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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风沙源
如今后花园

张家口市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地
处京津上风口，是西北风沙南侵京津
地区的主要通道，也是我国防沙治沙
的主要战场。

今年5月29日，笔者来到张家口
市怀来县龙宝山村，村民陆宝林指着
村子周围郁郁葱葱的草木说道：“现
在沙地上都种上了各种植被，就像花
园一样，即使四五级的大风也起不了
沙。”提起过去，陆宝林痛苦地回忆
道：“治理之前，这里全是沙，整个
龙宝山沙丘流沙遍地，只要风一吹，
黄沙满天，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每年
得有多半年的风沙天。”

龙宝山沙丘，曾是距离北京最近
的荒漠，离天安门广场只有 70 公
里，是每年春季京津地区风沙的主要
来源地之一。尤其是 2000 年春季，
我国北方特别是京津地区连续遭遇
12 次沙尘暴。沙尘暴频率之高、范
围之广、强度之大，为 50 年来所罕
见。2000年 6月 5日，国务院决定紧
急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工程项目启动以来，龙宝山沙
丘开始土地荒漠化治理，造林 1.8万
亩，共植树 363 万株，沙丘周边种
植了枣、杏等经济林和杨柳树、侧
柏、油松等防风林、景观林。龙宝
山 沙 丘 从 昔 日 京 津 风 沙 主 要 策 源
地，一跃而成为拱卫京津的重要生
态屏障。”怀来县林业局造林站站
长王占永说。

国家林业局治沙办工程处处长江
天法介绍，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分为
两 期 ， 一 期 工 程 从 2001 年 到 2012
年，包含北京、河北、天津、山西和
内蒙古等5省 （区、市） 在内的75个
县。二期工程从 2013 年到 2022 年，
包括北京、河北、天津、山西、内蒙
古和陕西等 6 省 （区、市） 在内的
138个县。

通过对风沙源地区的治理，京津
冀地区的风沙天气有了显著改善。国
家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高歌介绍，
2000 年—2015 年春季 （3 月—5 月）
京津冀沙尘天气总体呈现明显减少的
趋 势 。 监 测 数 据 显 示 ， 2000 年 至
2002 年，北京市沙尘天气每年都超
过 13次，到 2010年至 2012年已减少
到每年两三次，2014 年甚至没有出
现过沙尘天气。

多轮齐驱动
协力助治沙

“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契
机，各地通过科学治沙、产业治沙、
企业治沙等模式，不仅增加了林地面
积，而且带动了当地农民致富，初步
实现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
动。”河北省林业厅项目管理中心副
主任冯长虹介绍说。

科学治沙，提高了治沙效率。
以张家口市宣化区黄羊滩沙化治理
为例，虽然国家在 1954 年就已经在
黄羊滩设立林场，但治沙效果一直
不尽人意。后来与北京林业大学、
德国得累斯顿大学等科研单位建立
合 作 关 系 ， 积 极 引 进 科 学 造 林 手
段 ， 目 前 造 林 的 成 活 率 可 以 达 到
80%。

产业治 沙 ， 实 现 了 “ 国 家 要
绿，百姓要利”的双赢。张家口市
怀来县曾经以沙城闻名，后来当地
通过发展葡萄种植业，不仅治理了
土地沙化，如今更成为中国的“葡
萄酒之乡”。

企业治沙，带动了社会资本，实
现治沙的长效化。张家口市阳原县是
国家级贫困县，通过引入企业治沙，
市场化运作，将有限的治沙资金发挥
出最大的效益。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
行秘书莫妮卡·巴布表示，中国在防
治荒漠化方面做出的努力和成就令人
印象深刻，尤其是在依靠科学发展农
林业方面尤其突出。

欣逢冬奥会
治沙力更增

“预计到2022年，京津风沙源区
域内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基本治理，总
体上遏制沙化土地扩张的趋势，基本建
成京津及华北北部地区的绿色生态屏
障。”江天法说，即将到来的冬奥会更为
当地风沙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绿化
工地，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这里
将会是 2022 年冬奥会的奥运村所在
地，也是北京到张家口高铁的终点
站。张家口市崇礼区林业局局长王
福亮介绍：“2022 年冬奥会雪上项
目将有 50 块金牌在张家口决出。为
更好服务奥运，建设好绿色屏障，
我们在今后造林树种选择上，一是
栽种大型易活树苗，二是更多采用
常绿树种，比如油松、林杉等，确
保四季有绿。”

国家林业局治沙办总工程师屠志
方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还需
要治理 1000 万公顷沙化土地。在继
续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
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同时，还将结

合“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加大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沙化土地治
理力度，加快推进重点地区防沙
治沙。

1994 年 12 月，联合国第 49 届大会通过了 115 号
决议，宣布：从 1995 年起，每年的 6 月 17 日为“世
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这一纪念日的确定，旨在
呼吁各国政府重视土地沙化这一日益严重的全球性
环境问题，唤醒全人类对于土地荒漠化的危机意识。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荒漠化是
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等因素使干
旱、半干旱和具有干旱灾害的半湿润地区的土地发
生了退化”。

事实证明，世界荒漠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类
自己的行为不当。与荒漠化有关的社会经济因素有
人口迅速膨胀、过度耕种、过度放牧等。

“世界上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决非危言
耸听，这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严峻事实。

行动起来，别让世界变成荒漠，如果世界变成
荒漠，你我将栖身何处？让那一滴尚未流出的泪水
化作清泉，去浇灌即将荒漠化的土地，去拯救那片
曾经的沃土。

青海省是全国土地荒漠化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现有沙化土地面
积占该省总面积的 17.4%，主要分布于柴达木盆地沙漠化区、共和盆
地、青海湖环湖、三江源地区等。

近 10 年来的监测数据显示，青海省沙化土地面积已由原先的
1255.8 万公顷减少到 1250.4 万公顷，其中，柴达木盆地、三江源地
区、共和盆地沙区沙化趋势逆转，环青海湖沙漠化区及周边地区沙
化面积持平并呈现有减无增的态势。

海晏县是环青海湖地区重点沙化县，沙化面积占该县总土地面积
的15.5%。该县林业站站长马文虎介绍，经过近30年的治理，海晏县现
在林地覆盖率已由原来的10%—20%提高到了40%以上，沙岛治理区外
围已形成绿色景观带，杨树深栽已成为青海治沙的成功技术模式，形
成了以窄林带、小网格、乔、灌、草、带、片、网相结合的综合农田
防护体系。

海晏县的村民表示，以前一刮风青海湖周边漫天黄沙，他们连门
都出不去，而通过这几年的治沙，原本荒漠化的土地开始变绿了，先
前治理过的沙丘中还出现了泉眼。

人与土地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我们都是土
地上栖居的普通一员，土地滋养着生命；受益于土
地的同时，人类又履行着对土地应有的责任。

第2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的到来，
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流失问题再次走入我们的
视野。根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定义，荒
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异变和人类活动在内的种种
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及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
化。荒漠化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环境问题，也是与
民生息息相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人类也一直在
探索和实践防止土地退化的道路。

中国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影响最为严重的国
家之一，也是荒漠化防治成效最为显著的国
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高度评价中国在荒
漠化治理方面发挥的领导力和取得的成就，赞
扬中国为分享造林和遏制沙漠化的经验提供了
良好平台。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的荒漠化治理
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我国已经实现了连
续 10年荒漠化土地面积净减少的目标，如今荒
漠化总体趋势得到了基本遏制。根据最新的第
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工作数据显示，截
至 2014 年，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 261.16 万平方
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27.20%。与 2009 年相
比，5年间荒漠化土地面积净减少 12120平方公
里，年均减少2424平方公里。

治沙绿化工程投资大、见效慢、周期长，因
此，国家统筹设计、合理布局，在荒漠化地区进行
了长期规模宏大的荒漠化防治工程建设。近年
来，实施了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
设、退牧还草、退耕还林等一系列生态工程，持之
以恒的探索建设换来了如今荒漠化治理的成就。

与此同时，中国不仅着眼于自身，还勇于
承担国际责任，将治理荒漠化的经验分享给更
多的地球居民。一方面，中国提供了具有世界
水平的治沙先进典型，并给予积极推广。例
如，在中国积极推广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
将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区作为全球首个荒漠化
地区生态系统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中国还
为各国荒漠化治理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分享的平
台。我国创办的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是全球唯
一的致力于推动世界荒漠化防治和绿色经济发
展的大型国际论坛。

实现联合国提出的 2030 年全球土地荒漠化
零增长的目标仍任重而道远，但我国对于荒漠化
治理的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分享的长远眼光
让我们相信，未来人与土地的关系会更加和谐，
人类也会不断为子孙后代谋求更多的福祉。

从前“三面环沙”的宁夏，随
处都是荒土沙漠，草不逢生。为了
防止荒漠化继续恶化，宁夏回族自
治区政府以还原生态为目标，积极
开展各种治理工作，包括退耕还
林、封山禁牧、加大植草植树等。
通过以上措施，土地得以休养生
息，公路旁田野间出现了樟子松、
枣树、杨树等防护林，原有的湿地
和森林的自然生态，逐渐回到宁夏
人的生活中来。

政府积极引导当地企业，坚持
实行“谁造林谁所有、谁开发谁受

益、允许继承转让”的政策，鼓励
开发沙产业和防沙治沙的投资，推
动农业现代化、多元化和科技化。
据国家林业局数据显示，宁夏 2014
年荒漠化土地总面积 278.9 万公顷，
较10年前减少18.1万公顷，有效治
理的沙化土地面积达30万公顷，实
现了沙化土地连续 20 年减少的目
标。

经过不懈的努力，如今宁夏周
边的沙漠逐渐被植被“封锁”，荒漠
化的脚步渐渐停了下来，“塞上江
南”的景象重新展示在人们面前。

让让荒漠荒漠绽放出绽放出绿色绿色

今年6月17日是第二十二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国家林业
局发布的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示，2010年—2014年的5年
间，全国沙化土地年均净减少1980平方公里，沙化土地植被平均盖度增加
0.7个百分点，沙化程度减轻，植物多样性增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
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认为，中国是全球荒漠化严重的国家，也是荒漠化
防治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国家，是全球沙漠治理的典范。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是全国风沙治理的一个缩影，体现了以科学治
沙、产业治沙、企业治沙等多种手段结合的治沙模式。近日，笔者跟随国
家林业局官员走进河北省张家口市治沙一线，深入探访京津风沙源治理工
程，亲身感受防沙治沙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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