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谋变 艰辛探索

手拿肩扛，反复补种，历经
10 年筑起“308 华里防风林带”

从内蒙古磴口县城向西行驶几十公里，随

处可见一簇簇、一丛丛的梭梭、花棒和柠条。

对于 55 岁的金振云来说，一家两代都是

护林员，与乌兰布和沙漠斗了近 70 年，治沙似

乎早已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金振云的记忆中，小时候的天总是黄色

的。“每到冬春季，沙尘暴就三天一小刮、五天

一大刮，常常刮得天昏地暗，眼睛都睁不开。”

而在他的印象里，两年前去世的父亲金玉

村，总是肩扛一棵棵树苗，翻越一座座沙丘去

种树……上世纪 50 年代，金玉村从宁夏来到

磴口县防沙林场（现磴口县防沙林林业管护中

心）工作。“父亲是林场的第一代护林员，那时

候林场就在磴口县城西南十几公里外，西边就

是乌兰布和沙漠，建设林场就是为了阻挡风沙

对县城方向的侵害。”金振云说。

当时，金玉村一家住在林场的土坯房里，

房后就是大片大片的沙窝，几场大风过后，淤

积的沙子就会埋到后窗台的位置。

林场附近的沙拉毛道嘎查面临的环境更

加恶劣。今年 63 岁的嘎查党支部原书记刘庆

林记得，嘎查不远处有座黄河防洪堤，几十年

前，只要风沙来袭，沙土高度便几乎与堤坝平

齐。那时候村民们为了生计，养了不少羊，羊

吃沙蒿、白刺等植被，结果地越吃越荒、羊越吃

越瘦，村民也难以致富。

必须做出改变！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磴

口县号召全县人民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每逢

开春，金玉村就和乡亲们从仅存的红柳、沙柳

和沙枣树上，截取筷子长短的树苗、树橛子，走

进沙窝子，寻找湿沙地，用 1 米多长的铁钎、引

锥，栽树苗、插树橛。

小时候，金振云便时常跟着父亲去种树。

“过去要固定移动沙丘，只能用质量更重的红

土，拌着沙子，沿着迎风面，一条线一条线地横

向撒，以期能压住沙丘。”金振云说。红土少、

成本高，运输条件差，全靠人背、挑担和赶驴车

运输。栽活一棵树更是难，常常今天刚栽下，

过几天就会被沙土掩埋或被动物啃食，只能不

停地种，有时甚至要种七八次才能活一株。

那时的林场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沙丘，金玉

村和乡亲们徒步翻越一座座大沙丘去种树，有

时路太远，就背上干粮和水壶，一干就是一整

天。“父亲每次种树回来，耳朵、鼻子里都是沙

子，嘴唇和手上也裂了口子。”金振云说，若是

遇到刮风下雨，大家只能躲在沙丘背风处，或

寻找稍高些的蒿草、沙柳躲一躲。后来，林场

在沙窝里搭建了简易工棚，才有了些许能够遮

风挡雨的地方。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历经 10 年，金玉村和

乡亲们一起，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构筑起一条

长 308 华里、宽 30 至 100 米的防风固沙林带，

这片林也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308 华里防风

林带”。

因地制宜 科学施策

乔灌结合，推广植苗造林
新技术，实现从“沙进人退”向

“绿进沙退”转变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成为磴口县防沙林

场的一名护林员。“说是林场，但其实除了集中

防风林带，其他区域还是沙窝，沙丘上的植被仍

很稀疏，造林还是沿用过去的做法，寻找湿沙地

种树。”74岁的林场退休老场长赵建忠回忆。

沙窝里气候干燥，光照强、温差大，护林员

更是负重劳动。有一次，当地刮起大风沙，金

振云和同事们走散了，在

沙窝里足足转了五六个小

时，同事们找到他时，他早已累得精疲力尽。

随着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国家重点生

态工程相继实施，20 年来，林场各方面条件逐

渐改善，护林员不再只靠步行巡护，可以骑乘

专用巡护车辆；管护站里有宿舍，护林员们能

吃上热乎饭菜了。

近些年，当地乔灌结合、封造并举，营造以

梭梭、花棒、柠条等为主的灌木防风固沙林，推

广工程固沙造林、高压水打孔植苗造林、冷藏

苗避风造林等新技术，造林效率与成功率得到

极大提升。

“现在我们的树种由过去的沙枣树，变为

更适合本地的梭梭、花棒等耐旱灌木，同时，引

进栽植了小胡杨、金叶榆等 10 余个树种，开展

混交种植，不断丰富和优化造林树种和结构。”

金振云说。

说话间，来到一处被大片草方格覆盖的沙

丘，金振云走到迎风面，取出身后背着的半米

长稻草，用工具锹将其从中间直接对折压入沙

中，稻草露出沙面 10 多厘米，如此反复，一条

线一条线地压，逐渐形成一个个草方格。“风一

吹，沙子便会堆到草方格边上，风速减缓，沙子

不易被吹走，这样就会逐渐阻止沙丘移动。”金

振云介绍。

随后，金振云在草方格内挖出一个栽植

穴，走到几百米远的组合井处，取出硬水管，将

其插入栽植穴中，用高压水冲水一分钟，令沙

土充分湿润，栽入两三株树苗后，再进行二次

冲水封口。“现在沙地里种树可以不用只找湿

沙地了，通过高压水打孔植苗造林法，哪里都

能种，成活率能达到 70%。”磴口县防沙林林业

管护中心副主任何文强告诉记者。

“还有冷藏苗避风造林方法，就是让树苗

充分补水后，放入冷库贮藏，延缓其发芽期，过

去每年只有 3 月到 4 月一个月的造林季，现在

可延长至 6 月上旬。”何文强解释道。

新栽的树苗前两年除了春季造林浇一次

水外，每年夏天和秋天还要各浇水一次。“我们

管护着 26.4 万亩土地，除了给新苗浇水，还要

负责巡护和防治乱砍乱伐乱挖。”金振云说。

截至目前，管护中心共完成造林约 18 万亩，而

金振云和同事们也在近年来完成了“308 华里

防沙林带”的更新改造工程，让父辈们种下的

树木长得更加茁壮。

如今，乌兰布和沙漠林草覆盖度从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 0.04%提高到 37.2%，呈现出“整

体好转、改善加速”的良好态势，正在实现从

“沙进人退”向“绿进沙退”的转变。

积极引导 广泛参与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推动生态富民绿色高质量发展

年近六旬的孙二虎，望着连绵不绝的梭梭

林，感叹自己 20 年来的心血没有白费。来自

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的孙二虎，20 年前一次

偶然的机会，听说磴口县正在鼓励社会各界市

场化参与治沙，并且推出了不少措施。“我当时

就承包了沙拉毛道嘎查的几千亩沙地，想试着

种 些 梭 梭 ，进 而 培 育 苁 蓉 等 中 药 材 ，兴 许 能

成。”孙二虎说。

沙漠治理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资金

不够，孙二虎便拿出全部积蓄，再找人东拼西

凑；沙漠里没有路，他就和工人们徒步几小时

进 沙 区 ；种 梭 梭 没 经 验 ，第 一 年 成 活 率 只 有

20%，他就不断补种、改进技术……

来到一片 20 年前栽种的梭梭林，记者看

到，每一株梭梭都有两米多高，每列梭梭之间

有一道沟壑的痕迹。“梭梭 3 年成活后，我们

就在梭梭林中开出半米深的沟，撒下苁蓉种

子，让其与梭梭的根部接触，慢慢长大。”孙二

虎说，“苁蓉一般两年结果，挖的时候要小心，

既不能破坏苁蓉，也不能伤了梭梭的根。之

后还要将挖出的土回填，保护好这来之不易

的环境。”

挖出的苁蓉再销售给加工企业，做成药用

茶、饮料等产品。“现在，我承包了 3 万亩沙地，

收入很不错。沙漠绿了，腰包也鼓了，值了！”

孙二虎笑道。

在磴口县城的内蒙古王爷地苁蓉生物有

限公司，工人们正将晾晒好的一根根苁蓉精选

后切片，加工成一包包小巧精致的苁蓉片茶。

公司董事长魏均向记者介绍，每年 4、5 月是苁

蓉的收购季，再晾晒两三个月，达到七八成干

后，进入车间进行多糖、营养成分的检测挑选，

然后再精加工成苁蓉片茶、苁蓉原浆等。“目前

公司年销售额可达 3000 万元，除了有经济效

益，还能带动当地农牧民就业增收。”魏均说。

育苗产业也改善了当地农牧民的生活。

隆盛合镇公地村村民赵忠福 15 年前开始种植

胡杨。“起先要在温室大棚里繁育种苗，半年后

在育苗袋内扦插种苗，在田地里培育 3 年后，

再到平缓沙地里种植，3 年成活率达到 80%以

上。”赵忠福说。15 年来，赵忠福和管护工

人们累计栽种胡杨 25 万株，不仅将大

片黄沙变为了胡杨林，还通过国

家项目支持、发展育苗产业

等，实现了增收致富。

近年来，磴口

县 按 照 生

态 产

业化、产

业生态化的

思 路 ，引 导 全

社 会 广 泛 参 与 沙

漠治理，积极发展特

色种植养殖、光伏新能

源 和 沙 漠 旅 游 等 产 业 ，解

决造林绿化和发展产业的关

系，努力实现“绿富同兴”。

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

水鸟戏水低飞，芦苇随风摇曳，游人

在沙滩上悠闲踱步……谁能想到，这幅

情景竟发生在昔日黄沙遍地的沙拉毛道

嘎查。

46 岁的刘建平，是沙拉毛道嘎查最早一

批发展旅游项目的创业者之一。10 多年前，

他承包了村里的湖泊与荒滩，成立二十里柳子

度假村。“那时候，游客能玩的项目基本只有沙

地摩托和冲沙。现在沙漠变绿洲，再加上我们

县挨着黄河，湖泊也越来越多。”刘建平说。

24 岁的女儿刘星，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

业后，也回到家乡帮助父亲。“我们家现在承包

的湖泊有 6500 亩，水上乐园等项目吸引了很

多周边地区的旅行团，一天能接待几百人。”刘

星说。

“我们嘎查建立了‘党支部定组包片+党

小组定量包联+党员责任示范林’的党建引领

网格化治沙体系，在生态改善的基础上发展乡

村旅游。”刘庆林说。据了解，今年嘎查集体经

济收入 21.6 万元，人均年收入达 1.3 万元左右，

23 户村民参与乡村旅游，带动全村 219 户村民

增收。

磴口县委书记刘向阳介绍，近年来，磴口

县多措并举，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严格按照生态红线划定要求，建立科学的

分类分区管控机制；持续推进乌梁素海流域点

源面源污染治理，提高工业企业污水处置能

力；推行清洁型生产方式，提升畜禽养殖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和污染防治水平；常态化开展河

湖“清四乱”专项整治，加强湖泊保护修复，提

升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水平；修复草原植被，

实现草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发展……“我们要

在乌兰布和沙漠防沙治沙生态优先的基础上，

继续推进产业治沙、生态富民绿色高质量发

展。”刘向阳说。

图①：苁蓉加工企业员工在晾晒苁蓉。

张 枨 邢 皓摄影报道

图②：磴口县防沙治沙局森林管护大队工

作人员在为堤防公路两侧的林带除草。

张 枨 邢 皓摄影报道

图③：上世纪 80 年代，磴口县干部群众在

挖掘灌溉渠。

中国林科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供图

内
蒙
古
磴
口
县
干
部
群
众
几
十
年
接
续
奋
斗
，筑
牢
生
态
屏
障

—

科
学
治
沙
，努
力
实
现
﹃
绿
富
同
兴
﹄

本
报
记
者

张

枨

■一线调研R

数据来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

市考察时强调：“防沙治沙是一个长期的历

史任务，我们必须持续抓好这项工作，对得

起我们的祖先和后代。”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地处河套平

原源头，东依黄河，北靠阴山，西邻乌兰布

和沙漠，素有“七沙二山一平原”之称。曾

经的磴口沙尘肆虐，生态环境脆弱，如今，

在一代代治沙人的努力下，当地逐渐实现

从漫漫黄沙到绿意葱茏、从“沙进人退”到

“绿进沙退”的巨大转变，更通过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持续推进产业治沙、

生态富民绿色高质量发展。

近期，本报记者实地探访磴口县，了解

当地几十年来科学治沙，努力实现“绿富同

兴”的故事。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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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2月 12日电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对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董云虎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违背党

中央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部署要求，将政协委员资格等

私相授受，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

规收受礼品礼金，大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

请；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

为他人职务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长期占有公

物，由他人支付应由其个人支付的费用，搞权色交易；干

预和插手司法活动；贪婪无度，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

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融资贷款、

土地出让、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董云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

和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

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

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

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

准，决定给予董云虎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

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上海市第十二次党

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

严 重 违 纪 违 法 被 开 除 党 籍 和 公 职

这几天，江苏省南通市海

门区四甲镇头桥村的一家螃蟹

养 殖 场 负 责 人 王 光 玉 格 外 忙

碌。“从 9 月中旬开始售卖，现

在 差 不 多 就 要 清 塘 了 。”一 大

早，王光玉一边整理发货单，一

边 安 排 快 递 寄 出 。“ 今 天 有 40
多笔销往上海、浙江、山东等地

的订单。”王光玉介绍，接下来

要 为 下 一 批 蟹 苗 投 放 做 好 准

备，“今年销售了 10 万斤左右，

其中一大半通过网络平台销往

全国各地，部分还远销国外。”

头桥村的特色农产品品类

丰 富 ，过 去 主 要 靠 线 下 销 售 。

在区委网信办的指导下，头桥

村开启“互联网+”新模式，组

建由镇村干部、致富能手等组

成的直播助农团队，通过网络

平台推介本地土特产。“仅今年

就直播了 120 多场次，线上销

售额超 300 万元。”村党总支书

记郁浩东介绍，村里的草莓、西

瓜等农产品也打开了销路、打

响了品牌。

今年以来，海门区积极探

索“网络+网格”基层网信工作

新模式，聚力推进区、镇、村三

级网信工作体系建设，把网信

工作延伸至基层一线，壮大基

层网信工作力量，切实做好政

策宣传、民生服务、舆论引导，

努力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7 月 底 ，在 海 门 区 叠 石 桥

家纺市场从事纺织外贸生意的

徐小伍接到一笔大额订单，但

资金周转遇到困难。属地网信

工作人员秦益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积极帮助联系农商

行，为徐小伍办理家纺特惠信贷。“这一笔贷款帮我解了

难题。”徐小伍说。

近年来，海门区做深做实做细网信工作，将服务延伸

至一线。位于包场镇的中天钢铁有近万名员工，为帮助

企业员工，镇网信工作中心将服务职能前移，指导企业建

立“网格微信群”，为企业员工提供 24 小时网格“微”服

务，及时帮助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目前海门区的镇、村两级网信工作站点，已覆盖全

区 12 个镇（街道）和 298 个村（社区），589 名‘社情民意信

息员’加入网信工作网络，基本实现网络服务向基层延

伸，构建起‘网络+网格’一体化社会治理新格局。”海门

区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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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安 12 月 12 日电 （记者龚仕建）日前，在陕

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商镇王塬村，设施大棚里新鲜的草

莓已上市；在铁庙村核桃加工基地，村民正在对核桃进

行粗加工……

据介绍，丹凤县商镇党委积极促进村、社区资源共

享，目前已建立产业集群 5 个，注册农特产品品牌 8 个，示

范带动 414 户群众增收致富。

近年来，商洛市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开展以组织

联建、促功能提升，人才联动、促产业提升，服务联抓、促治

理提升为主要内容的“三联三促”活动，把基层党组织优

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不断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据了解，商洛市积极探索建立产业联合党委、产业链

党支部、功能型党小组，推行“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

户”等模式，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目

前，共成立产业链联合党委 59 个、组建产业链党支部 217
个，实施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项目 1883 个，实现 17.9 万

余名群众稳定增收。

此外，商洛市还大力实施“归雁计划”，吸引外出务工

经商人员返乡担任村（社区）干部，目前全市已动员 1100
名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返乡担任村（社区）干部。据统计，

返乡人员共引进项目 637 个，投资金额达 34.5 亿元。

陕西商洛强化党建引领——

建立产业集群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