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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6月 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

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了

新时代“三北”工程建设的宏伟蓝图，发出打

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

治沙新奇迹的动员令。

一年来，国务院“三北”工程协调机制各

有关部门、“三北”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沙区

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挺膺担当，全面打响

“三北”工程攻坚战，奋力谱写“三北”工程新

篇章。

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
事业

1978 年，党中央作出在西北、华北、东北

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

林的战略决策。经过 40 多年的不懈努力，

“三北”工程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 ，工 程 区 森 林 覆 盖 率 由 5.05% 提 高 到

13.84%，61%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控制，

45%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初步治理，创

造了荒漠变绿洲、荒原变林海的生态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

“三北”工程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三北”工程攻

坚战，并强调指出，实施“三北”工程是国家重

大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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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要求。

“三北”工程区面积占我国陆域国土的近一

半，工程区分布有东北平原、河套灌区、河西

走廊、新疆绿洲等农产品主产区，是“向森林

要食物、向草原要食物”和开发利用太阳能、

风能等资源的重要基地。打好“三北”工程攻

坚战，对于中华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维护国家

战略安全意义重大。

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

“三北”工程涵盖北方防沙带、东北森林带等

我国生态安全重要区域，分布着全国 84%的沙

化土地和八大沙漠、四大沙地。这里是我国

自然条件最恶劣、生态最脆弱的地区，是建设

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关键地区。从塞罕坝

林场、右玉沙地造林、延安退耕还林、阿克苏

荒漠绿化这些案例来看，只要朝着正确方向，

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生态系统

是可以修复的。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就

是替河山妆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为建设

美丽中国增添绿色底板、夯实生态根基。

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构建命运共同体的

战略引领。当今世界，荒漠化涉及 1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20 多亿人口。中国是全球荒

漠化防治事业的重要推动者、引领者。“三北”

工 程 成 功 实 践 ，打 造 了 防 沙 治 沙 的 中 国 标

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称赞，世

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打好“三北”工程攻坚

战，将进一步擦亮防沙治沙的中国名片，为推

动全球荒漠化防治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

方案。

党领导生态工程建设、践行初心使命的

战略创举。“三北”工程蕴含着我们党独有的

自然观、生态观，蕴含着心系人民幸福和人类

福祉的责任担当。“三北”工程同改革开放一

起实施，是党领导人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一大创举，走出了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符合国

情地情的中国特色防沙治沙道路，成为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生动范例。在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坚 强 领 导 下 ，

“三北”工程进入历史新阶段，全面启动了三

大标志性战役，必将在中华民族史上写下春

秋之笔，铸就伟大绿色丰碑。

准确把握打好“三北”
工程攻坚战的总体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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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重要讲话，既部署了深入推进“三北”工程建

设的目标任务，又教给了打好“三北”工程攻

坚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一定要深

入学习领会和认真贯彻落实，努力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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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突出重点，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全力打好黄河“几字弯”

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

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

标志性战役的战略决策。这为打好“三北”工

程攻坚战明确了总抓手。一年来，我们分别

在三个片区召开现场推进会，在治沙一线挂

图作战、会商解决实际问题，全面打响三大标

志性战役，“三北”各地掀起了集中会战、规模

治沙的热潮。

坚持系统观念，统筹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 理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要 统 筹 森 林 、

草原、湿地、荒漠生态保护修复，加强治沙、

治水、治山全要素协调和管理，着力培育健

康稳定、功能完备的森林、草原、湿地、荒漠

生态系统。这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明

确了总路径。我们按照系统治理要求，修编

“三北”工程总体规划，推出“三北”工程六期

规划，设置林草覆盖率等指标，精心布局一

批综合治理项目。“三北”各地把系统治理要

求落实到实施方案、技术路线等工作中，有

关市县聚焦毛乌素、巴丹吉林、腾格里等重

点区域，统筹封禁保护、造林种草、荒漠植被

修复、生态输水、风电光伏等措施，推进综合

治理、系统治理。

坚持“三绿”并举，推进“三北”工程高质

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化祖国要

扩绿、兴绿、护绿并举”“要把更多力量集中到

‘三北’工程建设上来”。这为打好“三北”工

程攻坚战提出了新要求。在扩绿方面，坚持

以水定绿、适地适树、乔灌草一体，科学开展

造林种草治沙和老化退化林改造修复，确保

种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实现数量质量

双提升。在兴绿方面，推动森林“水库、钱库、

粮库、碳库”更好联动，实现工程建设“含绿

量”和“含金量”同步提升。“三北”各地积极发

展以林下经济、中药材、经济林果、沙漠旅游

等为重点的绿色产业，推进沙区美、百姓富。

在护绿方面，加强林草资源保护，严格落实草

原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做好森林草原

防火、防虫等灾害防控工作，巩固来之不易的

生态建设成果。

坚 持 守 正 创 新 ，形 成 强 大 工 作 推 力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

机制，完善政策机制，强化协调配合，统筹指

导、协调推进相关重点工作。要健全“三北”

工程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撑体系，建立稳定持

续的投入机制。这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提供了“金钥匙”。通过成立国务院“三北”工

程协调机制，推动出台关于加强荒漠化综合

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的意

见，制定实施“1+N+X”工作方案，明确了主

攻方向和战略任务，细化了任务清单、责任清

单。通过协调安排特别国债、专项补助资金、

林草生态用水，鼓励吸引央企深度参与、金融

机构大力支持，为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提供

了政策供给和要素保障。通过发挥林长制

“指挥棒”作用，引导督促地方党委政府扛起

责任、周密实施，全方位、全过程打好三大标

志性战役。“三北”工程已成为党委政府的“一

把手”工程，“三北”各地相继发布关于打好

“三北”攻坚战的总林长令。

不断推进“三北”工程
攻坚战取得扎实成效

防沙治沙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和

不确定性。我们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不畏

艰辛、久久为功，不断推动“三北”工程攻坚战

走深走实，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向党和人

民交出一份优异答卷。

精心组织实施重点项目。聚焦三大标志

性战役区等重点区域，瞄准主要沙漠边缘和

腹地、上风口和下风口、沙源区和路径区，推

进治沙、治水、治山全要素治理。要建立重点

项目库和部门联合审查机制，实行项目储备、

开工建设和监测评估全过程闭环管理。要坚

持挂图作战、包片指导，深入一线抓进度、保

质量，狠抓项目实施监管，把任务真正落到山

头地块。

积极创新工程建设模式机制。充分发挥

政府和市场作用，构建以各级政府投入为主

的多元化投入机制，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

机构加大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典型引路带动

作用，积极推广宁夏沙坡头、甘肃民勤、内蒙

古磴口和库布其、新疆柯柯牙等地行之有效

的治沙模式机制，引导中央企业、国有林场参

与工程建设，因地制宜实施生态光伏治沙工

程，推出一批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俱佳的绿

色低碳发展示范项目。充分尊重地方和基层

首创精神，推进重点区域联防联控，多策并举

加强林草生态用水保障。

持续强化科技支撑和装备提升。当前，

“三北”地区面临优良治沙树种草种短缺、机

械化不足、智能化水平不高等诸多挑战。要

组织科技力量向“三北”进军，深入基层和前

沿对口服务，现场破解“荒漠变绿洲”科技密

码。要推动设立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组

织实施一批“揭榜挂帅”项目，切实破解老化

退化林修复、光伏治沙模式及配套技术等重

大问题。要坚持治沙效果和节约水资源统筹

谋划，科学安排植被类型和密度。要推广应

用林草先进机械装备，推广机械沙障治沙、复

合沙障治沙等自然恢复技术，推广覆膜保水、

灌木树种截杆等抗旱节水造林技术。要打造

“三北”工程调查监测生态网络感知平台，科

学评估建设质量成效。

大力弘扬“三北精神”。大力宣传弘扬

“三北精神”、塞罕坝精神，加大先进典型、

英 雄 模 范 的 选 树 、宣 传 、表 彰 等 力 度 ，以 榜

样力量激励人、鼓舞人。统筹内宣外宣、网

上网下、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强化矩阵式传

播 ，主 动 讲 好 防 沙 治 沙“ 三 北 ”故 事 、中 国

故事。

深入推进国际合作。认真履行《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公约》，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荒漠化防治，

引领各国开展政策对话和信息共享，强化跨

境沙尘和沙源地治理，共同应对沙尘灾害天

气。加强中蒙、中阿、中非荒漠化防治合作，

打造跨学科、多领域、国际化的荒漠化防治科

技创新国际合作平台。

奋力谱写“三北”工程新篇章
中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党组

夕阳落到山的那一边，天色彻

底暗下去，不远处的山头上只剩一

片模糊的蓝灰色树影，河北省承德

市滦平县滦平镇北李营村的路灯亮

了起来。

村民王学超正带着妻儿走在回

家的路上。常年在外工作，难得回

来一趟，他记得，以前一到晚上，这

条路总是黑的。如今，抬头看看亮

起来的路灯，王学超觉得，心里有个

地方好像也亮了起来。

王学超的童年伙伴、现在已经

是北李营村党支部书记的张超，记

得很清楚：“亮灯那天是个腊月二十

五，在外面工作的村民们都回来过

年了。路灯亮起来的时候，好多人

正往家走，我心里特别高兴，特别有

成就感！”

北李营村的变化，正是从那时

候开始的。

北 李 营 村 距 滦 平 县 城 不 过

2000 米 ，离 北 京 也 就 100 多 公 里 。

滦平多山，北李营村人均耕地面积

只有 1 亩多，很多村民去县城或者

北京务工。

张超刚担任村支书的时候，村

里的环境叫人发愁。河道里，垃圾

乱丢；路两旁，杂物乱堆。本就稀稀

拉拉的路灯，坏了差不多四成，晚上

出门不方便。

“村里埋汰，咋发展啊？”村两委

合计着，得让村里的人居环境有个

大改观。路灯已经亮起来了，是时

候着手搞搞卫生了。

一条几百米的路，成堆的杂物

堆在路边，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村民出行也不方便。怎么改？

村党支部决定，从党员开始。

打铁还需自身硬。张超说，村里共 35 名党员，常年在家

居住的有十来人。先从自家干起，把堆在院墙外的杂物清理

干净、把院子收拾整洁。然后从各自的亲戚、邻居入手，这五

户归你、那七家归我，摆事实、讲道理，请人来看收拾过的院落

和路面。没了乱堆乱放、扫得干净敞亮，村民也觉得这样瞅着

舒服，回家就收拾起来。

极少数不配合的怎么办？——从年轻人入手。他们在外

边念过书、工作过，更能明白改善环境的好处。村两委班子和

党员们先给年轻人做工作，又通过他们动员各家父母长辈。

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杂物乱堆问题得到解决，

垃圾乱丢问题怎么办？

安排第三方公司，负责垃圾清运。路边道旁、屋后房前放

上垃圾桶。垃圾入桶，定时清运，还有 5 名保洁员负责公共区

域打扫。

现在的北李营村，小楼漂亮，道路干净，田垄整齐，吸引了

好几家养老院来租房。“我住过好几家养老院，现在选中了这

里。”一位 80 多岁的老太太说，“这个村环境好、路也好，孩子

们来看我方便，回县城也方便。”

生菜、香菜、油麦菜……雨后初晴，村民龚翠芬到门前菜

园里掐了些青菜，准备涮火锅吃。“要是院子干了，整个烧烤更

舒服！”龚翠芬的丈夫张福强笑呵呵地说。他家的两层小楼立

在乡道边，院内垒了水池，墙根辟出菜园，院门口挂着“美丽庭

院示范户”的标牌。

卫生观念提升，村容村貌焕然一新，10 个“美丽庭院示范

户”各美其美，相继挂牌。

芒种时节，村里的篮球场已经建好，再刷上一层胶就能

开放了。“这是标准化篮球场，我们要想办法吸引附近乡镇

的人来我们这儿打篮球、搞活动。”张超说，村里环境好了、

设施多了，才能让人爱来；人气聚起来，挣钱的门路才能多

起来。

“从路灯亮起来开始，村里年年有变化，环境美了，篮球场

建了，大家伙儿的干劲一年比一年足。”张超感慨，“我们村的

路灯，照亮的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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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一场雨后，江西省鹰潭市上清国

家森林公园，天空澄澈如洗，静谧的泸溪河

蜿 蜒 流 淌 在 群 山 之 间 ，水 光 潋 滟 ，细 波 如

鳞。对岸的山巅，云雾丝丝缕缕，氤氲缭绕，

山色空蒙，如诗如画。

身处其间的老肖却无暇欣赏——只见

他小心翼翼地放稳三脚架，架上相机，“瞄

准”水面上正在嬉戏的两只中华秋沙鸭，严

阵以待。“扑棱扑棱”“咔嚓咔嚓”……鸭子扇

动翅膀，霎时起飞，老肖迅速按下快门，捕捉

这美好的瞬间。

细长的红鸭嘴，厚实的黑羽冠，黑白相

间的鳞纹羽毛，展翅起飞瞬间，腿脚划过水

面，激起阵阵水花……“这鸭子，很怕人，要

想 拍 到 好 照 片 ，一 定 得 先 隐 蔽 好 ，静 候 时

机。这张就不错，有美感又有动感。”老肖端

起 相 机 ，得 意 地 向 记 者 展 示 刚 刚 抓 拍 的

照片。

老肖名叫肖冬样，今年 56 岁的他，2004

年起就在鹰潭龙虎山风景名胜区上清镇做

护林员。2007 年，泸溪河上清河段首次发现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秋沙

鸭，风景区因此划定了 1800 公顷中华秋沙

鸭自然保护区，责任心强的老肖则被分派到

保护区，专门巡护中华秋沙鸭。起初，他心

里直打鼓：“这么珍贵的动物，该怎么巡护？”

接手半个月后，老肖却爱上了这份工

作，“第一次从专家的专业观鸟镜里清晰地

看到中华秋沙鸭，那是真漂亮啊！”此后的每

个春夏秋冬，老肖守护着中华秋沙鸭，泸溪

河密林里一条 5 公里长的小路，记录下老肖

多年来的巡护时光。

说是“路”，实际是一条崎岖难走的小

径：路面凹凸、湿滑，两侧的河道与高坡岩壁

间最狭窄处仅能放下一只脚。记者随老肖

从进山口走到第一个观鸭点，一路步步惊

心，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老肖却步履轻快，

他告诉记者，平常他一个人走只要 8 分钟。

一天下来，老肖通常要来回走十几公里，巡

遍沿途数十个观鸭点。

“早上隐约能看到大山轮廓的时候，鸭

子就到河边了，我要赶在这之前到山里。”起

床得比鸭子早，归来要比鸭子晚，“不光是巡

护，还要摸清鸭子的分布和生活习性。看看

哪个地方有新鲜的粪便，观察鸭子从哪个方

向游过来，就能判断鸭子晚上睡在哪、主要

生活在哪个区域，让保护工作更有的放矢。”

巡护闲暇之余，老肖靠望远镜细细观察

鸭子，村里人却难睹鸭子真容。“拍下来！”村

民的玩笑启发了老肖，2012 年，他自掏腰包，

买摄影器材，自学拍鸭子。咔嚓咔嚓的快门

声中，老肖的摄影技术渐渐精进。12 年来，

老肖拍坏了 6 台相机，飞坏了 2 架无人机，保

存 了 20 多 万 张 珍 贵 照 片 和 3 万 GB 视 频

资料。

这些照片和视频，起到了远超老肖想象

的作用——北京林业大学的研究人员收到

老肖拍摄的照片视频和观测记录，据此研究

分析中华秋沙鸭生活习性、觅食行为、栖息

地利用、种群动态等，得出了新的研究成果，

为进一步研究和保护中华秋沙鸭提供了重

要科学依据。

“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好人”“最美护林

员”……老肖获得的这些荣誉，来自热爱与

坚持。老肖说，这些年保护区的生态越来越

好，中华秋沙鸭也多了。去年 12 月一次拍

到 57 只中华秋沙鸭，让他欣喜不已，“看着

鸭子、听着水声，每天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

我很知足！”

江西鹰潭龙虎山风景名胜区上清镇护林员肖冬样—

用爱守护 用心记录
本报记者 周 欢

上图：肖冬样在拍摄中华秋沙鸭。

本报记者 周 欢摄

左图：飞行中的中华秋沙鸭。

肖冬样摄（影像中国）

本报北京 6月 4日电 （记者韩鑫）记者日前从交通运输

部珠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以来，珠江水运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不断巩固，西江航运干线水路运输效率明显提升。

今年 1—5 月，西江航运干线关键节点长洲枢纽船闸累计

货物通过量达到 8710 万吨，同比增长 52%。长洲枢纽船闸待

闸船舶数量从 4 月中旬最高峰时的 740 艘，到 5 月中旬前已全

力疏解至基本“清零”，与 2023 年相比提前近 3 个月实现疏解

目标；同时，效率提升进一步放大了干线水路运输成本优势，

经估算，今年以来已累计降低社会物流成本约 5.87 亿元，预计

全年可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16.87 亿元。

下一步，珠航局将持续突出重点、多维发力，加快推动西

江航运干线保通保畅能力和水平提升，进一步凸显水运大通

道整体效能及优势，引导“公转水”等运输结构优化调整。

珠江水运经济回升向好

本版责编：纪雅林 臧春蕾 张安宇

图为长洲枢纽船闸往来船舶繁忙。

黄品贤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