基地看
到，一排排光伏板整齐列队，光伏板
下和板间的空地上，一丛丛梭梭苗
在迎风摆动。

磴口县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说，
这片占地 3000 亩的光伏基地，目

前已建成发电，光伏板间栽植了柠
条、梭梭等，努力探索实践“光伏 +
林草”生态治理协同发展模式，实现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双赢。

据介绍，近年来，磴口县抓住光
伏产业发展的新机遇，利用沙漠丰
富的光能资源，大力发展光伏绿色
清洁能源，通过“光伏 + 生态治理”
做到“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开启了

“借光治沙”新模式。
除了结合光伏产业，当地还探

索发展防沙治沙与中草药材、特色
林果等产业结合，让更多“沙生产
品”给沙区群众拓展增收渠道。

今年夏天，李玉民家的农家乐
生意火爆。“七八月高峰期，40 多个
房间都住满了。”

农家乐所在的大孤山村，毗邻
多伦湖景区、滦源湖景区，不远处就
是多伦县的百万亩樟子松示范区、
退耕还林示范区，是个绿水青山、风
景秀美的地方。

大孤山村委会所在的曲家湾，
农户近年来尝到了生态建设的“甜
头”，仅林业收入一项人均增收
4000 元。曲家湾渔村还逐步成为多
伦湖景区旅游服务的“承接区”。

“以前我们这里风沙大，哪会有
客人来。”李玉民说，近年来生态好
了、风沙少了，生态旅游才发展起
来。村里开起了十几家农家乐，乡亲
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持续接力
久久为功推进生态建设

今年 6 月，加强荒漠化综合防

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
设座谈会在巴彦淖尔市召开，部署
了全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等
三大标志性战役。

荒漠化治理投入大、周期长、见
效慢。内蒙古作为全国防沙治沙的
重点地区，下一步生态建设要如何
推进？

“持续接力，久久为功”，奋战在
防沙治沙一线的人们，给出了答案。

在多伦县南沙梁的樟子松林，
地面上落了厚厚一层松 针。多 伦
县林草局副局长李岩扒开松针、
用手挖了几下，就露出了地下的
沙土。“生态仍比较脆弱，一旦管护
不好，就很容易退化，必须久久为
功。”

多伦县提出，下一步要重点对
境内流动沙地 1.72 万亩、半固定沙
地 0.23 万亩、固定沙地中的中度沙
化地 8.53 万亩，实行工程措施全覆
盖，坚决提前打赢浑善达克沙地歼
灭战。

在国营新华林场，葛文斌说要
总结 60 多年三代林场人的防沙治
沙经验，把林场剩余的 1 万余亩土
地改良后再种树，着力发展绿色经
济，努力将林场打造成为全国示范
林场。

在磴口县，当地坚持因地施策、
因害设防、划区分治，已经构 建 起
与 乌 兰 布 和 沙 漠 生 态 治 理 相 适
应的防沙治沙体系，提出要力争
2030 年 完 成 168 万 亩 的 沙 漠治
理任务，实现县域荒漠化治理全覆
盖。

（新华社记者 高敬 贝赫)

近年来，达拉特旗依托库布其
沙漠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广袤的土
地资源，打造风光新能源产业，探索

“光伏治沙”新模式，实现了生态效
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在黄河“几”字弯内蒙古段南
岸，鄂尔多斯高原北缘，盘踞着一条
400 公里长的“黄龙”，它就是总面
积约 1.41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第七
大沙漠———库布其沙漠。

在蒙古语里，库布其意为“弓上
的弦”。然而数百年来，这“弦”上的
旋律始终被困在呼啸的风沙声里。

地处库布其沙漠腹地、黄河
“几”字弯岸边的鄂尔多斯市达拉特
旗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风起明
沙到处流，沙压房子人搬走。沙蓬窝
窝沙葱菜，养活一代又一代。”沙进
人退，似乎是达拉特旗人必然要面
对的无奈。

如今，一切都变了。不仅几代人
治沙植绿，实现了“绿色梦想”，还在
沙漠打造出“光伏海”，让黄沙“变蓝
海、变绿洲、变金谷”。这段“沙漠蓝
海”的故事，要从一座由 19.6 万余
块蓝绿色的光伏板组成，呈一匹飞
奔骏马姿态的光伏电站（又称“骏马
电站”）说起。

2017 年，在国家支持新能源发
展的大背景下，依 托库布其沙漠
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广袤的土地
资源，达拉特旗开始探索“光伏治

沙”新模式。
2018 年，国家电投内蒙古公司

蒙西新能源达拉特光伏电站并网发
电。该项目属于第三批国家领跑者
应用基地的一部分，经吉尼斯世界
纪录认证，世界上最大的光伏板图
形电站“骏马电站”所在地，为国家
电投内蒙古公司投建的 1 号和 4 号
项目。

站在“骏马电站”入口处，首先
映入眼帘的不是滚滚黄沙，而是葱
葱郁郁的树木植被。光伏基地里，无
边的光伏板闪烁着莹莹蓝光，光伏
板下一片绿意盎然。5000 亩板下草
药种植区，经过几年的生长，黄芪已
经有半人高，柔软的绿色枝条绽放
着一朵朵小花，装点扮靓了这片沙
地的同时，成为防风固沙的“活沙
障”。

而在远处尚未修缮的地方，高
低错落的沙丘间，狂风吹出道道
沟壑，再一遍遍被流 沙填满，复
而侵蚀，那是这片不毛之地原来的
样子。

“这里可实现年发绿电约 20 亿
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 68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165 万吨。”光伏电站
副站长苗瑞军介绍，“在实现清洁能
源利用的同时，光伏基地还治理库
布其沙漠 6 万亩，与此同步实施的
还有生态林地建设 2.3 万亩。”

变沙害为沙利，达拉特旗不仅

打造出风光新能源产业，还将光伏
与治沙结合，采取“板上发电、板下
修复、板间种植”模式，实现了生态
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在达拉特光伏基地沿途，零星
分布着饭店、旅馆，这在以前是不可
能见到的景象。光伏电站改善了沙
漠生态，也改变了“沙进人退”的局
面，越来越多的离乡之人重回故土，
依托农林种植、旅游观光等新兴产
业，走上了幸福路。

龙龙餐厅的老板“龙哥”便是受
益的一员。据他介绍，在领跑者应用
基地建设之前，他常年在呼和浩特
市打工。如今他回到达拉特，成为电
站运维人员，负责组件清洗及电站
巡检工作。依托旅游产业，他还开起
了餐厅，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在“骏马电站”所在地柴登嘎
查，多名外地游客饶有兴趣地听讲
解员王利霞解说：“沙漠里怎会有如
碧玉般的一个个湖泊呢？实际上它
是当地高头窑煤矿疏干水综合处理
后打造的景观湖。它还可以用来清
洗光伏板，水流下去后还能灌溉光
伏板下的地表作物。既满足煤矿疏
干水零外排的要求，又有效缓解地
下水过度开采局面。”

跟着王利霞走进光伏基地，游
客们观看了如向日葵般旋转“脑袋”
的跟踪式光伏板支架。这样的游览，
集知识与风光为一体，让游客兴致

盎然。
近年来，达拉特旗在经营新能

源产业的同时，更巧妙地将新能源
产业作为风光来丰富旅游资源。

达拉特旗政府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种“新能源＋文化旅游”的方
式，使游客加深了对生态保护和绿
色发展的认识，在与响沙湾、恩格贝
等知名景区有机连接后，进一步丰
富了库布其沙漠国际休闲旅游目的
地的人文内涵。

紧抓“双碳”机遇，达拉特旗在
新能源方面还有更大动作。在库布
其沙漠深处，120 辆推土车齐上阵，
一个个两三层楼高的沙堆被推平，
目之所及一马平川。这就是 2022 年
底三峡集团联合内蒙古能源集团开
工建设的全球最大“沙戈荒”风电光
伏基地建设现场。

据介绍，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
可向京津冀地区送电约 280 亿千瓦
时，其中清洁能源占比 50％以上，
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 800 万吨，减
排二氧化碳约 1900 万吨。

“我们主动应变，在新能源发展
规划上有大手笔，在大型风光基地
建设上有大动作，在拓展新能源场
景应用上有大视野。通过走好新
能源之路实现转型发展、高质量
发展。”达拉特旗旗委书记张秀玲
说。

（帅政）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
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
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
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
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
事业。”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嘱托，
大力弘扬“三北精神”，把“三北”工
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
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进一
步体现内蒙古担当、展现内蒙古作
为，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
新奇迹。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
国家之一。40 多年来，经过党和人
民的不懈努力，三北地区森林覆盖
率增长呈现良好态势，重点治理区
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
历史性转变，铸就了艰苦奋斗、无私
奉献、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三北
精神”。“三北精神”凝结着几代人的
智慧和付出，是广大干部群众在与
漫漫黄沙的长期较量中坚持不懈的
内在动力，是一步一个脚印建设北
疆绿色长城实践中凝聚的时代精
神。大力弘扬“三北精神”，对于坚定

信念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把祖国
北疆这道万里绿色屏障构筑得更加
牢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
价值。

弘扬“三北精神”，需要深刻认
识当下的防沙治沙形势。当前，我国
荒漠化、沙化土地治理呈现出“整体
好转、改善加速”的良好态势，但沙
化土地面积大、分布广、程度重、治
理难的基本面尚未根本改变，防沙
治沙仍然任重道远。我们要充分认
识防沙治沙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
反复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站
位，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加强和推
进防沙治沙工作，要深入贯彻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握好“六个必须
坚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牢固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度谋划发展。

弘扬“三北”精神，需要广大党
员、干部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科学理
论，结合实际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
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
动。坚持科学治沙理念，扎实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坚定不移走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坚持生态建设与产
业发展并举，推进沙漠生态治理、能
源经济、农林牧业融合发展，实现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因害设防、分类施策，
加强统筹协调，突出重点治理，调动
各方面积极性，全面提升生态系统
的质量和稳定性。全面加强对防沙
治沙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部门之
间沟通协调，各司其职、协同配合，
鼓励更多的企业和社会力量多元化
参与荒漠化、沙化土地治理，善于从
群众的创新创造中汲取智慧和力
量，激发群众防沙治沙积极性，引导
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支持“三北”
工程建设。

在新时代推进防沙治沙工作，
需要更多当代愚公、时代楷模，需要
广大干部群众赓续弘扬“三北精
神”。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
结果, 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
开来中推进。要广泛宣传林草事业，

选树防沙治沙典型，宣传防沙治沙
精神，普及防沙治沙知识，鼓励更多
人加入保护生态环境的队伍中来。
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国之大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以
王有德、石光银、牛玉琴等英雄模范
人物为榜样，以防沙治沙为己任，以

“三北精神”为动力，向荒漠宣战、与
风沙鏖战，为新时代新征程美丽中
国建设增光添彩。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
明衰。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
蒙古的“五大任务”，全方位建设模
范自治区，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
生态工程建设，是完善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体系的重要
举措，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

“三北精神”的引领下，三北地区各
族干部群众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过程中，一定能够攻克一道又一道
难关，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昂首迈进。

（据《内蒙古日报》）

荒漠披绿装沙海变“沙金”
———内蒙古推动防沙治沙见闻

库布其沙漠中有“三变”

传承“三北精神”创造防沙治沙新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