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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路治沙”“以工代赈”，
不断创新完善治沙模式

驾车行驶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
的乌白线穿沙公路，只见道路两侧连绵
不绝的一个个草方格内，成片成簇的樟
子松、黄柳与柠条绿意盎然，迸发出勃
勃生机，让人很难相信，这里竟然是科
尔沁沙地。

地处科尔沁沙地西缘的翁牛特旗，
沙化土地面积达667万亩，占全旗总面积
的 37.4%，占科尔沁沙地总面积的 12.2%，
有8个苏木乡镇、92个嘎查村、14万人地
处沙区，是赤峰市境内沙地面积最大、
治理最难的地区。

“过去我们这里有句谚语叫‘人迷
眼、马失蹄、白天点灯不稀奇’，有时风
沙太大，遮天蔽日，让人眼睛都睁不
开。”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党委书记刘海
阳告诉记者。阿什罕苏木作为翁牛特旗
沙化最严重的地区，过去饱受风沙侵
害，耕地无法耕作，草场全是沙地，广
大农牧民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

“几十年前，风沙大的时候，常常一
晚过去，房门就被沙子堵住了，种不了
地，家里养的几头牛、十多只羊，也因
为吃不上草、长不了膘，卖不上价，日
子过得那叫一个苦啊。”阿什罕苏木乌兰
敖都嘎查党支部书记苏和巴特尔回忆道。

为了生存，苏和巴特尔跟着父辈们
自发治沙，将黄柳截成一段一段，插在
沙里。“那时候没经验，起初栽在沙包
上，结果一场大风全吹没了，后来就找
风小的避风沙坑种，来年要是雨水好才
能活，就这样一棵棵栽，几年才能活一
棵。”苏和巴特尔说，由于受当时交通与
技术限制，栽种面积并不大，治沙效果
也不明显。

经过不断探索，翁牛特旗总结出了
“以路治沙”模式。“我们将沙地细化分
隔成‘治理网格’，路修到哪里，草方格
就建到哪里，树就种到哪里，不仅方便
治沙物资、固沙机械等进入沙漠腹地，
也打通了沙区群众与外界的联系道路。”
翁牛特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乌华说，
自 2003 年实施“以路治沙”以来，翁牛特
旗已开通16条穿沙公路，总里程479.5公
里，完成公路两侧沙地治理351万亩。

在实施“以路治沙”的同时，翁牛
特旗还打破以往“企业干、农牧民看”

的现象，在内蒙古率先探索实施“以工
代赈”的治沙模式，通过“党支部+股份
经济合作社+农牧民”的形式，组织发动
农牧民群众积极投资投工投劳，构建起
全民参与防沙治沙新格局，实现治沙致
富双赢。

乌兰敖都嘎查牧民德勒黑就是受益
者之一，他今年参与了家门口乌日线穿
沙公路的草方格铺设，与同嘎查牧民红
梅两人一组，一人铺设稻草，一人拿铲
子往沙里压。“我每天从早上忙到下午，
一天一人能铺设3亩左右的草方格，家门
口就近务工，干活挣钱还不耽误照顾
家。”德勒黑告诉记者。

“如今的穿沙公路已成为农牧民的致
富路，‘以工代赈’让嘎查村集体和农牧
民成为治沙项目的直接受益者，真正实
现‘咱的项目咱干、咱的钱咱赚、咱的
利益咱维护、咱的成果咱享受’。”翁牛
特旗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九坡表示。
目前该旗实施“以工代赈”项目9个，累
计治沙6.2万亩，带动2600多名农牧民参
与治沙，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

在多年防沙治沙实践中，内蒙古各
地不断创新完善治沙模式，总结探索出

“库布其模式”“磴口模式”“光伏治沙”
“以路治沙”等行之有效的治沙模式。

围绕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项目，因地制宜，科学施策

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经棚镇白土井
子村，记者看到，不远处的浑善达克沙
地莝草山综合治理项目区，一大片由黄
柳、河柳枝条扦插形成的机械沙障内，
栽植着一棵棵矮小的沙地云杉和沙棘、
柠条等苗木，中间播种的大片冰草、羊
草、披碱草等破土而出。

克什克腾旗境内分布有 866.6 万亩浑
善达克沙地，占浑善达克沙地总面积的
16.8%，其中极重度连片沙化主要分布在
莝草山区域，覆盖经棚镇和达来诺日镇
的5个嘎查村。

“咱们这边主要是流动和半流动沙
丘，过去风一吹，沙包子就往前移，离
村子越来越近，站在山头往下一看，白
茫茫一片全是白沙。”56岁的经棚镇白土
井子村村民郝艳杰回忆道。

为此，克什克腾旗坚持宜林则林、
宜草则草的原则，按照沙化程度确定先
难后易的治理路径，将莝草山区域作为

闯路工程、攻坚工程。“我们围绕重大生
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因地制宜，科学
施策，采用‘工程固沙+人工造林种草+
围栏封育’的方式，乔木选择沙地云
杉，灌木选择沙棘，铺设机械沙障，飞
播种草选择适合本地区的乡土草种冰
草、羊草、披碱草、苜蓿等，形成‘乔
木防护林、沙障小方格、灌草覆盖’的
三重防沙网。”克什克腾旗森林草原技术
推广中心主任董学存说。

在项目区，白土井子村村民王凤山
正将一根根枝条竖着插入挖好的沟中。

“这种就叫机械沙障，和传统的草方格固
沙相比，用的不是稻草，而是黄柳和河
柳枝条，先由拖拉机或沙障开沟机等机
械开沟，然后用铁钎插入沙中松土后，
再将枝条等竖着插入挖好的沟中，这样
一根挨着一根，固沙效果更明显，且不
易被风沙掩埋腐烂。”王凤山告诉记者。

为提高效率，当地自主研发了沙障
开沟机，机械作业效率可达到人工效率
的4倍左右。

2023年8月底到2024年6月底，浑善
达克沙地莝草山综合治理项目区历时 10
个月，在实际工期不足 5 个月的时间里，
超前完成两年建设工期的 12.65万亩防沙
治沙任务，标志着浑善达克沙地治理取
得较大进展，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符合
本地实际的防沙治沙模式和经验。

同时，克什克腾旗坚持生态治理工
程和农牧民生产生活保障协同推进，广
泛引导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及管护，拓
宽增收渠道。

“沙棘长成后归农民所有，进入盛果
期后，未来我们计划将这些沙棘做成果
汁，每亩地可增收 1000 多元，既治沙又
增收。”董学存说。

今年，克什克腾旗共实施了浑善达
克沙地综合治理等7个项目，治理沙化面
积达89.5万亩。

内蒙古围绕打好“三北”工程三大
标志性战役，分类施策、集中力量开展
重点地区规模化防沙治沙，组织实施一
批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加快推进荒漠
化和沙化土地系统治理。

提高治沙综合效益，实现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走进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伊和乌素苏
木哈夏图嘎查牧民雷爱强的家中，55 岁
的他正将平茬下的柠条混合草料、青贮
玉米等，加工成为颗粒饲料。

“我们嘎查在库布其沙漠边缘，20多
年前我家的2400亩草场，2/3是荒漠，到
处是明沙，根本不长草，更养不了几只
羊。”雷爱强说。

为了生计，从 2001 年起，他开始种
植柠条，由于资金少、经验不足，一年
种一二百亩能成活一半就很不易。“为了
让柠条好好生长，我便将自家草场围封
起来，小苗刚起来要是被羊吃，一年长
得都不够羊10天吃。”雷爱强说。

到 2009 年，他已种植了 1000 多亩柠
条，为了让柠条更好生长，他便将家里
的羊全部卖掉，到市区和旗里开起了超
市，在外一待就是7年，直到2016年，看
着草场里的柠条越长越好，雷爱强决定
返乡。

现在 2400 亩草场都长满了柠条，漫
漫黄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簇簇绿
色柠条。“柠条每三年至少平茬一次，要
不然会枯死，平茬下来的柠条还能够加
工成饲料。”雷爱强说，去年他家的羊出
栏了200多只，收入达30万元。

雷爱强还带动周边牧民一起种柠
条，经过多年治理，昔日的荒漠逐渐变
成了优质的牧场。“我也种了1000多亩柠
条，沙子被治住，草场更好了，牛羊也
能吃饱了。”哈夏图嘎查牧民杨利军说。

伊和乌素苏木党委书记哈斯额尔德
尼表示，当地引入大型饲草料加工企
业，支持饲草专业收贮企业销售杨柴、
柠条粉等优质饲草料产品，让种植柠条
成为农牧民新的致富动力。

“我们依托科技小院、乡村振兴‘人
才驿站’等平台，由高校技术团队研发
出多种类新型饲草料产品，撬动社会资
源参与，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共赢。”杭锦旗委组织部常务副部
长刘飞表示。

近年来，为提高治沙综合效益，内
蒙古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因
地制宜选用生态经济兼用树种，积极培
育发展沙棘、文冠果、梭梭—肉苁蓉、白刺
—锁阳等林草沙产业，提高治沙综合效
益。2023 年，内蒙古林草沙产业总产值达
871.8亿元，比上一年度增加268.6亿元。

图①：位于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浑
善达克沙地莝草山综合治理项目。

张 枨、孙 鹏摄
图②：赤峰市翁牛特旗其白线沙地

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区。
翁牛特旗委宣传部供图

图③：工人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锡
尼镇种植柠条。 张 枨、戈浩宇摄

内蒙古自治区多年治沙成效显现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本报记者 张 枨

今年8月15日，国际天
文学联合会将 215458 号小
行星批准命名为“余村星”，
消息一出，备受关注。

余村是浙江安吉县的
小山村，卧伏在天目山余
脉一条带鱼状的山坳里。
20 世 纪 末 ， 村 里 靠 山 吃
山 ， 在 成 为 安 吉 “ 首 富
村”的同时，生态环境却
遭到破坏，“山是秃头光，
水成酱油汤”。面对“大炮
一声震天响，黑烟灰尘雾
茫茫。翠竹绿叶变颜色，
白 衣 晒 成 黄 衣 裳 ” 的 困
境，是继续炸山开矿、办
水泥厂，还是守住青山、
养山富山，成为摆在村民
面前的一道必选题。

2005 年 8 月 15 日，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在这里首次提出，余村循
着这个指引，下定决心关
停矿山，封山育林，转型
发展。

今天的余村，青山环
绕，绿水潺潺。清新的空
气、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
了国内外游客前来观光旅
游，2021 年被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评为首批“世界
最佳旅游乡村”，仅去年一
年，余村接待游客就超过
115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5500 多万元，从事旅游相
关 产 业 的 村 民 占 比 超 过
70%，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2005 年的不足 8000 元增长到
如今的超过7万元。

眼下，余村正朝着创建全国首个全要素“零碳乡
村”发力：全国首个 《零碳乡村评价标准》 对外发
布；全国首个乡村零碳公园开园；“余村印象”图书馆
设有导光筒等系统、安装储能电池，引入光储直柔技
术，实现全生命周期零碳排放；村内的18个快充桩去
年累计充电量超过45万千瓦时，429户家庭实现绿色电
力全覆盖……

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余村走向全
国，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此前，联合
国曾发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
略与行动》 报告，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建设生态文
明、推动绿色发展成效，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提供了
中国方案。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
执行主任索尔海姆来到余村有感而发：“这是未来世界
乡村的模样！”

此次“余村星”的命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
动传播，也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生态文明的新方式，将
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生态文明的别样魅力。为天上的

“余村星”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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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边 绿 野 若 嘉 禾 ，
羊卷白云鞭牧歌。位于
北纬 37 度至 54 度之间的
内蒙古自治区，碧草与
蓝天相连，苍山与大地
交 织 ， 古 老 长 河 流 淌 。
内蒙古横跨“三北”，是
中国北方面积最大、功
能 最 全 的 生 态 功 能 区 。
近年来，当地加大生态
保护力度，河湖湿地润
泽 大 地 ， 生 态 “ 颜 值 ”
变“产值”。

内蒙古神奇的地理
风貌、优越的生态环境，
造就出独特的绿色产业
带 ——“ 奶 源 黄 金 带 ”

“葡萄酒黄金带”“马铃薯
种薯黄金带”“肉羊产业
带”“玉米黄金带”等。

在 锡 林 郭 勒 大 草
原，锡林河蜿蜒流淌，
乌珠穆沁牛、苏尼特羊
在这片草原上品尝着有
机牧草和400多种名贵中
草药，肉质鲜美紧实、
风味独特；在高高的兴
安岭，以柞树为基、以
林海为魂，耳肉肥厚、
口感清脆的呼伦贝尔黑
木耳走出山林；苍天般
的阿拉善，有着金色醉
人的胡杨林、连绵起伏
的沙海，盛产营养丰富
的“沙漠白金”驼奶和“活黄金”肉苁蓉；在八百里河
套米粮川，河套面粉、五原黄柿子等多种作物被誉为

“塞外粮仓，天下厨房”。此外，还有科尔沁牛、阿尔
巴斯羊、乌兰察布马铃薯、乌海葡萄、库伦荞麦、阴
山燕麦等草原臻品。

好生态孕育好产品，虽然是中国的“粮仓”“肉
库”“奶罐”，但内蒙古也曾面临“养在深闺人未识 ”

“好东西卖不上好价钱”的难题。如何提升生态附加
值，让绿色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一个具有鲜明内蒙古
特色的区域品牌——“蒙”字标应运而生。

2019年，内蒙古以“标准+认证”方式对内蒙古优
质特色产品和服务进行认证，创建了标准、认证、产
业、质量管控和综合服务“五大体系”。日前，2024

“蒙”字标大草原优品北京推介会举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当地为“蒙”字标成立了认证联盟，建立起严谨
规范的“蒙”字标认证体系，为企业和产品赋能，把
内蒙古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让“闺
中宝”走出大草原、走向大市场。

据预计，到2024年底，“蒙”字标认证标准将超120
项，培育企业超 400 家，获证企业超 80 家，认证产品
近700种，内蒙古优质绿色产品具有了质量管理的“体
检证”、市场经济的“信用证”、国际贸易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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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中国北疆的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治理荒
漠化的主战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中有

“两个半”在内蒙古，60%以上的沙化土地治理任务
在内蒙古，其生态状况不仅关系内蒙古全区各族群
众生存和发展，更关系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
生态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森林覆盖率、草原综
合植被盖度持续“双提高”，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持
续“双减少”，重点治理区实现了从“沙进人退”
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去年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面积950万亩，为
年初计划的1.5倍，规模全国第一；今年已完成沙
化土地治理 1565 万亩，占全年 1730 万亩任务的
90%。”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局长王肇晟说。 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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