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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防沙治沙作战图上，内蒙
古自治区磴口县的位置十分醒目：位
于我国干旱、半干旱区分界线上，居
三北地区八大沙漠和四大沙地中部核
心地带、黄河“几字弯”的“弯头”，
是中国荒漠化防治的最前沿。

被誉为“守沙要塞”的磴口，西面是“虎视眈
眈”的乌兰布和沙漠，东面为“天下黄河，唯富一
套” 的河套平原，“要塞”失守则“粮仓”不保。

75 年，这座县域小城从诞生之日就和荒漠化“硬
磕较量”，矢志不渝、滚石上山、久久为功，闯出了一
条行之有效的成功道路，为世界荒漠化防治贡献出

“系统防护，全域治理，科技赋能，产业支撑”的磴口
模式。

孩提时代，巴彦高勒镇旧地村党支部书记田金元
就在家门前的林子里玩耍，这里是他和伙伴们的乐
园。父辈告诉他，林子其实是一条长 308华里、宽 100
米的林带，由第一任县委书记杨力生带领大伙儿营
造，目的是抵御不断东侵的乌兰布和沙漠。

乌兰布和，蒙古语意为“红色公牛”。近百年来，
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公牛”脱缰滚滚东侵，吞良
田、毁房屋、造风沙，每年还将 7000多万吨泥沙注入
黄河，威胁安澜。

新中国成立后，磴口人民苦战 10年，在大漠边缘
建起308防沙林带，犹如一道绿色屏障，挡沙东进、阻
沙入河，也由此诞生“不畏艰难、负重前行，团结拼
搏、敢于胜利，继往开来、永不止步”的308精神。

“这几棵大树就是那时候栽的，我1957年出生，它

们的年岁比我还要长。”田金元指着村头那几棵粗大的
旱柳动情地说。他身后不远处，20年前栽植的高大杨
树正值青春，他身旁，刚种下的小树苗生生不息。

308防沙林带，是磴口模式的起点。它像一枚绿色
火种，不断向大漠深处延伸，又像一面精神旗帜，在
一代代磴口人手中传递。

“沿着 308 防沙林带，铺设草方格、种下灌木丛，
坚韧的磴口人民不断把绿色向沙漠纵深推进。”磴口县
防沙林林业管护中心副主任何文强说。多年来，磴口
县以生态建设统揽全局，全面实施“生态立县”战
略，国家“三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重大
生态工程的实施，成为沙漠治理的“加速器”。

如今，沙漠面积高达 77%的磴口，“公牛”止步，
绿染大漠。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只有5万多株小老头树到
210万亩沙漠披上绿装，从亩产粮食不到百斤到良田万
顷、瓜果之乡，从“小风眼难睁、大风活埋人”到风
来不起沙，磴口迎来改天换地的奇迹，打开崭新的叙
事篇章。

磴口县副县长韩瑞介绍，75 年来，经过磴口人民
的不懈努力，乌兰布和沙漠东缘已向西撤退15至25公
里，真正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
史性转变。

绿，一进再进；沙，一退再退。人与沙的较量，
不仅是空间的交锋，更是精神的对垒。

“治沙愚公”谢恭德，带领乡亲在沙窝里造林开
荒，提高粮食产量，花甲之年又承包 5000多亩荒漠将
其变成绿洲；劳模王曰虎，带头治沙造林、25年如一
日护林，彻底改变了家乡十种九空、沙逼人退的旧
貌；林业标兵韩应联，每年有 2／3时间守在沙漠，做
项目调研、搞造林技术研究，为沙漠生态治理提供了
大量一手资料……

在磴口，每个人都是治沙人，防沙治沙早已深深
印刻在他们生命的基因里。

2024 年春，东风阵阵，红旗猎猎。在因“绿进沙
退”而形成的新的乌兰布和沙漠东缘，一条乔灌草结
合的“新308锁边林带”正在加紧建设，未来将成为屹
立于沙漠的又一道“绿色长城”。

仲春时节，磴口县的广场上、河湖畔、田野里，
桃花盛开粉白如霞，萌发的绿意即将喷薄而出。这是
70多年前不曾有的颜色。

在磴口县，有农田的地方，四周必有防护林，高
大乔木林围绕一片片方形农田四周而生，将165万亩耕
地紧紧护住。

“农田防护林网是磴口防沙治沙体系的核心，也是

保护农田、基础设施、城镇的最后一
道防线。”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
业实验中心副主任张景波介绍。“磴口
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科技支撑和地方
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相当于‘前店后
厂’，磴口是个巨大的试验场，实验成

果全国共享。”
75 年来，磴口县林草覆盖度从 0.04%提高到 37%

以上，重度沙化土地减少 78%，向黄河年输沙量降
低 94.7%。

“磴口模式实现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完美融合，成
为河套平原系统治理的典型案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首席科学家卢琦评价。

今天，磴口已在沙漠腹地种植了 9700 多万棵沙生
树木，将23万亩沙漠改造成优良草场，200多平方公里
的沙漠披上绿装，形成了种养加一体化循环产业链，

“乌兰布和沙漠限定”有机奶名扬四海，磴口县也成为
全国最大的有机奶生产加工基地。

“沙害”变“沙宝”，“沙窝”变“金窝”，拓展生
态价值空间。91 家企业“抢滩登陆”乌兰布和沙漠，
有机种养殖业、特色林果业、中草药材等产业蓬勃兴
起。截至目前，全县沙产业年产值突破 10亿元，累计
吸引社会资金 75.5 亿元，完成生态治理面积 80 多万
亩，打造出一个“防沙治沙+沙产业”的沙漠样本。

75 年，几代磴口人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将“守
沙要塞”变为“绿色屏障”，有力阻断乌兰布和沙漠向
黄河和河套“粮仓”，乃至华北地区侵袭的通道。

（王宇天 许晓岚 霍晓庆 薛 来）

全力推进攻坚战

国家林草局与协调机制各成员单
位协同配合，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起荒
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
态工程建设的政治责任，推动各地
抓住有利时机，全力推进攻坚战，
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
变成美好现实。

2023 年 6 月以来，围绕“三北”
工程攻坚战“打什么”“在哪打”“怎
么打”等关键问题，各成员单位统筹
谋划、合力攻坚。中办、国办印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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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务院建立“三北”工程协调机制并制
定印发“1+N+X”工作方案，明确
相关部门重点任务和责任分工。国家
林草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修
编 “ 三 北 ” 工 程 总 体 规 划 和 印 发
《“三北”工程六期规划》，谋划布
局 68 个重点项目，其中三大标志性
战役区域涉及328个县、布局35个重
点项目。

国家林草局分别在三大攻坚战片
区召开现场推进会，在治沙第一线会
商解决实际问题，谋划系统治理、光
伏治沙等重点项目，组织相关省区推
进沙化土地跨区域联防联治，全面启
动三大标志性战役。会同国家能源局
等有关部门研究编制光伏治沙规划和
相关技术标准，科学布局光伏治沙项
目。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
资委，支持引导三峡集团、中林集团
等央企通过多种方式参与“三北”工
程建设。专门成立“三北”工程研究
院，实施七大科技行动计划，发布
“‘三北’工程攻坚战关键技术研
发”揭榜挂帅项目榜单公告，建立
15 个先行先试科技高地，全力支撑
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国家林草局先后3次组织39个调
研组赴核心攻坚区300多个县调研宣
讲政策，两次专题培训项目编报，为
线上线下 2000 多人答疑释惑，切实
打 通 落 实 攻 坚 战 任 务 “ 最 后 一 公
里”。今春以来，还组织15个工作组
分赴三北各省区开展包片蹲点，推进
项目开工建设。

建设现场亮点纷呈

国家林草局生态司司长张炜介
绍，在去年高位推动攻坚战的基础
上 ， 今 年 春 季 “ 三 北 ” 工 程 区 省

（区） 委、政府陆续召开动员会，发
起春季攻坚战总动员令，攻坚热度持
续升温。河北、内蒙古、山西、甘
肃、宁夏、新疆等省区均发布了关于

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林长
令，对攻坚工作再部署、再加力。内
蒙古提出全年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1500 万亩的目标，建立包联片区工
作机制，明确 10 位自治区领导，每
人联系1-2个盟市，现场督导、持续
跟进、包干到底。河北要求全年确保
高质量完成600万亩营造林、50万亩
退化草原修复任务。甘肃要求全年完
成造林种草治沙945万亩。宁夏明确
全年完成造林种草150万亩，荒漠化
治理90万亩。

攻坚战场亮点纷呈。各地抢抓今
春多场雨雪天气带来的土壤好墒情，
不负天时，不误林时，植绿兴绿。内
蒙古黄河“几字弯”沿岸各地迅速组
织扎设草方格，县县都有开工点。鄂
尔多斯市库布其沙漠北缘与南缘两条
锁边林草带同时开工建设。甘肃省从
千里河西走廊到莽莽黄土高原，一场
固沙源、锁沙边、保水土的攻坚战陆
续展开。陇中、陇东黄土高原全民义
务植树活动此起彼伏。新疆有序推动
重 点 项 目 开 工 实 施 ， 已 完 成 造 林
28.72万亩，较去年同期增长86%。

光伏治沙开辟新路。内蒙古印发
《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推
进方案》，今年计划通过新能源建设
配套治理沙化土地230万亩。鄂尔多
斯全面启动库布其沙漠400公里“光
伏长城”项目，在沙漠东西两段同时
开工，相向而行。新疆引进央企拉开
了和田 20 万亩光伏治沙、且末县 20
万千瓦、洛浦县 50 万千瓦光伏治沙
项目的建设大幕，开启“黄色+蓝色
=绿色”的神奇转换。

联防联治稳步推进。各地联防联
治意识进一步强化，携手治理由理念
转向落地。辽宁、内蒙古两省份达成共
识，协同打造科尔沁沙地南缘跨省区
锁边林草带。涉及毛乌素沙地的四省
份五市共同编制完成联防联治重点项
目布局方案，今年新开工的重点项目
全部向边界和上下风口靠拢。内蒙古
阿拉善盟、宁夏中卫、甘肃民勤在腾格
里沙漠省界处开工建设 10.2 万亩“工
程固沙+人工种草”阻沙生态防线。

生态产业深度融合。各地将攻坚
战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激发攻
坚新动能。河北平山等县区推广栽植
酸枣等生态经济林约 1.3万亩，为当
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约 2400 个。陕
西渭南重点发展沙漠旅游产业，带动
周边群众增收，沙苑景区 2024 年春
节假期期间接待游客11.5万人次。甘
肃白银市引入社会资本以联合体方
式，在沙化土地建设 20 万亩文冠果
种植基地，打造文冠果全产业链示范
园区。新疆沙雅县引进治沙企业，利
用地下浅层苦咸水种植梭梭 2 万余
亩，接种肉苁蓉1.7万亩。

改革创新破解难题。各地针对工
程建设中的堵点、卡点问题，大胆探
索，改革开路。内蒙古阿拉善盟采取

“国字头设计公司+央企+地方企业”
方式组建 EPC 联合体，锡林郭勒盟
采用“以工代赈”方式开展浑善达克
沙地歼灭战，让农牧民在治理过程中
直接受益。甘肃白银市积极探索“林
草项目+政策性贷款+社会资本”融
资模式，实行“三年造、五年管”造
林模式，8年后验收合格交政府统一
管护。新疆组建水资源管理委员会，
提级调配生态用水，千方百计破解林
草生态用水难题。

行业工程转变为
“一把手”工程

“三北”工程已由过去林草部门主
导实施的行业工程转变为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高位推动的“一把手”工程。

张炜介绍，总的来看，新时代的
“三北”工程建设，呈现出五个趋势
性转变。

在组织领导上，呈现出由行业部
门向党委政府推动转变。三北地区各
级党委、政府普遍成立了由党政主要
负责同志任组长的攻坚战领导小组或
协调机制，印发了实施方案和相关文
件。召开“三北”工程攻坚战专题会
议，省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并讲

话，举行开工仪式，部署攻坚战任
务。今年以来，河北、山西、内蒙古
8省份纷纷发布总林长令，提出任务
要求，督促重点项目开工建设。

在发展理念上，呈现由单一治理
向系统治理转变。“三北”工程六期
规划，坚持系统治理理念，谋划布局
68 个重点项目。各地在编制重点项
目实施方案时，紧密结合本地实际，
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保
护修复，统一制定项目文本，合理确
定目标和任务，分区分类施策。内蒙
古、辽宁、新疆等打破项目边界，统
筹实施护山改田、节水保湖、造林增
草、治沙用沙等一批标志性综合工
程，推动防沙治沙从“单要素”向

“全要素”治理转变。
在治理方式上，呈现由分散治理

向联防联治转变。改变过去单打独斗
的方式，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
实行沙漠边缘和腹地、上风口与下风
口、沙源区与路径区统筹谋划。黄河

“几字弯”攻坚战区内蒙古、陕西、甘

肃、宁夏四省 （区） 五地 （市） 围绕
毛乌素沙地开展联防联治。甘肃和内
蒙古共同构筑四大阻击防线，阻止巴
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握手”。
青海、甘肃、新疆各州市围绕各自主
要风沙口部署了阻击点，构建锁边、
固源、巩固同向发力的新格局。

在增长方式上，呈现由扩绿增量
向增绿提质并重转变。在突出抓好沙
化土地综合治理的同时，聚焦生态建
设问题，高度重视成果巩固，科学开
展退化林草修复，实施中幼林抚育和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加强新造林管
护，既注重扩绿增量，又提升综合效
益，蹚出了速效并重、量质并举的新
路子。

在发展动力上，呈现由要素驱动
向创新驱动转变。积极探索光伏治
沙、以工代赈、揭榜挂帅、央企合作
等新机制、新模式，不断释放内生动
力。内蒙古印发《防沙治沙和风电光
伏一体化工程推进方案》，明确参与
光伏发电的企业须按照 1∶3 比例承

担生态治理责任；鄂尔多斯市启动库
布其沙漠“光伏长城”项目，其中蒙
西基地200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经
过一年多的治理，治沙工程已完成绿
化种植 3000 多亩、草方格铺设 1 万
亩、芦苇沙障铺设1万多亩。

相关链接：
“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

战役：黄河“几字弯”攻坚战，以毛
乌素沙地、库布其沙漠、贺兰山等为
重点，全面实施区域性系统治理项
目，加快沙化土地治理，保护修复河
套平原河湖湿地和天然草原，增强防
沙治沙和水源涵养能力；科尔沁、浑
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科学部署重
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集中力量
打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
漠边缘阻击战，全面抓好祁连山、天
山、阿尔泰山、贺兰山、六盘山等区
域天然林草植被的封育封禁保护，加
强退化林和退化草原修复，确保沙源
不扩散。

﹃
三
北
﹄
工
程
攻
坚
战
：

筑
牢
北
疆
绿
色
长
城

本
报
记
者

严

冰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
区巴彦淖尔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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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实施“三北”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发出
了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努力创造新时代
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伟大号召。今年4月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三
北地区是国土绿化的主战场，要把更多力量集中到

“三北”工程建设上来，筑牢北疆绿色长城。
国家林草局近日在第二季度例行发布会上表

示，三北各地接续去年攻坚战形成的“加速度”，
开春即开干，攻坚战场由华北向西北和东北渐次拉
开，呈现出“人努力、天帮忙、进展快、亮点多”
的良好态势。目前，“三北”工程区已开工项目40
个，完成造林种草2000多万亩。

在磴口，每个人都是治沙人

图①：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宁夏回
族自治区灵武市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图②：4 月 10 日，在甘肃省武威市古

浪县八步沙林场眼窝子沙治沙点，治沙人
浇灌植被。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摄

图③：3 月 27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通
辽市科尔沁区大林镇，治沙工人在栽植樟
子松。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图④：4 月 11 日，植树工人在内蒙古
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境内的库布其
沙漠里钻孔，以种植沙柳苗。

新华社记者 梁婉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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