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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
地面积连续三个监测期
“双缩减”

毛乌素沙地南缘，陕西省榆林市定边
县城东北 30 多公里处，有个地方名叫“狼
窝沙”。

定边县农民石光银，从小在这一带的沙
窝里长大，饱受风沙危害。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他就开始尝试造林治沙。1984年，国家
鼓励个人承包治沙的政策出台后，石光银敢
为人先，带领妻儿，把家搬到沙区，和乡政
府签订了承包治沙3000亩的合同。

“治沙是我唯一的事业，只要一天不死，
我就要栽一天树，把治沙进行下去！”石光银
说。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石光银和同伴
们在毛乌素沙地南缘，营造了一道绿色生态
屏障。如今的“狼窝沙”满目青葱，年近古
稀的石光银也成为远近闻名的“治沙英雄”。

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一半
分布在榆林境内。经过一代代治沙人的努
力 ， 榆 林 的 林 木 覆 盖 率 由 0.9% 提 高 到
34.8%，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93.2%。

何止是毛乌素！中国版图上，沙区很多
地方正发生着这样可喜的嬗变。

你瞧——一株株草木不断延展，绿色的
底色越来越浓。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宗别立镇茫来嘎查，
梭梭林绵延遍野。放眼望去，尽头便是乌兰
布和沙漠南缘，梭梭林犹如一道绿色屏障，
挡在沙漠前，守护着黄河与贺兰山。

“以前这里全是沙地。种上梭梭以后，沙
子固定下来，沙丘也越来越低。”阿拉善左旗
林业工作站站长刘宏义说。

“全球新增绿色 1/4 来自中国！”国际上
根据卫星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
2000 年到 2017 年新增绿化面积中，约 1/4 来
自中国，贡献比例居全球首位。这其中相当
一部分源于沙区国土绿化。

你瞧——一条条沙龙俯首帖耳，恼人的
沙尘越来越少。

甘肃省民勤县大滩镇上泉村，这里离沙
漠只有 1 公里左右。村民杨玉明，至今仍对
10年前那场沙尘暴印象深刻：沙子呼呼地刮
过来，打在人脸上，眼睛都睁不开，地里的
地膜被吹到树上，种子也被吹跑了。

“那时风沙过后，院子里常常能扫出一架
子车的沙子。现在沙子少多了，一场大风过
后，扫不出一簸箕沙尘。”杨玉明说。中国北
方地区的沙尘天气，近年来显著减少减弱。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监测数据显示，
2004 年以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
连续三个监测期均保持缩减态势：荒漠化土
地面积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 1.04 万平方公
里，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2424平方公里；沙
化土地面积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

里，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980平方公里。沙
区植被状况和固碳能力提高了，区域风蚀状
况和风沙天气也下降了。

中国初步遏制了荒漠化扩展！

重大生态工程带动，
治沙与治穷相互促进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这一历
史性转变的背后，是中国人遏制“沙魔”的
不懈努力。

数十年来，中国相继实施了退耕还林还
草、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京津风沙源治
理、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开展
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和国家沙漠公园建设
等项目。签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颁
布实施《防沙治沙法》，构筑起法制层面的绿
色屏障。与此同时，一大批龙头企业、治沙
模范积极参与，广大公众踊跃行动，使得绿
色延展、沙丘止步。

——重大工程，为防沙治沙筑牢根基。
在三北工程区，沙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

1183平方公里。在京津风沙源工程区，内蒙
古、陕西、河北、北京已建成 6 条生态防护
林带和成片森林带……

“1978 年以来，我国相继实施的一系列
重大生态工程，累计投资超过 1 万亿元，极
大地改善了全国生态状况。”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些工程规划期限之
长、覆盖范围之广、投资力度之大，在世界
各国是非常罕见的。

——接续奋斗，创造一个又一个绿色
奇迹。

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们在“黄沙遮
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
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
迹。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原局长王有德，带领职工营造防风固沙林
60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陕西靖边，“全国
劳动模范”牛玉琴靠自己和家人的双手种草种
树，让当地11万亩荒沙披上了绿装……

“在我国长期防沙治沙实践中，涌现出了
石光银、王有德、‘八步沙六老汉’等一大批
治沙英雄楷模，以及河北塞罕坝、山西右
玉、内蒙古库布其、新疆柯柯牙等一批治沙
样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
孙国吉说，“坚韧不拔、锲而不舍，沙害不
除、治沙不止”的治沙精神，激励广大干部
群众敢于担当、攻坚克难，与沙害顽强抗争。

——企业参与，探寻先进技术和模式抑
制沙患。

库布其沙漠，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眼
望不到边的沙海，如今沙丘披绿衣、沙土变
良田。“党委政府政策性主导、企业产业化投
资、农牧民市场化参与、科技持续化创新”
四轮驱动，80多家企业投身于库布其治沙和
沙产业开发中，追求“绿富同兴”。

沙退绿进、生态改善，“金山银山”随之
而来。“退耕还林让荒山披上绿装，漫山遍野
的山桃成了宝贝蛋蛋。山桃核做成工艺品，
游客很欢迎。”宁夏固原市原州区黄铎堡镇南
城村退耕户高建忠说。

治沙与治穷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
环。“各地科学开发利用沙区光、热、风等资
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与加工、沙
漠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增加了农牧民就业
机会，拓展了增收渠道，加快了脱贫步伐。”
孙国吉表示。

据统计，北方沙区进入盛果期的经济林
每年产出干鲜果品4800万吨，约占全国总产
量的 1/3，年产值达 1200 亿元，重点地区林
果收入已占农民纯收入一半以上。近 3 年
来，北方 12 个沙区省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
1000多万。

治沙不是要“消灭沙
漠”，重在科学治理

一人将细长水管插入沙地，水压顿时冲
出一个孔洞，另一人将沙柳插入，填上沙
土。种下一株沙柳，只需10秒钟左右。

“这种方法叫‘微创气流植树法’，减少
了土壤扰动，成活率提升到80%以上。”亿利
集团治沙专家介绍。

中国人在实践中认识到，沙漠是地球生
态系统的一部分，治沙并不是要“消灭沙
漠”，而是在尊重科学、遵守自然规律的基础
上，治理人为造成的沙化土地。

依托科技创新，尊重自然规律，中国防
沙治沙从粗放式走向精细化，治沙“药方”
越来越多样，效果越来越明显。

——一手抓人工治理。开展精准治沙试
点，量水而行、以水定绿、林水平衡。

2018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三北工程
林 区 ， 选 取 30 个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县 （旗 、
区），开展精准治沙试点。

精准治沙，核心是量水而行、以水定
绿、林水平衡。

近两年来，精准治沙试点开展了近 200
万亩，区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和提升。

“在三北六期工程建设中，将进一步扩大精准
治沙的范围，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
灌’转变。”孙国吉表示。

——一手抓自然修复。全面落实荒漠生
态保护红线，把荒漠天然植被保护起来。

2013年，中国启动了沙化土地封禁保护
补助试点项目。截至目前，沙化土地封禁保

护区达 104 个，封禁保护面积达 174 万公顷。
封禁保护，消除了放牧、开垦等人类活动的
影响，让沙区植被逐渐自然恢复。

记者在沙区多地采访时看到，封禁保护区
“人退、沙退、绿进”，自然恢复效果显著。

为国际社会提供防治
荒漠化“中国经验”

荒漠化防治的“中国答卷”，举世瞩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说：中国率

先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
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为全球
实现联合国2030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作出
了巨大贡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
称赞：“中国对沙漠的治理，成为全球楷模”。

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相结合，自然修复
与人工治理相结合，法律约束与政策激励相
结合，重点突破与面上推进相结合，讲求科
学与艰苦奋斗相结合，治理生态与改善民生
相结合——中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荒漠化防
治道路，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
治沙模式，为世界医治“地球癌症”，开出了

“中国药方”。
“国家实施的一系列重大工程发挥了主导

作用，同时支持带动了一大批企业、公众参
与进来，形成强大合力，推动防沙治沙。”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防沙治沙首席专家杨文斌
表示，中国防沙治沙经验对世界具有广泛的
借鉴意义。

目前，全球 16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 多亿
人口受到荒漠化威胁。近年来，“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荒漠化防治交流与合作不
断加强，中国荒漠化防治先进技术、治理模
式得到推广。中国经验正走出国门，与世界
共享！

中国人治沙的努力，不会停。
全国总体仍然缺林少绿、生态脆弱，荒

漠化土地达 261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1/4；沙化土地达17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
积近1/5。

“立地条件较好的地方已经基本完成治
理，剩下的大多数地方建设条件较差，环境
相对恶劣，气候干旱少雨，治理难度和成本
越来越高，防沙治沙进入了‘啃硬骨头’阶
段。”孙国吉说。

孙国吉表示，“十四五”期间，防沙治沙
将按照预防为主、科学治理、合理利用的方
针，遵循自然和经济规律。重点在生态区位
重要的边疆地区、主要沙尘源区以及江河流

域等开展，在全面保护荒漠植被的基础上，
采取工程固沙、人工造林种草、封沙育林育
草等措施，计划完成治理任务850万公顷。

“生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遵
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略，朝着建设美丽
中国的目标，中国将持续推进防沙治沙，还
自然以和谐美丽，为人民谋幸福安康！

被 誉 为 “ 中 国 魔
方”的草方格治沙，比
传统人工效率高几十倍
的治沙车，种一株树只
需 10 秒的微创气流植树
法……在沙区采访，见
到不少新奇的创新发明。
这些一代代治沙人摸索
出来的治沙高招，在实践
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尊重自然，科学治
沙，沙区的这些探索和
进展令人欣喜。以前，
由于认识的局限性，有
的地区治沙走了一些弯
路 ， 付 出 了 不 小 的 代
价。治沙，要有决心、
有信心、下力气干，也
必 须 按 照 自 然 规 律 办
事，讲科学、不蛮干。

治沙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近些年来，中国在治沙中注重
自然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
主”，实践证明，大面积封育是治沙的有效
手段；与此同时，中国狠抓人工治理，立
足于沙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适地适树
适草，科学施治。两手一起抓，成效明显。

治沙的瓶颈在于水资源承载力。实际
上，很多治沙成果正是在水资源条件较好
的地方实现的。但一旦水资源被过度利
用，不仅人工种植的植物活不了，还可能
连累沙地原本存在的野生植物。目前，治
沙已经进入“啃硬骨头”阶段，治理难度
越来越大，这更考验着治沙人的智慧。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
也是幸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科学防沙治沙，沙区的生态环境质量
定会日益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定
会持续增强！

防沙治沙数十春秋防沙治沙数十春秋 荒漠添绿黄沙生金荒漠添绿黄沙生金

生态治理，中国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本报记者 寇江泽 刘 毅

中国遏住了荒漠！
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分布在中

国西北、华北以及东北西部，形成一
条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
部的万里风沙带。上世纪，中国荒漠

化和沙化土地一度扩张，甚至出现
“风沙逼近北京城”的情形。

好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曾
放弃。他们多年坚守，依法治沙、科
技治沙、工程治沙，让奇迹发生——

中国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
“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荒漠化和
沙化面积“双缩减”；荒漠化和沙化程
度“双减轻”；沙区植被状况和固碳能
力“双提高”；区域风蚀状况和风沙天

气“双下降”。
在遥感影像地图上，人们欣喜地

看到，中国北方黄沙中动人的绿色，
正由过去的一个一个点，连成一片又
一片！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曾
经干涸的居延海如今成为美丽湿地。

本报记者 刘 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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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库布
其沙漠，小朋友们踊
跃参加植树活动，给
树苗浇水。
本报记者 刘 毅摄

▼甘肃防沙治沙中，工
程与生物治沙图像和数据采
集平台大展身手。

本报记者 刘 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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