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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沙地歼灭战：
一场从春天开始的“战役”

2024 年早春，在沙漠中的风还寒冷如冬时，身处
“三北”工程区的很多人已经开始运送稻草、柠条，为
接下来的压沙、植树做准备。

在“三北”工程东线的科尔沁沙地，一场轰轰烈烈
的沙地歼灭战正式打响了。这场从春天开始的“战
役”，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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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强调，“力争用 10年左右
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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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出全力打好黄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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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决策。

2023 年下半年，“三北”工程攻坚战正式启动。截
至目前，“三北”工程区已开工项目 40个，完成造林种
草2000多万亩，总体进展顺利。

初夏时节，当记者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采访科
尔沁沙地歼灭战的相关情况时，这场从春天开始的“战
役”，依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内蒙古横跨“三北”，是中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
最全的生态功能区，同时也是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最
为集中、危害最为严重的省区之一。其中科尔沁沙地在
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总面积8595.9万亩，涉及通辽市、赤
峰市等3个盟市16个旗县区。

通辽市和赤峰市，已经成为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
要战场。

“科尔沁沙地这个区域的水分条件相对较好，而
且前期有几十年的治理基础，我们有充足的基础条件
来打赢这场歼灭战。”中国林科院生态所研究室主任
党宏忠说，“如果能够如期有效地将科尔沁沙地歼
灭，对改善周边生态环境、重现绿水青山有非常积极
的作用。”

“歼灭战并不是要把每一粒沙都消灭干净。在一个
区域，有沙、有草、有乔木、有灌木……只要能让它们
达到稳定、平衡，就能将沙地固定起来。”中国林科院
荒漠化所战略室主任研究员王锋说，“等攻坚战全面完
成，科尔沁的疏林草原景观将更加亮眼。”

目前，通辽市 7个旗 （县、区） 的沙地歼灭战已全
面打响。

在科左后旗巴胡塔苏木布日敦嘎查，记者看到，大
规模固沙工程正在这里火热开展。压沙现场，工人们严
格按要求俯身铺设沙障。按计划，通辽市已在 4月上旬
掀起春季防沙治沙、造林绿化热潮，并将于 6月实施草
原修复项目，10月底全面完成400万亩年度建设任务。

与此同时，赤峰市新一轮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全面打
响。在连绵不断的沙丘上，红旗迎风飘扬，赤峰市上万
人一同战荒沙、植新绿。

在赤峰市受沙害最严重旗县之一的翁牛特旗，记者
在现场看到，茫茫沙海里铲车轰鸣，人们迎风上坡打着
沙障，在漫漫黄沙中接力铺设穿沙公路。

“现在防沙治沙的建设序幕已经拉开，2024 年翁牛
特旗预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35万亩。我们坚持同步
推进、逐个击破，誓将浓浓绿意撒向沙海。”翁牛特旗
林草局副局长乌华说。

“深栽浅埋”法：
让“一树独绿”变“万树成荫”

在通辽市科左后旗蒙辽边界努古斯台项目区的一处
小山坡上，静静地伫立着一棵五角枫。

这棵树，是这片曾经黄沙漫天的土地上，方圆百里
内仅存的一棵树。

朝克吐说，这里是当年的治沙百姓唯一可以纳凉休
憩的所在。

如今40年过去，这棵在大漠中独自屹立的树，终于
不再孤独。站在树下放眼远眺，绿草和灌木重新铺满大
地，开着黄色小花的柠条牢牢锁住流动的沙丘。在蓝天
白云下，四处可见的樟子松和元宝枫树枝随风摇曳，仿
佛在向这位孤军奋战多年的老前辈致敬。

40年来，这棵树见证了当地群众团结一心、艰苦治

沙的奋斗历程，也见证了科左后旗从“一树独绿”到
“万树成荫”的巨变。

在当地的沙地歼灭战中，“深栽浅埋”法在植树过
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科尔沁沙地里大风肆虐、干旱缺水、流沙漫天，是
许多栽种在沙地中的小树苗难以跨过的“坎”，这也是
在沙地中种树成活率以前不到50%的主要原因。

“‘深栽浅埋’造林技术就是专门针对这些环境特
点研发的。”朝克吐说，“种树容易种活难，我们不能只
看种了多少树，还要看种活了多少树。”

“深栽浅埋”法全称是“科左后旗科尔沁沙地‘深栽浅
埋’种植法”，是一种中、大乔木苗和部分灌木大苗的新型
栽植技术，是深坑投苗、浅层覆土的栽植技术。

“深栽浅埋”就是在沙地里挖一个 80 至 100 厘米深
的坑，将樟子松树苗栽种到坑内，分两次回填，共回填
40—50厘米深的土，让树苗在近半米深的坑中占据抗风
沙干旱的有利条件。

“这是我们科左后旗林业和草原局技术团队，经过
长年探索研究的科左后旗科尔沁沙地种植法。2013年以
来，‘三北’防护林的人工造林工程实施，采用这种技
术种植的苗木成活率由过去的 50%左右提高到 90%以
上。”朝克吐说，采用这种方法栽植樟子松，苗木长势
旺盛，亩均能节省成本千元左右，还可以减少50%的浇
水次数，节省55.8%的水资源。

“咱们先判断一下这个苗子的高度，然后确定需要
挖多深的坑……”在巴克窑项目区植树现场，朝克吐在
讲解植树要领的同时，手把手带着记者用“深栽浅埋”
法种树。

不得不说，用“深栽浅埋”法种树，真是一个技术活。
小心翼翼地把树苗放入挖好的土坑后，记者沿着坑

边切下一圈土。将浮土往坑里填埋约20厘米深，第一次
填土的工作就完成了。“第一次填土必须是浮土，不能
用脚踩实。”朝克吐说。

同行的记者打了两桶水，我们分工合作，一人用手
扶住树苗，另一人提桶浇水。等到第一层浮土充分吸收
了满满两大桶水之后，我们才用从坑中挖出的新土继续
回填，填满约40厘米后用脚踩踩实。

检验了我们的植树成果，朝克吐满意地说：“对
咯，只要严格按照技术标准种树，保活！”他指着在风
中轻轻舞动的树顶小苗感慨道：“别看它现在耷拉脑
袋，明年这时候，它就能长成粗壮的枝干。小伙子，从
此以后，科尔沁沙地上就有属于你的一抹绿意了！”

记者对他说：“这株小树将承载我们的希望，从此
扎根在科尔沁沙地的蓝天白云下，成为三北防护林中防
风固沙的一员。”

草方格沙障：
“中国魔方”就是“绿色屏障”

5月16日下午，记者来到赤峰市翁牛特旗境内其白
线科尔沁沙地项目重点治理区。站在平台上极目远眺，
一条公路将连绵起伏的沙山一分为二，公路两侧的草方
格内，苗木比肩而立。

仔细望去，可以看到远处几位治沙工人在俯身忙
碌，他们脚下是星罗棋布的草方格沙障。用无人机从空
中俯瞰，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草方格铺满了浩瀚的沙海
和起伏的沙丘，场景震撼而壮观。

这些草方格被国际上誉为“中国魔方”，而草方格
治沙法，便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沙障治沙法。

走进一片草方格沙障工作区，看到一些治沙工人正
专注地将黑色的滴灌带固定在木棍上，一条条黑色“生
命线”逐渐与草方格一起将整个沙丘覆盖。

“这些滴灌带是给草方格里的柠条浇水用的，这样
柠条更容易活。”家住翁牛特旗乌丹镇的白金莲是其白
线防沙治沙项目区的治沙工人。和其他工人一样，白金
莲在沙地里“全副武装”，戴着头巾、口罩和防晒袖，
但大风和强烈的日光依然将她的皮肤晒得黝黑。

多年来，中国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向荒漠化宣
战，创造了无数治沙的“妙招”，沙障治沙法就是其中
之一。沙障治沙法就是用柴草、秸秆、树枝、板条、
卵石等物料在沙面上做成障蔽物以消减风速、固定沙
表的方法，主要用于固定流动沙丘和半流动沙丘。沙
障治沙法是中国林业人在长期探索中总结出的有效治
沙方法，迄今已在中国各地乃至全世界防治荒漠化中
广泛应用。

长期以来，面对沙地最难治理的部分 （流动沙丘

和半流动沙丘），翁牛特旗亦采用沙障治沙法，并专门
为“中国魔方”的建设开辟了 13 条穿沙公路，总里程
达 398.5 公里。翁牛特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刘环宇说：

“我们总结出‘以路治沙’的模式，将沙地细化分割成
‘治理网格’，在解决治沙材料运输的同时，方便了牧
民出行。”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末，通过“以路治沙、工程固
沙、生物防沙、封育禁牧”相结合的治理模式，翁牛特旗累
计完成沙地综合治理509万亩，综合治理率达76.3%。

“一个个‘中国魔方’就是一道道绿色屏障。我们
还想把这些穿沙公路打造成集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生

态旅游致富为一体的最美农村路。”赤峰市林业和草原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婧华说。

与翁牛特旗一样，内蒙古自治区众多地区均采用沙
障治沙法来攻坚最严重的沙化地。敖润苏莫苏木位于赤
峰市敖汉旗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第四战区的攻坚区，在这
里，大规模成片的草方格也在宣告着当地治沙者的决心。

“这些草方格中间的树苗基本两年就可以扎根，固
化住流动的沙丘，然后再过个三五年树木周围就会逐渐
长出灌木和草皮。”敖汉旗林草局森林草原保护发展中
心主任霍明春表示，经过集中治理和休养生息，沙化地
基本七八年就会变成疏林草原景观。

“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初夏时节，
在北京市朝阳区，清晨的红领巾公园一片生机盎然。

进入南门，没走几步路，便听到悠扬的歌声传来，
循着歌声找去，便来到了海之梦广场，映入眼帘的是数
十人围成里外三圈，每人手拿着一本已经泛黄的歌曲
本，封面写着“艺辉”两个大字。

领衔这支合唱团的，是团长曲月华。“合唱团里大部
分都是退休的老人，有 60 多岁的，也有快 100 岁坐着轮
椅也要来的。”曲月华说。

2010 年前后，吕剧演员出身的曲月华便开始组织起
了老年合唱团，从购买乐器、请人伴奏到乐器教学，大
多是她一个人出钱出力。十数年的坚持下，合唱团的规
模越来越大，很多退休老人也从“音乐小白”成为合唱
团的“首席演奏”。

“翻开歌曲本第 95页，准备开始！”多年的练习，曲
月华不需要看歌曲本就能知道哪一页是哪首歌。只见坐

在架子鼓前的曲月华鼓槌一落，小号、萨克斯等乐器加
入演奏，一首婉转优美的 《十送红军》 奏响。站着的合
唱队员们精神饱满，放声歌唱。唱到高潮处，便有队员
开始随音乐舞动。

合唱团唱得认真，周围的人也听得入神。有的不自
觉用手打起了节拍，有的已经开始跟着轻和，就连旁边
跑步的年轻人也好奇地摘下耳机聆听。“只要有空我就会
来，听他们唱歌心情好。”一旁的王奶奶这样说，手上还
不忘鼓掌。

一曲作罢，掌声、笑声、欢呼声四起，不仅是观众
在喝彩，合唱团也会给自己喝彩。“这是我们的传统，唱

得好不好是其次，重要的是唱得舒心、唱得快乐！”曲月
华说。

到公园练习合唱，已经成为这些队员生活的一部
分。有的队员旁边放着自己早上买的新鲜蔬菜，也有的
送完孙子上学才匆忙赶来。

“每周一、周二、周四和周五早上是我们的排练时
间。春去秋来、酷暑严寒，即使是大年三十我也会过
来。”曲月华告诉笔者，没有签到考勤，每天的排练就
是依靠大家发自内心的喜欢。“有时候就算天气不好，
只要你一来，她准在这里，看到她就安心。”合唱队员
赵爷爷说。

在合唱队伍的一角，笔者见到合唱团的萨克斯演奏
者张桂才，他的演奏流利顺畅、充满感情，但与旁人不
同的是，他坐在轮椅上。

曲月华介绍，这位成员患有小儿麻痹症：“他60多岁
来到合唱团，跟我学吹萨克斯，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但他很努力。现在合唱团里也有重症患者、孤寡老
人，但每天在这里唱唱歌，身体和心情都好了不少。”

谈起组织合唱团的初衷，曲月华这样说：“人退休
了，想着能给周边的邻居做些什么，正好我自己是干这
行的。一方面能给大家找点事儿干，另一方面也是给大
家送来‘精神食粮’。”

“曲团长，明天见！”一个半小时的排练结束后，大
家三五结伴，说说笑笑，有的唠着家常，有的还在讨论
刚刚某首歌的细节，期待着第二天的排练。

年年复年年，歌声依旧，笑声常在。绿荫下、湖水
边，曲月华和她的队员们一起唱响美好生活和幸福晚年。

老年合唱团里欢乐多
杨林娜 方梓妍

我为三北种棵树
本报记者 杨俊峰

“这株树，只要按正确的方法栽，就能在沙地
里活！”

5月15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
后旗 （简称科左后旗） 蒙辽边界巴克窑项目区，本
报记者在科左后旗林业工作站站长朝克吐的指导
下，严格按照科学种植步骤种下一株樟子松。

当天，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三北”工程攻坚战
在行动·媒体行活动之“我为三北种棵树”活动，在
甘肃省民勤县和内蒙古自治区科左后旗同步举行。
在巴克窑项目区，本报记者和来自15家媒体的20余

名记者一起种植元宝枫、樟子松，为“三北”工程
攻坚战贡献了一份力量。

2024年是“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展开的关键
之年，是三大标志性战役重点项目全面启动之年。5
月15日—17日，本报记者跟随“三北”工程攻坚战
在行动·媒体行活动，走访了“三北”工程攻坚战东
线的科尔沁沙地，采访记录了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和赤峰市人民创造性运用“深栽浅埋”技术、草方
格固沙、以路治沙等多种手段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
战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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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伫立在内蒙古自治区伫立在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科左后旗蒙辽边界努古斯通辽市科左后旗蒙辽边界努古斯
台项目区的五角枫台项目区的五角枫。。

图②图②：：从空中俯瞰内蒙古自从空中俯瞰内蒙古自
治区敖汉旗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义治区敖汉旗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义
务植树基地的草方格沙障群务植树基地的草方格沙障群。。

图③图③：：本报记者正在种植樟本报记者正在种植樟
子松子松。。 吴兆喆吴兆喆摄摄

图④图④：：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
市科尔沁左翼后旗蒙辽边界巴克市科尔沁左翼后旗蒙辽边界巴克
窑项目区窑项目区，，科左后旗林业工作站科左后旗林业工作站
站长朝克吐在讲解植树要领站长朝克吐在讲解植树要领。。

（（照片除署名外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均为本报
记者杨俊峰摄记者杨俊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