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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这里要加一个‘沙’字。”

库布其沙漠、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

科尔沁沙地……地处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分布

着众多沙漠与沙地，是我国荒漠化与沙化土地

最集中的省份之一。近年来，内蒙古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加强沙漠沙地生态修复

治理，因地制宜、科学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十三

五”期间，内蒙古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

“双减少”，年均完成防沙治沙面积 1200 万亩，占

全国治理面积的 40%，沙漠扩张问题得到遏制。

因地制宜，创新种植技
术、提升治沙效率

3 月中旬，春回大地。位于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杭锦旗、黄河“几”字湾南岸的库布其沙漠

亿利生态示范区，杨柳已冒出新芽，樟子松也开

始返青。亿利库布其沙漠研究院的生态种植工

程师们，正不时与北京亿利沙漠大数据平台联

动，规划“库布其治沙护河碳汇林”的种植地与

苗种。

“我们 2 月份就已经开始测算勘察地块，根

据大数据平台提供的技术标准，采购适宜当地

的沙柳、柠条、樟子松等苗材，并组织试验栽种，

保证苗木成活率稳定在 85%以上。”亿利库布其

沙漠研究院总工程师吕荣说。

因地制宜、科学选苗选种，如今这一看似平

常的道理，却是治沙人用教训换来的。在库布其

沙漠生态科技中心，一棵枝繁叶茂、高大挺拔的

三角叶杨，被人们称为“教训树”。20 多年前，治

沙研究人员斥巨资引进这一树种，但因耗水量太

大、水土不服，只得放弃推广。吸取教训后，改种

适宜当地的、以灌木为主的节水抗旱植物。

除了种植适宜当地的原生态植物，库布其

治沙还引进了同纬度其他地区的耐旱型植物，

丰富治沙植物多样性。“优质种质资源是治沙之

本，为此我们建设了专门的沙生灌木及珍稀濒

危植物种质资源库。目前已搜集了 1000 多种

耐寒、耐旱、耐盐碱的植物种子相关材料，并对

优质种质资源进行应用开发和推广输出。”吕荣

介绍。

种植技术的创新，也提升了治沙效率。“以

前我们在沙漠挖大坑种树，费时费力还费水，效

果也不好，种十株都难活一株。”杭锦旗杭锦淖

尔村村民高毛虎回忆。

“挖大坑种树极易破坏沙漠土壤生态，为

此，我们总结经验，开发了‘微创’植树等技术，

十几秒就能种好一棵树，节水 50%以上。”吕荣

告诉记者，这是目前采用最多的一种“微创”植

树法，减少土壤扰动，对生态破坏性小，树苗成

活率提高到 90%以上。

“过去我们人工挖坑种树，几分钟才能种一

株，现在‘微创’植树只需 10 秒，每亩节约沙障

制作成本 1000 元以上。”高毛虎笑道。

如今，库布其沙漠植被覆盖率由上世纪 80
年代的不足 3%上升到 53%，降雨量和生物种类

大幅增长，沙尘天气明显减少。“微创”植树技术

已广泛应用于库布其沙漠，还被推广到科尔沁

沙地、毛乌素沙地、乌兰布和沙漠、腾格里沙漠

等地。

综合施策，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

“地不打粮、沙子埋房。”这是地处浑善达克

沙地南缘的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几十年前流传的

民谣。到 2000 年，多伦县仍面临严重的沙化问

题，风蚀沙化土地占到全县土地总面积的 87%。

63 岁的马云平是多伦县诺尔镇新民村村

民。20 多年前，由于沙化严重，庄稼没收成、牛

羊没草吃，老马一家人生活都难以为继。“要想

改变生活，就得种树治沙！”2000 年，马云平响应

政府号召，承包了 3700 多亩的荒沙、荒地。他和

妻子迎着风沙打沙障，种柠条、黄柳、杨柴等防

风固沙植物。

几年后，随着当地生态不断恢复，马云平开

始在沙地里种植成活率较高的樟子松，混种榆

树、杨树、山杏等。如今，3700 亩荒沙、荒地，已

是绿色的海洋。“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这

些年的付出都值了。”望着满山的树，马云平感

慨万千。

马云平只是当地众多治沙人中的一员。近

年来，多伦县还实施百万亩樟子松造林工程，累

计造林 137 万亩。经过 20 多年的不懈努力，多

伦县森林覆盖率由 2000 年的 6.8%提高到现在

的 37.9%。

位于浑善达克沙地腹地的锡林郭勒盟正蓝

旗是一个牧业旗县。当地以禁牧、休牧、轮牧为

重点，减轻沙地生态压力，促进草原生态恢复。

10 年前，看到沙化严重的草场，退休后的

毕力贡达来决定返回家乡登吉宝力格嘎查治

沙。他将 8000 多亩沙化严重的土地集中围封，

谁 家 的 牲 畜 偷 进 去 吃 草 ，他 就 跑 谁 家 去 做 工

作。几年过去了，围封禁牧的草场逐渐恢复了

生机。他又组织成立嘎查草业协会，带领牧民

种植了 6000 亩多年生牧草。“生态好了，牛羊能

吃饱，多余的牧草还能卖钱。”年近七旬的他告

诉记者。

“我们以草畜平衡为重点，推行禁牧、休牧、

轮牧，自然恢复和工程治理相结合，考虑水资源、

水生态容量，宜草则草、宜林则林，分类指导、综合

施策，修复治理沙地生态系统。”锡林郭勒盟林业

和草原局总工程师巩和平介绍。目前，浑善达克

沙地土地退化沙化趋势呈现“总体遏制、局部好

转”的良好局面。

巧治沙地，绿富同兴推
动乡村振兴

随着荒漠化、沙化土地的治理，农牧民的生

活也好了起来。

在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哈图布其嘎查，

脱贫户白吉林白乙拉就是受益者之一。由于地

处科尔沁沙地腹地，过去这里沙化严重、经年无

收。近年来，当地推行“禁牧、禁垦、禁伐”政策，

实施盐碱地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种植沙棘等

生态经济林。

如今，一个个流动的沙丘被沙棘林牢牢锁

住，白吉林白乙拉则成为一名护林员。“沙棘长

成后既能卖果做果汁，又能吸引游客观赏，能有

不少收入。”白吉林白乙拉算了一笔账，护林员

年工资 1 万元，加上沙棘林的分红和养牛产业

收入，“今年全家收入能超 5 万元”。

在同处科尔沁沙地腹地的通辽市奈曼旗南

包头嘎查，48岁的牧民宝秀兰也尝到了生态不断

好转的甜头。20多年前，这里只有孤零零的一棵

榆树，地上不长草、牛羊吃不饱。为解决生计，宝

秀兰与丈夫承包了 2500亩沙地进行治理，在她的

带动下，如今嘎查治理沙地 6万多亩，植被覆盖率

达 50%以上。现在，宝秀兰家有 100多头牛，全部

舍饲圈养，地里年收青贮 30 万公斤，柠条平茬后

还能作饲料，家庭年收入达 30多万元。“为了发展

沙漠旅游，嘎查还专门留下 2万亩沙地，家家户户

都能开牧家乐吸引游客，嘎查人均年收入近万

元。”宝秀兰说。

“通过实施一系列生态修复项目，科尔沁沙

地生态状况恶化趋势整体被遏制，重点治理区

域生态状况全面好转，粮食饲草产量增长。通

过发展林果、养殖等产业，沙地变宝地，农牧民

实现稳定增收。”通辽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包

宝君说。

“我们村过去是‘沙中找绿’、靠天吃饭，现

在多种树、精养畜、搞旅游，吃起了生态饭。”多

伦县蔡木山乡铁公泡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李国琴说，“村里发展樟子松等苗木产业，

试验樟子松嫁接红松，产出可食用松子，林下试

种中药材，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两不误，还能带

动就业，让村民们在家里腰包就能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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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贵阳 3月 14日电 （记者程焕）近日，贵州省

赤水市人民法院和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签订《关于

建立赤水河流域环境资源审判跨区域司法协作机制的

协议》，构建地域管辖各司其职、全域问题紧密配合、接

壤地界加强衔接、跨界问题相互支持的环境资源审判

司法协作新格局。

《协议》确定了赤水河流域环境资源审判跨区域司

法协作机制的工作原则、目标、组织、方式，并详细规定

了推进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建设、推进跨区域一体化

司法协作和多元联动、探索重大环境资源案件跨区域

管辖等 7 个方面 17 项具体协作事项。两地法院均表

示，将以此次协作协议签订为契机，进一步提升两地环

境资源审判整体水平。

贵州赤水四川合江签协议共护赤水河
规定7个方面17项具体事项

本报北京 3月 14日电 （记者王浩、丁怡婷、张枨）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黄河继 2 月 3 日下游山东河段、2
月 10 日上游宁夏河段、3 月 9 日中游山陕河段陆续开

河后，3 月 13 日内蒙古河段全部开河。至此，黄河封冻

河段全线开河，标志着 2020—2021 年度黄河防凌工作

顺利结束。本年度黄河凌汛期间凌情总体平稳，全河

未发生大的凌汛灾害。

据悉，2021 年 2 月 10 日黄河开河进入内蒙古境

内，截至 3 月 13 日全线开通，比近 30 年平均开通时间

早 10 天，整个开河过程属于“文开河”。本年度内蒙古

河段黄河凌情呈现封河流量大、开河时间早等特点。

开河期内蒙古气温异常偏高，面对复杂多变的防凌形

势，内蒙古气象部门严密监视天气过程，滚动发布 72
小时凌汛预报预警。

整体来看，本年度黄河凌情流凌、封河时间略偏

晚；冰下过流能力好；开河时间明显偏早；此外，封河流

量大、长度偏长。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精细调度刘家峡、海勃湾、

万家寨等水库，为封开河创造有利条件；采用视频监

视、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巡测等“空天地”立体监测

手段，及时掌握凌情发展变化；封河前督促地方拆除包

茂大桥施工栈桥，防止出现卡冰阻水，并派出 4 个工作

组检查督导相关重点工作。此外，在确保防凌安全的

前提下，实现水资源、生态、电力效益的统筹。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高度重视黄河防凌工作，国

家防办提前发出通知安排部署本年度防凌工作，在首

封前派出工作组赴内蒙古河段检查防凌准备工作。水

利部视频连线防凌重点地区，分析研判黄河等北方河

流防凌形势，强化凌情监测预报和工程联合调度，督促

做好重点河段、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黄河防总加强

骨干水库调度，适时启用应急分洪区主动分凌水 3.55
亿立方米，为平稳开河创造了有利条件。

黄河全线开河
2020—2021年度防凌工作

顺利结束

■■会后探落实会后探落实
生态优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R

开栏的话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发展

清洁能源、致力乡村振兴、落实长江保护

法……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生态文明建设

领域的政策措施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热议

的话题。

即日起，本版推出“会后探落实·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系列报道，关注多地

在推进生态修复、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等方面的实践和探索。

本报北京 3 月 14 日电 （记者刘毅、潘少

军）一股较强冷空气正给北方带来大风降温沙

尘，并将给中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雨雪过程。

中央气象台 14 日 18 时继续发布大风降温预

报，同时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14 日 20
时至 16 日 20 时，新疆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

内蒙古、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气温下降

4—8℃ ，部分地区达 10—12℃ ，内蒙古东部局

地可超过 16℃ ；内 蒙 古 、东 北 地 区 、华 北 、西

北地区中东部等地有 4—7 级风，上述部分地

区 阵 风 8—10 级 ，内 蒙 古 东 北 部 局 地 阵 风

10—12 级。

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 14 日 20 时至 15
日 20 时，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青海西

北部、甘肃北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山西北

部、北京、天津、河北、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

部、辽宁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内

蒙古西部、甘肃河西、宁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

区有沙尘暴。

中央气象台预计，中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

雨雪过程。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内蒙古东北

部、东北地区北部将有中到大雪，局地暴雪。

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及其以南大部地区有小到

中雨，长江中下游沿江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局地有暴雨。

此外，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4 日夜间至 15
日上午，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湖

北南部、湖南中部、江苏中部、浙江西南部、四

川盆地东南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

雾，其中，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湖

南中部、浙江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南部等地局

地有能见度低于 500 米的浓雾。中央气象台

14 日 18 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

较强冷空气将给北方带来大风降温
中东部有大范围雨雪过程

本报合肥 3月 14日电 （记者徐靖）日前，安徽省

制定并审议通过了《安徽省级湿地自然公园管理办

法》。这是安徽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建设全国林长

制改革示范区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

《管理办法》共 26 条，包括省级湿地自然公园的概

念、准入条件、申报程序、批准主体和批准程序、命名方

式、功能分区、管理主体及其工作任务、禁止行为、监督

评估和限期整改制度、撤销退出制度等内容，基本涵盖

了省级湿地自然公园从无到有的完整过程，具有鲜明

特色。

截 至 2019 年 12 月 ，安 徽 全 省 已 建 湿 地 公 园 68
处，其中国家湿地公园 29 处、省级 25 处、市级 14 处。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后，将新建一批省级湿地自然

公园。

《管理办法》规定，新建省级湿地自然公园不得与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其他自然公园、风景名胜区、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重叠或者交叉，做到一个保护地、

一套机构、一块牌子。

深化新一轮林长制改革

安徽出台湿地自然公园管理办法

图①：技术人员在位于内

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的库布

其沙漠用自制水气枪植树（摄

于 2018 年 7 月）。

新华社记者 邹 予摄

图②：位于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达拉特旗境内的库布其沙

漠（摄于 2020 年 9 月）。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0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

②②

①①

本报长春 3月 14日电 （记者刘以晴）森林、草原、

湿地等自然资源是吉林省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

日前，吉林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林

草行业助推绿色经济发展的意见》，以利于进一步科学

高效利用林草资源，助推绿色经济发展。

《意见》指出，进一步放开林草资源开发的市场准

入，引导各类经营主体分类有序开发利用林草资源；建

立森林资源市场化流转平台，完善林地所有权、承包

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机制；加大对社会资本进入林草

行业的用地支持，将生态旅游康养产业、冰雪经济产业

及林产品加工产业用地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对重

大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实行绿色通道；提高林草固

定资产和设施利用率，林草企业或国有林场经营使用

的森林经营等固定资产和公共基础设施，闲置期间经

营者可与社会资本合作开展冰雪旅游等服务活动；有

效盘活林区闲置资产，实施差别化供地政策，鼓励社会

资本通过租赁等方式，改造利用林区内生产生活旧场

区等设施、设备，发展林草产业。

吉林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林草行业

以进一步科学高效利用林
草资源，助推绿色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