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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倩 卢 鹰 曹江涛

地处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沙坡

头，因沙丘高度超百米而得名。半

个世纪以来，这里因包兰铁路、麦

草方格、“五带一体”而成为中国规

模化、工程化治沙的起点，并由此

开始向世界输出中国治沙技术。

如今，面对中国乃至全球面临的荒

漠化威胁，置身沙坡头的治沙力量

依然在攻坚克难，为这道全球“生

态难题”找寻答案。

治沙“魔方”成致富“良方”

绵延的腾格里沙漠一望无际，

在位于宁夏、内蒙古交界处的长流

水沙治项目区，每天都有上千亩的

流动沙丘被草方格紧紧锁住。

女人们将麦草均匀地铺在沙

子上，男人们拎起铁锹把麦草扎进

去。“从麦草的中间扎下去，入沙10

公分，露出30公分左右。草扎直

立，横竖成行，间距1米。”郑自华向

新华社记者描述着技术要领，手中

铁锹移动的频率丝毫没有被打乱。

50岁的郑自华家住宁夏中卫

市沙坡头区黑林村，离项目区不算

远，其他扎草方格的人多数也都来

自这个村。村民们说，20世纪50

年代修包兰铁路时，村里人就开始

在铁路周围扎草方格了，技术也就

这样一辈辈传了下来。

扎草方格，是技术活，更是辛

苦活。为了防晒，女人们将头脸包

裹严实，而男人们一般就戴个草

帽。午休时间，村民会用 4根木

棍、一个床单和几个沙袋搭起个简

易帐篷，供短暂的吃饭休息用。

黑林村党支部书记房生文说，

扎草方格已经成为村里的主要劳

务形式之一，特别是近几年附近一

些污染的厂子被关停后，加入扎草

方格队伍的人更多了。“黑林村人

的草方格技术已经远近闻名了，目

前有200多人以扎草方格为主业，

范围也从中卫扩大到内蒙古、新

疆、陕西等地，人均年收入有六七

万元。”

据中卫市林业生态建设局下属

的中卫市治沙林场副场长唐希明

介绍，长流水沙治项目区从2013

年开始建设，规划扎设草方格42

万亩，目前已完成36万亩，高峰期

每天同时有800多人在扎。

因扎草方格需要，过去农民收

割完庄稼后废弃的麦草、稻草也成

“宝贝”了。“以前雇机器收割小麦

要给别人钱，现在不但有人免费过

来帮我们收割，每亩还要支付二三

十元的麦草钱。”郑自华说。

驱车沿着长流水沙治项目区

行驶可以看到，前几年扎设的草方

格已经或正在褪去，取而代之的是

生长起来的柠条、沙棘、花棒等沙

生植物，它们正成为固定流沙的新

生力量。

向世界输出“中国智慧”

“包兰铁路从银川到兰州的一

段，要经过腾格里沙漠，其间沙坡

头一带，风沙特别厉害。那里沙多

风大，一次大风沙就可以把铁路淹

没。”这是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

在《向沙漠进军》一文中所提到的

沙坡头和包兰铁路。

草方格沙障，正是因包兰铁路

而被创造。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

贯通西北和华北之间的铁路大通

道，国家决定修建包兰铁路。然

而，铁路在中卫需要6次穿越腾格

里沙漠，长度达44公里，其中沙坡

头段全为高度达百米的格状流动

沙丘。

在沙漠修建铁路，当时并无成

功的国际先例可借鉴。为了攻克

固沙难题，多方力量在沙坡头集

结。1955年，中科院最早建立的野

外综合观察研究站——沙坡头沙

漠研究试验站建立；1956年，全国

首个专业性治沙林场——中卫固

沙林场成立。

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摸索，在

科研人员、林场工人和当地群众的

共同努力下，草方格沙障成为铁路

通车初期的主要固沙方式。

据中卫市固沙林场副场长

郜永贵介绍，运营初期，沙坡头地

区一年超过300天刮风沙，风助沙

势，流沙压埋铁路致火车中断的情

况时有发生。据记载，铁路通车后

不到一年时间内，因路基积沙造成

铁路中断11次。这一现象直到20

世纪80年代“五带一体”防风固沙

体系形成，才彻底解决。

1977年，联合国荒漠化大会在

内罗毕召开。作为中国治沙经验

的沙坡头麦草方格，获得国外专家

一致认可，并成为最早向世界输出

的中国治沙方案。此后，一批批国

际沙漠化治理培训班、国外专家来

沙坡头实地考察治沙经验。

中科院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

站副站长张志山说，多年实践证

明，麦草方格目前仍然是最便捷、

环保、低廉的固沙模式，也为后期

植物固沙提供了基础。沙坡头沙

漠研究试验站通过长期生态学监

测研究证实，在中国北方沙区通过

人工植被建设实现区域生态恢复

是可行的，这为全球干旱区沙害治

理提供了范式。

荒漠化治理依然路漫漫

以麦草方格为基础的治沙模

式，在守护包兰铁路畅通的同时，

也阻挡了风沙向城市侵袭，大大改

善了城市生态环境。据中卫市政

府有关人士介绍，近些年，通过扎

设麦草方格等防风治沙措施，已在

腾格里沙漠边缘扎设草方格15.5

万亩、营造灌木林14.5万亩、封禁

保护15万亩，在北部沙漠边缘建

起了60公里的防风固沙林带，基

本上控制了沙害侵袭。

铁路保住了，城市安全了，但

中国乃至世界的荒漠化威胁依然

存在。因此，置身沙坡头的治沙力

量关于荒漠化防治的研究也从未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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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中央出台的《关于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

出，到2020年中国50%可治理的

沙化土地要得到有效治理。

张志山说，到目前，全国荒漠

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三个监测期

保持“双减少”，但是治理效果，即人

工植被固沙效益及其稳定可持续的

维持，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比如一些地区人工固沙植被

大面积退化和死亡，跟植物种类选

择、种植规模、密度不合理有关系。”

张志山说，干旱沙区的水量平衡对

沙漠化治理至关重要，因此“干旱沙

区水量平衡与生态水文学研究”也

一直是试验站的研究重点。

在中科院沙坡头沙漠研究试

验站的一块试验区，记者看到了正

在模拟中国北方不同气候带沙区

水量平衡的自动监测系统。

“通过模拟不同气候带降水和

地下水位，连续精确监测植被土壤

系统中降水入渗、地下水补给、土

壤水动态、蒸散发、植物生长等过

程，实现北方沙区水量平衡的模拟

集成研究，这将有助于将来更加精

细化地治理沙漠。”张志山说。

□ 侯雪静

“防治土地荒漠化，助力脱贫

攻坚战”，是今年“世界防治荒漠

化与干旱日”中国确定的主题，旨

在倡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土

地荒漠化防治，逐步改善沙区生

态状况，加快发展沙区绿色产业，

实现治沙增绿和致富脱贫协调

发展。

沙区既是全国的生态脆弱区，

又是深度贫困地区，防沙治沙将怎

样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日前接

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生态美与百姓富有机统一

我国近35%的贫困县、近30%

的贫困人口分布在西北沙区，沙区

既是生态建设的主战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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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荒漠化与贫困相伴相

生，互为因果。在长期的防沙治沙

实践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探

索和不懈奋斗，我们探索了一条生

态与经济并重、治沙与治穷共赢的

防治荒漠化道路，实现了生态美、

百姓富的有机统一。”刘东生说。

根据统计，近10年，沙区农牧

民收入每年以18.6%的速度增长，

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 5143万人

减少到2015年的1597万人，贫困

率由40.7%降到12.4%。

刘东生说，实现治沙与治穷共

赢，必须采取更加有效的举措、更

加精准的行动。下一步，将主要从

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工程扶贫，大力加强生态保护

修复。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对适

宜治理的区域继续实施三北防护

林、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等

重大生态工程，着力增加林草植

被，加快改善沙区生态状况和人居

环境，让贫困户通过参与工程建

设，实现造林种草劳务扶贫，有效

增加收入，实现精准脱贫，扩大生

态护林员人数，帮助贫困人口实现

沙地就业、家门口脱贫。

产业扶贫，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沙产业。目前沙区经济林果业已

达540万公顷，年产干鲜果品5360

万吨，占全国年产量的40%，绿色

沙产业已成为沙区农民致富的拳

头产业。今后将积极发展以中药

材、经济林果等为重点的沙区特色

种植业、沙漠旅游业等绿色产业，

构建企业带大户、大户带小户、千

家万户共同参与的发展格局。

政策扶贫，加强金融创新扶

贫。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开发性

金融支持，重点解决荒漠化地区生

态修复和产业发展资金困难，助力

荒漠化地区扶贫攻坚。

科技扶贫。通过开展送科技

下乡、扶贫技能培训等措施增强贫

困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

推动中国经验“走出去”

去年9月份，《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中

国召开，作为防沙治沙“尖子生”，

中国奇迹引发世界关注，中国理念

和方案正在推动世界防治荒漠化

进程。

“通过举办缔约方大会，传播

了中国防治荒漠化经验，宣传了中

国生态文明理念。”刘东生表示，要

以缔约方大会为契机，继续深入讲

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国主张，分享

中国经验。

刘东生说，今年4月我国第一

次担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领域环

境公约的主席国，主持公约主席团

会议，并引导公约将《2018-2030

新战略》中科技交流、履约审查等

措施落地。另外，促进南南合作，

推动5个国家10个项目落地，输出

中国治沙技术；加强援外培训和研

修100余人，传授和分享中国治沙

经验；推动“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

合作机制框架下的交流互访和项

目合作，实现共商共赢。

“我们将继续秉承缔约方大会

‘携手防治荒漠、共谋人类福祉’的

主题，努力推动中国荒漠化防治经

验‘走出去’，在世界更多有荒漠化

危害亟待治理的国家和地区生根

发芽、开花结果。”刘东生说。

沙区将成国土绿化主战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开

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

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湿

地保护和恢复，加强地质灾害

防治。

“按照林业‘十三五’规划，我

国尚有3958万公顷的宜林地，其

中67%在华北、西北干旱、半干旱

区，亟待造林绿化，沙区将是下一

步国土绿化的主战场和主攻方向、

重点和难点，当然也是最难啃的一

块‘硬骨头’。”刘东生说。

刘东生表示，下一步在沙区推

进国土绿化工作，要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

先、自然修复为主的方针，坚持因

地制宜、尊重科学，着力构建沙区

生态安全屏障。

“我们下一步将开展沙区生态

保护行动和沙化土地修复行动，全

面推进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推

进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建立沙区天

然植被保护制度，逐步把重点沙区

的天然植被全部保护起来；加强京

津风沙源、石漠化综合治理、沙化

土地封禁保护试点建设等工程建

设，强化质量管理；结合国家战略

实施，谋划实施乡村精准治沙屏障

工程和‘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示

范工程。”刘东生说。

刘东生强调，必须牢牢把握利

益驱动的发展机制。根据沙区实

际，积极探索既符合市场规律、又

符合我国沙区实际、还能有效调动

社会力量参与防沙治沙积极性的

体制机制，研究制定荒漠化防治的

相关补偿政策。通过完善政策，创

新体制，活化机制，最大限度地调

动社会力量参与防沙治沙。

北京风沙治理北京风沙治理效果明显效果明显
2000年以来累计造林营林812万亩

本报讯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日前发布消息

称，自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2000年启动以来，北

京已在门头沟、怀柔、密云等区累计造林营林812

万亩，构筑起首都北部抵御风沙的第一道防线。

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防沙治沙办公室负责

人介绍，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通过开展“三

北”防护林工程建设、重点风沙危害区绿化造林

等工程，大规模开展防沙治沙。2000年以来，北

京又陆续实施了京津风沙源治理、播草盖沙、平

原百万亩造林等生态工程，工程区森林覆盖率达

52%、林木绿化率达72.8%，分别比2000年增加

12.2%和15.4%。此项工程开展的7个区先后被

评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此外，北京2012年起启动平原百万亩造林

工程，在五大风沙危害区加大生态修复力度，治

理废弃砂石坑、卵石滩地25.3万亩，营造防风固

沙、景观游憩的多功能森林。在多年播草盖沙基

础上，2017年北京还实施了永定河下游郊野段河

道播草治沙项目，实施播草8000多亩，种植沙地

柏、马鞭草等2万株，全面覆盖河道裸露沙地，防

止扬沙，提升区域景观效果。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负责人表示，经过多年来

营林造林、防风固沙，全市治理风沙危害效果明

显，城乡生态环境得到改善，“风沙渐离北京

城”。目前，京津风沙源二期工程2018年项目

已开始实施，其中林业项目包括困难立地造林

2.4万亩、封山育林15万亩，预计2019年6月底

前完工。 （魏梦佳）

三江源地区生态稳三江源地区生态稳步恢复步恢复
生态保护二期工程投生态保护二期工程投入超入超100100亿元亿元

本报讯 来自青海省生态保护和建设办公

室的消息称，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实

施5年来，国家在这一地区投入的资金累计超过

100亿元。目前，当地生态正稳步恢复，保护成效

初显。

三江源地区位于青海省南部，是长江、黄河、

澜沧江的发源地及水源涵养地。20世纪末，人类

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致当地生态逐步退化。

2005年，我国启动为期9年的三江源生态保护和

建设一期工程，累计投入资金76.5亿元，初步遏

制了这一地区的生态退化趋势。2014年1月，投

入更高、标准更严格的二期工程接续启动，生态

恢复治理面积达到39.5万平方公里。

近日，青海省向三江源地区下达7亿元资金，

用于今年的黑土滩治理、草原有害生物防控、沙

漠化防治等项目。截至目前，三江源生态保护和

建设二期工程累计投入已达104.11亿元。

据最新遥感监测结果显示，二期工程实施至

今，当地沙化土地植被盖度由33.36%提高到近

40%，湿地植被盖度增长超4%，草地植被覆盖度

达到74%，产草量达3082千克/公顷，乔木、灌木

林的郁闭度及蓄积量均呈增长态势。

（李亚光）

生态与经济并重 治沙与治穷共赢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刘东生谈沙区生态治理

为荒漠化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权威访谈

治理荒漠化治理荒漠化““利器利器””
扎根扎根斐济结硕果斐济结硕果

一种在中国治理荒漠化已见成效的

“利器”——菌草，如今在斐济这个南太平

洋岛国落地生根，并结出累累硕果。菌草

统指可作为栽培食用和药用菌培养基的

草本植物。菌类一般生长在成段树木或

木屑中，上世纪80年代，中国福建农林大

学的林占熺教授成功开发出“以草代木”

栽培食药用菌的技术。此后，菌草不仅在

中国的干旱荒漠化地区种植，更向斐济、

卢旺达、莱索托等多国推广，助力当地发

展。图为中国专家和当地雇员在斐济楠

迪检查菌菇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张永兴 摄

三代三代人共治一片沙人共治一片沙
八步沙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是甘肃省古浪

县最大的风沙口。20世纪80年代，当地六位老汉

在一份承包沙漠的合同书上按下手印，誓用白发换

绿洲。37年过去，六老汉的后代“六兄弟”接过父

辈的铁锹，把黄沙变林场，把林场变公司。而今，

昔日的风沙口变成绿意盎然的沙漠观光林场，一

到四五月份，柠条、沙棘、红柳竞相花开，缤纷一

片。上图为当年六老汉在所住地窝子前生火做饭，

下图为如今八步沙林场的院子。 新华社发

沙坡头因麦草方格、“五带一体”成为中国规模化、工程化治沙起点，并由此开始向世界输出

治沙技术。如今，这里的治沙力量依然在攻坚克难，为这道全球“生态难题”找寻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