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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的黄河之水，在中华大地上写下一个大大
的“几”字后，一路奔向大海。这个“几”字内侧顶部
地区，就是广袤的库布其沙漠。

远远看去，黄河似弓，沙漠如弦，这片1.86 万平
方公里的沙漠，是十几万库布其人的家园。千百年
来，这里上演着生活的悲喜剧，而绿色，是他们永恒
的梦想……亿利资源集团在库布其大沙漠的边缘、
黄河的南岸建起了240多公里长的防沙护河锁边林
带，在有效遏制荒漠化蔓延的同时，每年可减少数
亿吨的泥沙进入黄河。

千百年的坚守，20多年的坚持；古老的沙漠，绵延
的新绿，缤纷的八瓣梅；生态文明的美丽画卷在这里
徐徐展开。

对于生活在库布其的十多万人来说，苍茫的大漠
代表着生活的艰辛和苦难。这里年均降雨量 249mm，
而年均蒸发量2200mm，是降雨量的8倍多。

冬春狂风肆虐，黄沙漫卷，800公里之外的北京由
此饱受沙尘暴之苦；夏秋洪水泛滥，毁田挟沙，直扑黄
河，每年至少有6 亿吨黄沙注入黄河。

这片浩瀚的沙漠，以新月形流动沙丘为主。沙丘
高大雄浑，终年移动不止。植被难以存活，偶有顽强生
长下来的树木，几年功夫就沙埋半截，仅露树梢了。一
直以来，黄河拐弯处的这片壮美沙漠，被称为“死亡之
海”。

库布其沙漠深处的独贵塔拉镇道图嘎查村有一
个美丽的汉语译名“歌的故乡”。这里流传着一首歌
谣：“风起明沙到处流，沙压房子人搬走，沙蓬窝窝沙
葱菜，养活一代又一代。”这就是大漠生活的写照。

道图嘎查村的50多岁村民布仁巴雅尔，一家4口
靠放牧、挖甘草为生。

沙漠里没有路，骑骆驼到最近的镇上购物，来回
一趟要6天，一次得买上半年用的生活用品。

沙漠中的生活就像孤岛。没有道路，甚至没有羊
肠小路，走过的路隔夜便被风沙吹得不见踪影，骆驼
就是沙漠里唯一的交通工具。

没有出路，没有医院，没有学校，没有电。一切都
要到沙漠之外。

许多孩子到十三四岁也上不了学。而上学的孩子
要骑骆驼到什拉召，然后骑着寄存的自行车到学校。
到沙漠外读书的孩子多半一年只能回两次家。

生病了，许多牧民学会了用罐头瓶子拔火罐。“老
伴的手艺不错，中暑感冒什么的，一般都能‘罐’到病

除。”巴雅尔说。而急性阑尾炎这样的常见病，对于沙
漠里的人来说却足以致命，大漠阻隔了生命救援的通
道。

从巴雅尔的家去往镇子的路上，有好多这样被黄沙
掩埋的房屋或者村庄，有不知道哪一代人用过的石磙，有
一片片枯死的胡杨，这里留存着一代代库布其人的渴望
和迷茫。

大漠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外部世界千变万化，而
沙漠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多少年来始终贫瘠。

“365天可能300天都在刮沙子。我是吃沙拌饭，睡
‘沙铺’长大的。”从小就生活在阴山脚下、沙漠边缘的王
文彪说。

1988 年，28 岁的王文彪签订合同，成了杭锦旗沙
漠盐场的厂长。地处库布其沙漠腹地的盐场让土生土
长的王文彪认识到比在沙漠安家更加残酷的另一面。

无电、无水、无路、无通讯，除了地壳运动形成的
盐海子，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

面积 18平方公里的盐海子，不仅有盐，还有丰富
的芒硝、天然碱等化工资源，总储量高达1.8 亿吨。

盐场生产出的无机盐供不应求，却堆积如山。盐
场最难的不是生产，而是运输。

简单的开工仪式之后，王文彪和他的同伴们面临
的就是这样的局面。摆在他面前的是快要被沙子埋掉
的生产设备，盐湖里也蒙着厚厚的沙子。深处腹地，四
周被1.86万平方公里的沙漠所包围，火车站60多公里
的直线距离，需绕道330多公里，车辆平均时速不到10
公里。车行沙漠，经常被流沙围困。出外办事得扛把
锹，刨完沙子，车才能动。

没有路，走的人再多还是没有路，生产和经营永
远处于简单粗放、效益低下的状态，这就是在沙漠办
盐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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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沙漠里的生活像孤岛

②王文彪在沙漠里筑出一条路

改革开放后，一场绿色行动在库布其沙
漠推进。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等地方政府在积极
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同时，出台“谁经
营、谁受益、长期不变、允许继承”的政策，广
泛引导个人和企业参与治沙绿化。

20多年来形成了政策支持、企业产业化和
公益性投资、百姓市场化参与的独特模式。一批
企业根植沙漠，探索了一条长效的产业化治沙
机制。一直处于生死边缘的盐场也成长为围绕
沙产业多元化经营的亿利资源集团。

绿动沙漠，梦想起航。1995年王文彪贷款
7000万元，开始了大漠筑路。

在地方政府和十几万父老乡亲的支持
下，浩浩荡荡的修路大军开进了沙漠。没有任
何经验可供借鉴，王文彪和他的团队开始了
大胆而艰辛的探索。

没有水，用挖土机在低洼处挖个坑，渗出
来的水当作饮用水；没地方做饭，把羊皮袄脱

下来，当成和面案板，大家说这样做出的面是
“羊汤面”。“清汤挂面碗底沙，夹生米饭沙碜
牙，帐篷卧听大风吼，早晨起来脸盖沙。”人们
用这首顺口溜诙谐地相互打趣。

推土机把十几米高的沙丘推平，工人打
出路基。

沙漠给了修路大军下马威。第二天早上，
刚刚修好的一段路一夜之间就被风沙埋得无
影无踪，只剩下满眼黄沙。

几经折腾，大家认识到，要在沙漠里干成
一件事，仅仅靠勇气是不够的，修路治沙，蛮
干不行，必须科学治理。

绿化和修路缺一不可。
保住公路，必须要给公路穿上“防护服”，

以锁边林防止风沙侵袭。
艰苦的沙窝里又住进了植树大军，一寸

一寸地绿化浩瀚的沙漠。种树能固沙，这大家
都知道。但是种什么树？怎么种？教科书里没
有现成的答案。王文彪不断地尝试耐旱树种，
种下一批，死亡一批，再换一批。

王文彪走访大漠深处，向牧民取经。偶然
间，一种叫甘草的中药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种植物在库布其适应性极强，成为锁边固
沙的首选。这种创造性的护路治沙新举措，收
到了奇迹般的成效，一丛丛新绿也伴随着这
个满载希望的生命通道向前延伸。

经过 1000多个日夜的艰苦奋战，库布其
出现了第一条生命通道，大漠深处筑起了一
条长65公里、宽4公里的绿色长廊。这也是中
国第一条穿越大漠“死亡之海”的人流、物流、
信息流的大通道。

而全长 200多公里的防沙护河锁边林工

程，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绿色屏障。

③绿色机制

随着公路的贯通，盐场变成了真正的聚
宝盆，外运产品从 5 万吨、10 万吨、15 万吨一
路增长到25万吨。

“亿利治沙模式”的成功基础是采用科学
技术治理沙害，研究、培育了沙柳、甘草等20多
种免耕无灌溉的耐旱经济植物。运用孙子兵法
采用分而治之的措施，在沙漠里修筑多条穿沙
公路，以路划区，各个击破。沿公路两侧通电、通
水、扎网格，大规模种树、种草、种药材，形成“生
态长廊”。第一条穿沙公路如今已是绿意盎然。

公路的艰苦建设带来的不止是生命线的
贯通，更大的惊喜在于一个绿色机制的形成。
亿利集团由此找到了修路、固沙、绿化、产业
同步发展的新路子。

亿利资源与当地农牧民结成紧密的利益
共同体，统一规划、统一实施、统一管理、分区
治理。农牧民以沙漠荒地入股，以劳务有偿种
树；企业用经济林和中药材做绿化，既能卖药
材，又能把沙漠改造为有效的土地。

多年实践，探索了治沙与经济并存的复
合生态模式，在地下大规模种植甘草等中药
材植物，在地上大规模种植灌木乔木。

一支数万人的绿化大军，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一棵树一棵树、一丛草一丛草地扩展着
……终于，绿色锁住了广袤的库布其沙漠四
周，并一点一点向腹地渗透。

久违的绿色，如一根结实的链条，串联起
一个个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治沙不再是无底洞，而是造就了10多万
个就业岗位的绿色银行。

④绿色归来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诗中的历
史，描述了这片土地曾经的美好，一度演变为
人们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对今天的库布其人

来说，阴山下的美好画卷已经一步步成为可
以触摸的未来。现在库布其沙漠有了数不清
的沙柳同伴，而绝迹多年的胡杨也在库布其
引种成功。

2005 年开始，亿利由局部试种到全面引
种5000 棵腾格里沙漠的胡杨树，经过多年的
坚持与努力，坚韧的胡杨终于重新回到了库
布其沙漠。

经过 20 多年的艰辛治沙，库布其沙漠
出现了几百万亩积厘米级厚的土壤迹象，改
良出大规模的沙漠土地，初步具备了农业耕
作的条件。专家称，沙漠中每厘米土壤的自
然形成至少需要1万年时间。

库布其产业治沙的探索，为国家拓展可
利用国土空间找到了新的路径。

随着5000 多平方公里的绿洲出现，库布
其沙漠的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明显恢复，绝迹
多年的狼、狐狸、天鹅、山鸡、野兔、沙冬青、梭
梭等野生动植物不断增多。

随着降水量的增加和整体生态环境的修
复，库布其沙漠中的几个湖泊生态环境得到了
明显的改善，天鹅湖已成为天鹅迁徙必经的理
想湿地。每年的三四月间，大群的天鹅从南方飞
来，在这里歇脚。牧民把天鹅称做“美丽的天
使”、“吉祥的象征”，欣喜地迎接天鹅的归来。

2013 年夏天，库布其又迎来了新的客人
——仙鹤。两只美丽的仙鹤在库布其安营扎
寨，每天在七星湖畔漫步、觅食。这是千年以
来仙鹤的首次回归。

鹤在库布其沙漠古来有之，千年以前的
生态破坏使得仙鹤不再眷顾库布其，时隔千
年，仙鹤终于又回家了。

仙鹤的回归进一步丰富了库布其沙漠生
物的多样性。

⑤今天快乐的生活

随着生态的修复，变化最大的还是人们
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36岁的牧民斯仁巴布走出了低矮破旧的
土房，住进现代化的新村，还搞起了“牧家
乐”，他年收入几十
万元，可谓沙漠里
的金领。

牧民乌尼尔道
格陶，一个在库布
其 沙 漠 里 生 活 了
40 多年的“生态难
民”，“我搬到牧民
新村后，由一种身
份 变 成 了 几 种 身
份。”乌尼尔道格陶
说。

用 自 己 的“ 荒
沙废地”使用权入
股企业，每年分红，

他是股东；
种树种草种药材，每年参与沙漠治理，每

个月六七千元的劳务收入，他是生态工人；
在企业为自己建的半亩大棚中种植蔬

菜，他是菜农；
在企业为自己建好的标准化棚圈中养羊

养牛，他是牧民；
闲暇时，在紧靠新村的七星湖旅游景区

为日益增多的游客牵马、拉骆驼挣钱，他是导
游。

道图嘎查村36户居民家家如此。
骆驼对于牧民来说，不再是交通工具，而

是赚钱的工具。巴雅尔老人现在每天和妻子
在景区看着自家的5 头骆驼，轻轻松松挣钱，
仅骆驼这一项的年收入就有 5 万多元。几年
下来，家里也买了价值12万元的现代悦动小
轿车，还有 100 多万元的存款。沙漠生活变
了，好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就业。

生态移民之后，道图嘎查村民的文化生
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移居牧民新村后，亿利集团帮助村里成
立了文化站，统一购买了乐器。古老神秘的

“古如歌”在村民的弹唱中复活了。村民们为
远道而来的游客演唱，还参与“古如歌”申报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9 年，库布其沙漠里第一次传来了朗朗
的读书声。亿利集团投资1亿多元为沙漠牧民
子弟建起一所软硬件一流的学校，并从沙漠外
高薪聘请老师。绿色是库布其的梦想，教育代表
着未来，新一代的库布其人从这里走向未来。

昔日的沙漠盐场成为这场绿色行动的主
力之一。20多年的坚持，这片昔日的“死亡之
海”已经生长和呈现出5000多平方公里的绿
洲，被誉为“全球荒漠化治理的奇迹”。联合国
2012年9月在库布其沙漠发布了影响人类未
来绿色事业的《全球环境展望报告》，决定将
中国库布其沙漠确定为全球沙漠绿色经济发
展交流示范区，向世界分享和推介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先进经验和模式，让中国绿色发
展成就影响世界。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