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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中国企业帮助孩子们实现了多年
来的心愿。”当地时间4月7日，秘鲁卡斯蒂
亚省省长埃克托·劳尔·卡塞雷斯·穆尼奥斯在
帕罗基阿尔·德尔·卡门学校操场修缮开工典
礼上激动地说。

帕罗基阿尔·德尔·卡门学校位于秘鲁卡
斯蒂亚省阿雷基帕大区克里雷市，集幼儿
园、小学、中学为一体，是当地最大的一所
综合学校，为当地500余名学生提供教学服
务。但是受种种条件限制，学校的操场一直
是泥巴土地，坑坑洼洼，孩子们难以在操场
上活动和游戏，活动场地仅限于教室门前的

一小块地方。
该学校4 年前向市政府申请修缮学校操

场，给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活动场所，但由于
种种因素一直未能实现。中铁四局秘鲁阿雷
基帕新建公路项目部得知此事后，响应当地
政府号召，向该学校捐赠了600包水泥，进
行500平方米的操场硬化。

“秘鲁在 2019 年加入到‘一带一路’倡

议，中秘两国的合作关系已发展成为拉美地
区战略联盟的典范。我们身在海外，代表的
是中国的形象，在当地开展助学活动是央企
的责任担当，更是传承中秘深厚友谊应尽的
义务。”中铁四局秘鲁阿雷基帕新建公路项目
负责人熊红青说。项目部经集体讨论后，决
定捐献部分施工水泥用于操场硬化修缮，在
改善当地基础设施的同时，积极参与公益活

动，助力当地教育事业发展。
在学校操场修缮开工典礼上，得知泥巴

操场即将变成平整光洁的水泥地面，孩子们
和家长们的脸上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克里
雷市负责人胡里奥·托雷斯介绍：“近年来，
中铁四局积极参与秘鲁的基础设施建设，在
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增加互联互通、提高居
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他表

示，阿雷基帕新建公路项目建成后，将改善
当地的交通状况，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希望
地方政府机构和民众给予广泛支持。

据悉，中铁四局秘鲁阿雷基帕新建公路
项目位于秘鲁的阿雷基帕大区，于2022年2
月开工建设，工期2年。项目施工内容主要
包括新建公路47公里、6座公路桥、道路附
属结构挡土墙、排水沟、过路排水管等。项
目建成后将使阿德玛约镇至阿约镇的行程时
间由原来的6小时缩短至40分钟左右，对改
善当地民生、交通状况，拉动当地经济具有
重大意义。

从塞罕坝向西 1700 多公里之外，
祁连山脚下，以“六老汉”为代表的
八步沙林场三代人接续治沙的故事，
至今仍在延续。

2019 年 8 月，沿着砂石路一路颠
簸，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八步沙林场考
察调研。

几名林场职工正在进行“草方格
压沙”作业，习近平总书记走过去，
向他们询问作业方法，并拿起一把开
沟犁，同他们一起干起来，一会儿就
在沙地上开出一道两米多长的直沟。

“要继续发扬‘六老汉’的当代愚
公精神，弘扬他们困难面前不低头、
敢把沙漠变绿洲的进取精神，再接再
厉，再立新功，久久为功，让绿色的

长城坚不可摧。”习近平总书记说。
深刻把握自然规律，是绿化的必

然要求。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生态是统

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
系的有机链条。2013年11月，他首次
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理念，此后又把“草”纳入其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途管制和生

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
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
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
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

草原是我国重要的陆地生态系
统。黄河水量的80%、长江水量的30%
来源于草原地区。长期以来对草原索
取多、投入少，超载过牧现象突出，
加上气候变化等因素，我国大多数草

原出现不同程度退化。
2018 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组建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1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
见》，推进草原生态修复。

经过不懈努力，我国草原生态
持续恶化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

“十三五”末，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

到了 56.1%。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这里要加一个‘沙’字。”2021年全国
两会期间，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
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不断深化拓展的科学理念，成为
新时代国土绿化
和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指引。

——摘自《为
子孙后代留下美丽
家园——习近平
总书记关心推动国
土绿化纪实》

（2022 年 3 月
30 日 《 人 民 日
报 》刊发）

科学治理
——实现生态巨变

在中国古代，荒漠见证着“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
楼兰终不还”的豪情，承载了“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
关山泪满巾”的离愁。

“荒漠不是病，荒漠化才是病，荒漠化被称为地球
癌症，得治！”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主任、荒漠化研究
所所长卢琦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道，荒漠化在我国最
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土地沙化，防沙治沙、国土绿化
是遏制我国北方土地退化的重大举措，是我国应对荒漠
化的国家行动。

卢琦自称“职业沙手”，他形象地将治沙比喻成医
生看病：“要形成一套系统性的治疗方案，治愈出院后
还要有后续的康复方案。”

我国代代“治沙人”薪火相传，推陈出新，以科学
治理铸就绿色屏障，实现生态巨变。

回顾新中国的科学治沙史，与共和国建设基本同
步。卢琦说，70 余年的探索与实践大致可分为 3 个阶
段：全民动员、进军沙漠的起步阶段；国家意志、工程
带动的发展阶段；科学治理、提速增效的推进阶段。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就曾开启了全国治沙的擘画
与探索，防沙治沙工作稳步开展。国务院成立了治沙领
导小组，在辽宁彰武县、甘肃民勤县等沙区成立固沙
造林试验站，在陕西榆林成立了陕北防护林场、实现
了首次飞播造林种草试验，不断累积治沙经验，提升
治沙技术。

1958年，世界上首条通过高大流动沙丘的“沙漠铁
路”包兰铁路竣工，在宁夏中卫境内6次穿越腾格里沙
漠。其中，沙坡头段穿越沙漠最长，沿途沙丘裸露，植
被覆盖率极低，路轨常常受到流沙侵袭。

在固沙治沙初期，尝试过卵石铺面、沥青拌沙、草
席铺盖等众多固沙方式，但都被风沙掩埋殆尽。一次工
作闲暇时，林场职工在沙漠中扎了“人定胜天”“中卫
固沙林场”几个字，喜出望外地发现其中方块形的字没
有被沙子埋没。

科研人员经过反复试验，将麦草或稻草在流动沙丘
表面扎设成1米×1米方格形状，形成网状结构。它们就
像沙海中的卫兵，筑起一道禁锢流沙的草墙。“麦草方
格”固沙法渐渐蜚声世界，被誉为“中国魔方”。在

“麦草方格”技术的基础上，由固沙防火带、灌溉造林
带、草障植物带、前沿阻沙带和封沙育草带共同组成的

“五带一体”铁路防风固沙体系正式形成。“寸草遮丈
风”，自此，包兰铁路开通 60 余年来从未被流沙阻断，
如一条蜿蜒的河，为沙漠串起生命的绿色。

1978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三北”防护林体系建
设工程，这是我国生态建设史上的里程碑；2000 年以
来，先后又启动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
工程等多项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开启了由国家重大生态
工程带动荒漠化治理的新阶段。

卢琦表示，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将防沙治沙专门
立法的国家，这在世界防沙治沙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
实践。2002年1月1日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
治沙法》，防沙治沙工作步入了法制化轨道。20 多年
来，《全国防沙治沙规划 （2011-2020年）》《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沙化土地封禁保护修
复制度方案》 等政策文件，科学有效指导防沙治沙以
及沙化地区的植被保护与修复工作。

“十三五”期间，我国荒漠生态系统保护和荒漠化
治理成效显著，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务1097.8万公顷。

近日发布的 《2021 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 显示，
2021年全国完成造林360万公顷，种草改良草原306.67
万公顷，治理沙化、石漠化土地144万公顷。中国气象
局发布《2021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植
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来最好，全国草原产草量达2000年
以来最高，北方荒漠化区大部地表生态持续向好。

防治荒漠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从1995年提交
第一个国家履约行动方案到2017年成功举办《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 （COP13），中国
荒漠化防治工作成功实现了“三级跳”，由最初的跟
跑、并跑到国际领先的新局面，为世界各地提供可借鉴
的治沙模式，将象征着生机的绿色不断延伸。

造林增绿
——传承奋斗精神

在漫漫黄沙中，谋求绿色生存空间，是物质的角

力，更是精神的对垒。
扶犁开沟、躬身铺草、挥锹填沙……进入3月，在

甘肃省河西走廊沿沙漠地区的武威、张掖等地，春季压
沙活动陆续启动。党员干部、志愿者、林场职工纷纷

参加，忙得热火朝天，大家抢着干、比着干，
劳动过后，一排排整齐的草方格延伸开来，

治风沙，护新绿。
2021年10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司发布 《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集》，向全球推介生态与发展共赢的“中
国方案”，“古浪八步沙林场荒漠化防治”
作为典型案例入选。

八步沙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曾是甘肃省
武威市古浪县最大的风沙口。狂沙席卷，吞噬
农田和村庄。

1981 年，作为“三北”防护林前沿阵地，
古浪县着手治理荒漠，对八步沙试行“政府补

贴、个人承包，谁治理、谁拥有”政策。
黄沙莽莽，寸草不生。治理沙漠，谈何容易！“治

沙，算我一个！”漪泉大队的老支书石满第一个站了出
来。紧接着，贺发林、张润元、郭朝明、罗元奎和程海
也加入。他们以联户承包的形式，组建八步沙集体林
场，守护家园，誓把沙漠变绿洲！

“一步一叩首，一苗一瓢水。”老汉们不辞劳苦，种
下棵棵树苗。累了，倒头便睡，任凭日晒蚊咬；饿了，
就用石头支起锅，开水泡馍当饭吃。没承想，大风过
后，活下来的树苗连半数都不到。六位老汉没有灰心。
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新开始……他们一
边求教一边摸索，终于发现在树窝周边埋上麦草，能
把沙子固定住，在刮风时就能保住树苗，于是转而采
用“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掏”的办法，再
战黄沙。

慢慢地，树苗成活率得以提高。绿点染开来，一如
天上的星。

四季往复，日月升替。六位老汉的头白了，他们用
汗水浇绿4.2万亩沙漠，周围土地和村镇得以保护。老
汉们曾约定：“不管多苦多累，每家必须出一个人，把
八步沙治下去。”

治沙步履不停。林场三代治沙人接续奋斗，一共完
成治沙造林20多万亩，封育管护面积达43万亩，八步
沙周边的沙漠已经基本治理完毕。

这里的绿意不断延展，八步沙也走向了提质增效的

新阶段。花儿迎着风摇曳，土鸡四处溜达搜寻美味。如
今的八步沙，嘉木苍郁，生命粲然。

在陕西省榆林市，石光银也写下了黄沙当中持之以
恒增绿造林的壮丽篇章。

“我这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治住沙子！”这是石光银
从小亲历风沙危害立下的志向，也是一位老党员毕生努
力向党兑现的承诺。

2021年6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已
有48年党龄的石光银缓步走上领奖台，戴上了代表党内
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

石光银出生在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的榆林市定边
县。数十年里，他带领群众在毛乌素沙漠南缘治沙造
林，为彻底改变“沙进人退”的恶劣环境作出了杰出
贡献。

陕西省内 99%的沙化土地集中在榆林市。在榆林，
曾经“黄沙滚滚流，十耕九不收”。1968年，当选定边
县海子梁公社圪塔套村小队长后，石光银带领群众三年
造林1.4万亩，使海子梁有了第一片绿洲。

1984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石光银成立了一家
治沙公司，承包治理3000多亩荒沙。

资金不足，怎么办？石光银卖掉家里养的84只羊和
1头骡子，同乡亲们东拼西凑攒够了树苗钱，一头扎进
茫茫沙海。从1986年开始，石光银带领乡亲们三战海子
梁荒沙面积最大的区域之一——“狼窝沙”。

治沙的困难超乎想象。大家喝的是沙坑里澄出来的
沙糊糊水，吃的是风干的玉米馍，甚至啃过杨树皮。出
师不利，再战铩羽……1988年春，石光银带领乡亲们第
三次奋战“狼窝沙”，采用新学来的“障蔽治沙法”，走
到哪就干到哪、睡在哪，终于取得胜利，九成树苗都活
了下来。

数十年间，石光银和乡亲们在 25 万亩荒沙、碱
滩上植树 5300 多万株 （丛），反复造林面积达 35 万
亩，筑起一道“绿色长城”。如今，陕西已成为我国
第一个完全“拴牢”流动沙地的省份，创造了世界
治沙奇迹。

中国治沙史上，每一抹绿色背后都有一个奋斗故
事。在宁夏灵武，王有德带领职工植树造林六十万亩，
有效阻止了毛乌素沙漠南移和西扩；在塞罕坝机械林
场，三代务林人浇灌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
黄沙中、苍穹下，绿意在蔓延，精神在延续。

点沙成金
——黄沙漫漫展新颜

长空之下，光伏板整齐铺开，汇成一片壮阔的海
洋。风起时，光伏板下绿意涌动，生气盎然。环顾四
周，却见黄沙漠漠。这里是内蒙古库布其光伏治沙示范
基地。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沙漠会变得这样美好！”2021
年 9 月，第八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开幕，参加论坛
的一位外宾来到基地参观后感慨，“满眼望过去都是
光伏板，下面还会种植土豆、蔬菜等作物，这一切太
不可思议了！”

利用丰富的光照资源，库布其开创光伏治沙新模
式，不但实现了沙漠土地治理，更输送着清洁能源，成
为京津冀的绿电基地、“菜篮子”。

库布其，蒙古语意为“弓上之弦”。库布其沙漠犹
如一根弓弦，横亘在黄河南岸的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
市西北部，这里曾经植被稀少、沙尘肆虐，被称为“死
亡之海”。

经过多年治理，库布其沙漠植被覆盖度达53%，降
水量明显增加，沙尘天气明显减少，总体趋势向好。

2014年，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区被联合国环境署确
定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库布其沙漠治理成
为中国的一张绿色名片。

生态环境日趋友好也推动了当地沙漠旅游业发展。
当地百姓搭建蒙古包、烧烤棚，经营着牧家乐，日子越
过越红火。库布其人从单纯的生态建设，向生态建设、
生态经济发展并举转型，书写着一个个“点沙成金”的
传奇。

中国大地上，绿色果实处处喜人，昔日黄沙换上新
颜。在甘肃张掖，以沙区生态建设为基础，以节水灌溉
为前提，发展沙区林果产业；在西藏山南，近年来引进
企业，采取“生态治沙+产业发展+带动增收”模式，在
雅鲁藏布江北岸实施现代农牧业示范基地等项目建设，
带动就业超过1000人……

防沙治沙，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卢琦表示，新时
代治沙方略，要面向2035年、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服务国家需求，总体可概括为“24字方针”：保护
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系统治理、整
体增强。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这里要加一个‘沙’字”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感谢中国企业帮助孩子们实现了多年来的心愿”
王 鹏 刘学敏 邓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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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敢把沙漠变绿洲
严 冰 张馨月 任彤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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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时节，东风过处，百草滋荣。
在内蒙古乌梁素海湖面上，水光潋滟，
鸟声盈耳。疣鼻天鹅也如约飞回，它们
结伴戏水，时而翩跹起舞，时而引吭高
歌。乌梁素海，是内蒙古自治区全面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生态环境持续向
好的一个缩影。上游治沙、湖区治水、

山区修复草原植被，这里成为260多种
鸟类的乐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
护取得显著成效，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
大步伐。一幅幅“青山不墨千秋画，绿
水无弦万古琴”的大美图景，徐徐铺
展。目前，中国已成功遏制荒漠化扩展

态势，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分别以年
均2424平方公里、1980平方公里的速
度持续缩减，沙区生态状况整体好转，
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的历史性转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底色，中国成
为全球荒漠生态治理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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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银州街道高西沟村满眼绿色。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内蒙古库布其七星湖景区。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故事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