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原二军 电话: (010)67113382 传真: (010)67113772 星期五 2016/06/24

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Feature
E-mail:zghjbsd@sina.com深度08

◆新华社记者刘羊旸 勿日汗
李云平 连振祥

荒漠化是地球的硬伤，也是我国当
前面临的严重生态问题。6 月 17 日，国

家 林 业 局 发 布 消 息 称 ，经 过 长 期 不 懈
的 努 力 ，我 国 荒 漠 化 防 治 事 业 取 得 了
切 实 成 效 ，土 地 荒 漠 化 和 沙 化 趋 势 得
到了扭转，实现了连续 10 余年保持“双
缩减”。

我国荒漠化治理的效果如何？各
地 有 什 么 值 得 借 鉴 的 做 法 ？ 取 得 了
哪 些 成 效 ？ 日 前 ，记 者 深 入 内 蒙 古 、
甘 肃 、青 海 、宁 夏 等 荒 漠 化 严 重 省份，
一探究竟。

荒漠化治理成效几何？

连续 10年保持“双缩减”，相当于减出 3个多上海的土地面积

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都兰县的北沙窝，曾经是一处荒漠化严
重的坡地，是当地“沙疤”里最难看的一
处。

这处曾经一年四季黄沙飞扬的沙窝
子，如今道路两侧是连绵的农田，青稞、
油菜、小麦等农作物生机勃勃。远处的
黄色沙山，与近处蔚然成林的绿色防沙
带，形成了鲜明对比。

国家林业局发布的监测数据，我国
的荒漠化土地从上世纪末年均扩展 1.04
万 平 方 公 里 ，转 变 为 目 前 的 年 均 缩 减
2424 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

末年均扩展 3436 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
的年均缩减 1980 平方公里，实现了连续
10 年保持“双缩减”，相当于 10 年减出了
3个多上海的土地面积。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我国沙尘暴的主
要 源 区 和 路 径 区 ，也 是 生 态 环 境 脆 弱
区。我国境内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处的
10 个重点沙区省，形成了 145.16 万平方
公里沙化土地带。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几十年的防
沙治沙工作，根据最新的监测结果，截至
2014 年底，10 省区荒漠化土地面积相比
2009 年缩减了 10227 平方公里，沙化土

地面积缩减了 6337 平方公里。
从 2015 年起，我国将用 6 年时间投

资 19.3 亿元，完成造林 160.6 万亩：正在
建设的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武
威段“千里沙漠大林带”，将成为河西走
廊新的生态屏障。

据武威市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到 2015 年底，“千里沙漠大林带”已修建
压 沙 道 路 500 余 公 里 ，完 成 压 沙 面 积
10.01万亩，造林 6.19万亩。

据了解，我国荒漠化防治工作已建
立六位一体的综合防治机制，实现了政
府主导、法律约束、政策动员、科技支撑、
工程带动、榜样激励和社会参与的全方
位规模治理。

“荒漠化治理的三大法宝就是优先
封禁保护、积极治理利用、适度优化开
发。”中国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研究员卢
琦说。

怎样治理荒漠化？

给荒漠化治理注入产业动力，让荒漠化治理变得可持续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风吹沙
子走，抬脚不见踪”，这是老一辈盐池人
对自己家园的描述。上世纪 80 年代，宁
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有 3∕4 的人口和
耕地处在沙区，被沙丘包围着的农民无
法耕作、生存。

这一切现在已经有了显著改变。记
者在盐池县黄记场治沙示范区看到，这
里 10 万亩的草场犹如一片绿海望不到
边，沙柳、花棒、杨柴、柠条等沙生植物随
风摇摆。而在 6 年前，这里还是一幅风
吹沙丘满地跑的景象。

沙地如何变成了草场？当地负责人
告诉记者，他们采用工程措施与生物措
施结合的“草方格固沙种树种草治沙技
术”，并根据点播成活状况适地选栽柠
条、沙柳等苗木，恢复和修复植被效果显
著。目前，盐池县林地面积已达 425 万
亩，生态环境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

性转变。
而在曾经风沙肆虐的我国第八大沙

漠乌兰布和沙漠腹地，记者看到建设中
的万亩生态光伏基地，正徐徐展开实现
沙漠增绿、企业增效、资源增值的良性循
环的美丽图景。

成片的光伏板犹如黑色的波浪在沙
漠里蔓延舒展，下面形成以滴灌为主的
紫花苜蓿和中草药材连片种植带，道路
两侧形成防风固沙的连网绿化带……内
蒙古自治区磴口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
任袁海文说，在促进防沙治沙和保护生
态功能的基础上，当地利用沙漠资源建
设万亩生态光伏基地，先后引进多个太
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将现代农牧业和光
伏农业科技大棚种植等技术相结合，达
到了“借光治沙”、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等
多重效益。

就像这些乌兰布和沙漠里的治沙人

一样，我国各地正在探索多种渠道，给荒
漠化治理注入产业动力，让荒漠化治理
变得可持续。

“全国近 35%的贫困县、近 30%的贫
困人口分布在西北沙区，土地荒漠化加
剧了贫困。”国家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说，
在“十三五”时期，我国将努力实现沙区
生态改善与农民脱贫的双赢，通过生态
保护脱贫一批、通过发展林业产业脱贫
一批。

在有着中国“沙乡”之称的甘肃省
民 勤 县 ，人 工 种 植 的 沙 生 植 物 梭 梭 在
沙 漠 边 缘 翠 绿 连 片，长势 旺 盛 。 当 地
农 民 白 会 本 说 ，过 去 一 刮 风 沙 ，不 但
没 法 种 庄 稼 ，风 沙 还 会 淹 没 农 田 ，甚
至 淹 没 了 房 子 。 而 现 在 ，种 植 梭 梭不
仅可以有效固沙，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
种植 10 亩梭梭苗，年收入可以达到 10 万
多元。

来自国家林业局的数据显示，各地
大力发展特色林沙产业，沙区经济林果
面积达 540 万公顷。林果业的发展也带
动了种植、加工和贮运等产业的蓬勃发
展，成为沙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农
民脱贫致富的拳头产业。

未来治理形势如何？

防沙治沙形势依然严峻，局部地区沙化土地仍在扩展

尽管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荒漠化
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了连续 3 个监测期
的持续净减少，但防沙治沙形势依然严
峻。国家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我国局
部地区沙化土地目前仍在扩展。

据介绍，目前，全国仍有荒漠化土地
面积 261.16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27.2%，沙化土地面积有 172.12 万平方公
里，占国土面积的 17.9%。

记者了解到，在荒漠化土地面积占
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 23.3%的内蒙古

自治区，局部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
得到根本遏制。

“尽管开展了积极的治理并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但内蒙古荒漠化治理的难
度依然很大。”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总工
程师车淑华说，在内蒙古自治区，条件较
好的地方大多已基本治理，目前剩余的
多为远山大沙，立地条件差，治理难度
大。此外，近年治理地区的植被刚开始
恢复，自我调节能力较弱，具有脆弱性、
不稳定性和反复性。

此外，在我国林沙草产业发展仍处
于探索和培育阶段，产业结构还不尽合
理，规模相对小，组织化程度较低，生态
产业带动当地经济和农民增收能力还有
待提升。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2016 年~2020 年）规划明确提出，今后 5
年，我国将治理沙化土地 1000 万公顷，
力争到 2020 年，将使占全国 50%以上的
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这一任务十
分艰巨。

对此，有不少专 家 建 议 ，我 国 在 防
沙 治 沙 过 程 中 ，应 积 极 鼓 励 科 技 人 员
开 展 多 部 门 、多 学 科 、多 层 次 的 技 术
攻关，并加快生态产业结构调整，促进
防沙治沙与生态产业发展良性互动、协
调共进。

6 月 17 日是第 22 个“世界
防治荒漠化和干旱 日 ”，我 国
的主题是“防治荒漠、利国惠
民”。数据显示，我国荒漠化
和 沙 化 土 地 面 积 分 别 占 国土
面积的 1/4 以上和 1/6 以上，土
地 荒 漠 化 和 沙 化 状 况 依 然 严
重，是影响我国生态环境的主
要问题之一。

面对艰巨的保护与治理任
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
治 理 措 施 ，并 取 得 了 明 显 成
效。国家林业局发布的第五次
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
示，2010 年~2014 年的 5 年间，
我 国 沙 化 土 地 年 均 净 减 少
1980 平方公里，沙化土地植被
平均盖度增加 0.7 个百分点，沙
化 程 度 减 轻 ，植 物 多 样 性 增
加。我国荒漠化防治工作得到
了国际上的认可。

我国是如 何 防 治 荒 漠 化
的 ？ 有 哪 些 经 验 可 供 借 鉴 ？
未 来 还 会 采 取 什 么 措 施 ？ 本
期 刊 发 的 文 章 ，将 有 助 于 读
者了解这些问题。

编者按

我国荒漠化土地、沙化土地分别从上世纪末年均扩展1.04万平方公里和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2424平方公里和1980平方公里

十年“双缩减”黄沙日渐远

据新华社电 国家林业局日
前发布数据显示，经过长期不懈
的努力，我国荒漠化防治取得了
良好成效，土地荒漠化由上世纪
90 年代末年均扩展 1.04 万平方
公里，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 2424
平方公里，保持了 10 多年连续缩
减的趋势。

“我国荒漠化防治 呈 现 出 整
体遏制、面积减小、功能增强的
良好态势。”国家林业局局长张
建龙日前这样表示。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也
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荒漠
化防治工作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
力，历经了艰难起步、重点治理、
快速发展、全面推进 4 个发展阶
段，实现了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
从扩展到缩减的重大转变。但目
前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大、分布
广、危害重，防治形势仍很严峻、
任务仍很艰巨。

“今后 5 年，我国将治理沙化
土地 1000 万公顷，力争到 2020 年
使全国 50% 以 上 可 治 理 沙 化 土
地 得 到 治 理 。”张 建 龙 说 ，为 实
现 这 一 目 标 ，我 国 将 通 过 规 模
治 理 加 快 防 治 步 伐 ，通 过 科 技
创 新 提 高 治 理 水 平 ，通 过 发 展
产 业 实 现 绿 色 惠 民 ，通 过 加 强
合 作 共 享 发 展 成 果 ，把 我 国 荒
漠 化 防 治 事 业 推 向 一 个 新 的发
展阶段。

据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
将加大力度推进荒漠化防治，加
强生态保护，对破坏沙区植被和
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实行“零容
忍”；推进综合治理；强化科学防
治；适度开发利用；完善政策机
制，目前正在积极探索建立荒漠
生态补偿机制和防沙治沙奖励补
助政策。

我国荒漠化
防治成效显著
今后 5年将治理

沙化土地1000万公顷

相关新闻

“刚来时，我好多次想把腰带绕在脖子
上寻死。黄沙漫漫，没树没草，刮起大风，
沙子能埋人。当年要想活下去，只能治沙
栽树。”已近“知天命”的殷玉珍想起 30 年
前初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
时的景象，至今心有余悸。

现在的殷玉珍已在毛乌素沙地里种出
6 万亩“绿色王国”，还带领几十里外的乡
亲们共同植树造林，治理荒漠。

“能给后辈儿孙留下一片绿阴，这一辈
子值得。”殷玉珍这样评价自己“沙漠愚公”
般的治沙之举。

地处中国北疆的内蒙古自治区不仅有
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大森林和大湖泊，也同
样有着大片的荒漠化土地。根据最新的荒
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示，内蒙古自治区
荒漠化土地面积超过 60 万平方公里，占国
土总面积的 51.5%，是我国的“荒漠化重灾
区”。

“内蒙古沙化土地面积在我国排第二，
仅次于新疆。但可治理沙地面积排在第一
位 ，防 沙 治 沙 任 务 占 到 我 国 任 务 比 重 的
40%。”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治沙造林处处
长郝永富说。

近年来，通过京津风沙源工程、三北防
护林工程、天 然 林 保 护 工 程 等 生 态 工 程
的 实 施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防 沙 治 沙 工 作 始
终 不 间 断 地 进 行 着 。 通 过 点滴努力，不
仅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带来绿色，也带来
了生机。

“保护优先是我们一直坚持的战略，保
护好现有林草植被是我们防沙治沙的首要
环节。”郝永富表示，“在内蒙古自治区，有
约一半人生活在农村牧区，我们通过调整
他们的产业、种植、养殖结构和方式，来减
轻林草植被的压力。”

50 岁的宝花是扎根在阿拉善盟巴丹
吉林沙漠的大漠女人，上世纪 90 年代末，
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当地的居民走得只剩下
十几户。经过十多年的“抗争”，宝花和丈
夫种的梭梭林已经望不到边。

宝花说，相信终有一天，漫天的黄色会
被这绿色所取代。

“刚开始治沙时，我们总想着人定胜
天。但多年后我才明白，最好的方式应该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一位在阿拉善盟从事荒
漠化治理20余年的工作人员感慨颇深。

在距阿拉善盟千余公里的锡林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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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蒙古族妇女娜仁花和丈夫就靠着
与浑善达克沙地的“和谐共处”赚了不
少钱。“这里有沙漠、有河流，路也通
了。我老公以前是草原上的摔跤手，
现在是旅店老板。我们生意可好了。”
娜仁花熬着奶茶，笑呵呵地说。

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总工程师东
淑华表示，就像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一样，在防沙治沙工作中也
要统筹全盘考虑。

据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厅发布的材
料，根据连续 15 年的统计分析发现，

内蒙古荒漠化和沙化情况均有不
同程度的减轻，目前处于治理大
于破坏的改善期，生态环境正逐
步得到改善。

东淑华还透露说，“十三五”
期间，内蒙古将坚持一年 1000 万
亩的人造林任务。不仅如此，政
府还编制《森林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以期引起全社会重视，“这
也是我们荒漠化和沙化防治的一
项新举措。”

1994 年 12 月 19 日，第 49 届联合
国大会根据联大第二委员会（经济和
财政）的建议，通过了 49/115 号决议，
决定从 1995 年起，把每年的 6 月 17 日
定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旨
在进一步提高世界各国人民对防治荒
漠化重要性的认识，唤起人们防治荒
漠化的责任心和紧迫感。

在人类当今面临的诸多生态和环

境问题中，荒漠化是最为严重的
灾难之一。有数据显示，全球荒漠
化面积已达到3600万平方公里，占
到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 1/4 左右，
全世界受荒漠化影响的国家有
100 多个，受影响人口达数亿人
之多。荒漠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
纯的生态问题，而且演变成了经
济和社会问题。

小资料

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

数据看治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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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治理，我国荒漠化防治取得了良好成效，土地荒漠化保持了 10 多年
连续缩减的趋势。图为河北宣化在沙丘上建起了生态园。 陈晓东摄

10个重点沙区省区荒漠化治理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