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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和荒漠化地区在治理前往
往生态环境恶劣，经济条件较差，
生活在当地的人们也大都处在贫困
线附近。据统计，我国近 35%的贫
困县、近 30%的贫困人口分布在西
北沙区。

今年 6 月 17 日是第二十四个
“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我国
宣传的主题是“防治土地荒漠化 助
力脱贫攻坚战”，旨在进一步改善沙
区生态状况，实现治沙增绿和脱贫

致富协调发展。
经过多年探索，中国逐渐

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并重、
治沙与治穷共赢的荒漠化防治
之路。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自
2004 年以来已连续 3 个监测期
持续净减少，荒漠化扩展的态势得
到有效遏制。许多地方在治理沙漠
的同时，还带动当地民众脱贫。比
如在中国库布其沙漠，据2017年联
合国发布的有关报告认定，库布其

共计修复绿化沙漠 6253 平方公里，
为社会创造生态财富5000多亿元人
民币，带动当地民众 10.2 万人摆脱
贫困。

沙区既是生态建设主战场，也

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地区。沙漠治理
和扶贫可以有机统一。首先，二者
参与的主体是一样的。无论是治沙
还是扶贫，最根本的还是要激发沙
漠地区的自有活力，发挥当地百姓

的积极性，让当地百姓有参与
感，然后才能有获得感。

第二，二者希望达到的目
标是相同的。治沙，不仅要恢
复当地的生态环境，还要通过
改善生活环境，发展特色沙产

业，让当地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第三，二者并非独立的两件事

情，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在治沙上
苦下功夫，能够改善原有的生产生
活条件，这也是为扶贫解决了很关

键的一环——打好基础设施；在扶
贫上多做文章，同样能给当地的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的支持，治沙
也就不会半途而废。

如此看来，治沙与扶贫，统筹
在一张棋盘下是妙棋。

治沙治穷可以共赢
刘发为

Ⅰ.治沙扶贫两手抓

“清汤挂面碗底沙，夹生米饭沙碜牙”，流传
于农牧民口中的这句顺口溜，正是之前沙区艰苦
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如今，通过参与治沙，十多万
沙区农牧民实现脱贫，成为库布其治沙事业最广
泛的参与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大的受益者。

3000多名农牧民把151万亩荒弃沙漠转租给
治沙企业，成为“地主”，人均收入 16.6 万元。
另有 93 万亩农牧民承包的沙漠入股治沙企业，
按固定比例分红。沙区农牧民还积极参与治沙产
业，实现了从农牧民到产业工人的转变。仅在沙
漠治理中，库布其就先后组建 232 个治沙民工
联队，5820 人成为生态建设工人，人均年收入
达 3.6万元。

59 岁的吴直花，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杭锦
淖尔村的国家级贫困户。为了帮助吴直花脱贫，
在政府的指导下，当地企业给她分了 30 亩沙地
种植有治沙改土和药用经济价值的甘草，企业包
种苗，包培训，包技术，包收购。企业自创了让
甘草躺着生长的技术，可以让1棵甘草的治沙面
积扩大 10 倍，并把这项技术无偿传授给吴直花

这样的农民。通过种植甘草，吴直花一家摆脱了
贫困，住进了新居。截至目前，库布其沙漠的甘
草种植面积累计达 220 万亩，每亩甘草可创收
400-450 元，带动 1800 多户、5000 多人成功脱
贫。两三年后，沙漠土质得到了改良，可以种植西
瓜、黄瓜、葡萄等有机果蔬。现在吴直花等农牧民
搞起了电子商务，销售沙地里出产的有机果蔬，无
污染，价格高，这些果蔬在网店里供不应求。

生态环境的改善更是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可能，许多农牧民在发展沙漠特色旅游上动起
了脑筋。

在库布其沙漠腹地，杭锦旗独贵塔拉镇道图
嘎查村的牧民斯仁巴布，曾经在沙漠里养羊和挖
野甘草为生，每年收入才两三万元。随着沙漠绿
了，路通了，游客多了，他在牧民新村开了一家

“草原请你来”饭庄，单餐能接待 80 人的旅游
团。随着沙漠地区农牧民饭庄和沙漠旅游生意越
来越好，斯仁巴布又趁热打铁，购买了 20 多辆
穿沙摩托车出租给游客，一年收入保守计算也有
二三十万元。

在库布其，近 1500 户农牧民发展起家庭旅
馆、餐饮、民族手工业、沙漠越野等服务业，户
均年收入10 万多元，人均超过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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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湖，位于腾格里沙漠东南
部。说是湖，其实并没有水，只是一
小片含盐碱量较大的湿地，上面生长
着一丛一丛的马兰花。无论花开还是
花谢，热闹还是孤寂，叶惠平都坚守
在这里。这个来自福建省的女性，带
着她的团队，用 6 年的坚守和打拼，
让这里的沙地披上了绿装。

2011年春，香港籍企业家原树华
先生来到阿拉善，注册成立了阿拉善
盟源辉林牧有限公司，在马兰湖一带
承包了这片沙漠，用企业管理的方式
进行治理，承包期30年。他把治理马
兰湖沙漠的重任交给了叶惠平，任命
她担任公司总经理。

叶惠平没有忘记，刚来腾格里沙
漠旅游的时候，曾陶醉于这里的大漠
风光，并且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然
而，当她真正融入沙漠，亲自点燃

“孤烟”时，体验到的却是艰辛。
叶惠平和她的员工们计划先做尼

龙方格固定沙丘，然后种树，但是 3
万亩沙漠得做多少尼龙方格？成本太
高。不可行。

他们在沙漠里打了机井，想把地
下水抽上来浇树。但是在沙漠里一棵
一棵浇灌数万株树苗谈何容易。失败
了。

为了防止风沙把树苗刮倒，他们
拉来土培在树苗周围。结果风沙不但
把沙子卷走，还把沙子下面的土和树
苗也卷走了。失败了。

他们栽种过胡杨、新疆杨、沙
枣、梭梭、花棒、沙拐枣等，成活率
不足 20%。每年春天，沙漠里刚刚泛
起一抹绿色，一场大风就把这抹绿色
全卷走了。

一次失败的尝试，又一次失败的
探索，似乎这块沙地都快心灰意冷了。
但是，他们的意志始终坚定，他们始终
没有放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最初和叶惠平一起来马兰湖治理
沙漠的 4 个人，由于无法承受失败的
打击，也无法适应这里的生存环境，
都陆续离开了。叶惠平没有走，也没
有想过放弃，她坚信天道酬勤。

直到2014年，叶惠平终于看到了
希望。他们经过种植发现，沙柳最适
宜在腾格里沙漠生长。沙柳树苗栽种
在 1.2 米的深处，就能吸收到地下水
分了。栽种下去两枝，成活以后能够
变成几枝、十几枝、几十枝，固沙效
果非常好，成活率能达到90%以上。

这是天大的惊喜。2012年到2014
年，他们总共植树不到 1 万亩，2015
年一年就栽种了 1 万亩，2016 年又栽
种了1万亩。至此，3万亩沙漠的绿化
任务基本完成。

沙漠变绿洲

2015年栽种的沙柳已经长到两米
多高了，非常壮观。1 亩沙柳的种植
成本只有150元。

沙丘被植被拥抱着，变得“规
矩”了，不再肆意流动了。沙漠治理
成效初显，这让叶惠平的团队很兴
奋，也有了继续前进的动力。

如今，阿拉善盟源辉林牧有限公
司共有10名固定员工，他们大多是叶
惠平从历年植树造林的临时工中精挑
细选出来的。春季风多，是植树造林
的关键时期，他们要和时间赛跑。每
天出工时，他们要在头上套一个布套
子，把头脸和脖颈包裹得严严实实，
只露出两只眼睛。

为了提高效率，他们就在沙漠腹
地搭建营地，吃住在帐篷里。完成这
一片沙漠的植树任务，再转移到下一
个地方。营地不断地转移，植被面积
也在不断地扩大。

叶惠平从小喜欢植物。来到马兰
湖以后，对沙生植物又产生了一种特
殊的感情。她坚持认为植物是有灵性
的。为了证明她的观点，她列举了一
位外国科学家研究的成果，说植物和
动物一样具有感知能力。不管她所说
的感知能力是否存在，总之，她种下的
沙柳活了，植被绿了，沙丘漂亮了。

“我们承包的3万亩沙地，到现在
基本上治理完毕。下一步，我们要把
沙顶治理好，到那时候，马兰湖就会
形成自己的小气候。”叶惠平说着一
口福建普通话，声音很好听。

3 万亩是个什么概念？如果换算
成面积，是20平方公里；20平方公里
的沙漠里，全是绵延起伏的沙丘，有
的沙丘非常高，更像一座小山。“找
不到一棵乔木，连像样的灌木都很难
找到。喜鹊找不到筑巢的树，只好把巢
筑在矮小的灌木上。”刚到马兰湖时看
到的情景，是叶惠平最难忘的记忆。

“现在，獾猪、狐狸、野兔等动
物成了马兰湖的常住户，鸟类也飞来
20多种。”叶惠平说起这些不无得意。

“我们是国土绿化大军中的一支
小分队，在沙漠里建成了绿洲，改变了
这里的生态。看着这里发生的变化，大
家都觉得没白忙一回。”叶惠平说。

(王 开 荣松如 刘 春 刘宏章
魏义民）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库布其沙漠，曾经是寸草不生的千年荒漠，风沙肆虐，

被称为“死亡之海”。农牧民在沙漠里靠着一点沙生植物，艰辛游牧，生活贫

困。如今，这片面积1.86万平方公里的大沙漠，1/3已经得到治理，植被覆盖率

已达到53%。同时，沙区农牧民们积极参与治沙，成功走上了致富路。

Ⅱ.生态治沙走出去

库布其生态产业治沙扶贫模式让当地
10.2 万群众摆脱了贫困，让 900 多万亩沙
漠变成绿洲与良田，让库布其沙漠所在的
杭锦旗成功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和自治区
级贫困县的帽子。

库布其模式在中国乃至全球引起强烈
反响，众多深受荒漠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都强烈呼吁中国分享库布其经验。

库布其经验内容丰富。它建立了一系
列世界先进的示范中心，包括旱地节水现
代农业示范中心、生态大数据示范中心、
智慧生态，以及与联合国环境署共建的

“一带一路”沙漠绿色经济创新中心等，
为其他地区治沙提供广泛借鉴。

甘草治沙改土扶贫、沙漠生态光伏扶
贫，这些在库布其沙漠创建的生态治理和
脱贫模式，已经在内蒙古乌兰布和、毛乌

素，新疆塔克拉玛干、甘肃腾格里、西藏
山南、青海祁连山等几大荒漠化地区悄然
落地，并且沿着“一带一路”款款而行。

30年来库布其还创造了一系列世界领
先的治沙技术，走出了一条科技治沙、产
业化治沙的新路子。他们首先研发了沙
柳、柠条、杨柴、花棒等 1000 多种耐
寒、耐旱、耐盐碱的植物种子，建成了中
国西部最大的沙生灌木及珍稀濒危植物种
质资源库，开创了豆科植物大混交植物固
氮改土等多种沙漠生态工艺包。

库布其在实践中创新出气流法植树、
水冲沙柳种树法、无人机植树、“微创”
植树技术、甘草平移栽种和精准浇灌技术
等200多项沙漠生态技术成果。

46岁的库布其农民张喜旺，是当地企
业组织的治沙民工联队的队长。他介绍，
水冲沙柳种树法是企业无偿传授给治沙民
工的专利技术，采用这种方法，两个人一
天能种40亩，相比传统植树技术，效率提

高10倍。
在工业上，库布其主要利用生物、生

态，工业废渣和农作物秸秆腐熟等技术，
发展土壤改良剂、复混肥、有机肥料等制
造业。

在能源利用上，库布其充分利用沙漠
每年 3180 小时日照的资源，大力发展沙
漠光伏项目。通过“板上发电、板间养
羊、板下种草”的方式，利用光伏板生产
绿色能源，通过光伏板间草林种植防风治
沙、光伏板下养殖羊及家禽形成的天然生
物肥反哺种植，实现了良性互动。

如今，通过政府政策性支持、企业产
业化投资、农牧民市场化参与、技术持续
化创新的“四轮驱动”，在当地群众和亿
利集团等沙区企业的艰辛努力下，库布其
的农牧民实现了世世代代的脱贫夙愿，同
时，这种生态产业扶贫的模式也成功走出
内蒙古，走出中国，为其他荒漠化严重的
地区提供有益借鉴。

大漠里大漠里
我要3万亩绿

腾格里沙漠的东南端，6年前出现第一抹新绿。植绿
者用执着和艰辛，把这片绿扩大到了3万亩。这植绿的引
领者，就是来自福建武夷山下、海峡边缘的叶惠平。

叶惠平 （左） 向原树华介绍梭
梭树生长情况。 魏 强摄

腾
格
里
达
来
月
亮
湖

腾
格
里
达
来
月
亮
湖

库布其沙漠重现盎然生机库布其沙漠重现盎然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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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沙工人在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