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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到 库 布 其 ， 每 一
次，都让我心潮澎湃。

第一次，我被满眼的
绿意所震撼；第二次，我
被这里的人们所打动。

治沙难不难？一想到
这个问题，我便会不由自
主地在脑海中勾勒出治沙
伊始的画面：面对望不到
边际的黄沙，库布其人扛
起树苗走进大漠深处，这
是怎样的一种决心；一阵
沙尘袭来，刚种下的树苗
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便
被黄沙吞噬，但种树人的
脚步却永不停歇，这又是
怎样的一股定力。

数 十 年 的 不 懈 努 力 ，
无数的库布其人让这里换
了新装。难得的是库布其
人对治沙的坚持不懈，可
贵的是他们对科学治沙的
不断探索。

采访中，我一直在问
自己：库布其人为什么一定要把这沙漠治理
好？为了能更方便地走出沙漠，还是让自己
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些都是原因，但更
重要的是，从当地每个人的眼神中，我读出
了他们对家乡库布其的浓浓赤子情。

是啊，因为他们对库布其这片土地爱得
深沉。对自己家乡的热爱，才会让一代又一
代人义无反顾地种下一棵又一棵绿色的希望。

如今的库布其，绿意渐浓。库布其人带着
这片对家乡的赤子之心，又踏上了对库布其沙
漠的综合治理、可持续发展的新征程。

祝福他们，祝福库布其。

记者手记

（（本版责任编辑本版责任编辑：：潘旭涛潘旭涛 彭训文彭训文 姜忠奇姜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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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种树。
图②：库布其沙漠一角，水草丰美。
图③：光伏板下进行甘草平移种植。

图④：工作人员正在查看种质资源情况。
图⑤：俯瞰库布其沙漠。

（亿利集团供图）

库布其 盈盈绿色锁沙海
本报记者 刘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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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库布其，放眼望去，绿色在视野中延展。乘车行驶在穿沙公路上，两
旁树木林立，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片寸草不生的沙漠。

“库布其”是蒙古语的音译，意思是“弓上的弦”，这形象地展示了它的地理
位置。库布其沙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北部，横卧在黄河“几”字弯怀
抱里，是中国第七大沙漠，总面积达1.86万平方公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发布的《生态安全绿皮书：西部国家生
态安全屏障建设发展报告（2019）》中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库布其沙漠治理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效治理沙区超过6400平方公里，绿化超过3200平方公
里，涵养水源超过240亿立方米，近1/3的沙漠完成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
退”的历史性转变，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区域沙
尘天气比20年前减少了95%。

照片说明：照片说明：

库布其沙漠中的生态修复景观库布其沙漠中的生态修复景观。。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彭彭 源源摄摄

“沙进人退”记忆深

库布其当地人深受沙患之苦很
多年。不少人在童年的回忆中，都
对一种味道记忆深刻，那就是沙子
味。

沙子是啥味？没有人能说得
清，但曾经的那些年头，这里的人
们只要睁开眼，便能见到沙子的存
在，门窗缝里、头发上、地上……
几乎无处不在。那时候，当地人对
沙漠有一种深深的畏惧：这漫漫沙
漠是走不完的。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
杭锦淖尔村村民高毛虎回忆说：

“那时候的经历，想想都让人觉得
难受，生活环境很差。这茫茫无际
的大漠，怎么可能治理呢？怎么可
能变好呢？”

回忆起小时候的经历，杭锦旗
独贵塔拉镇乌兰木独村村民张向前
也深有感触。“以前，我们家就住
在沙漠边缘，每次来一场大的沙尘
暴，家里的房子就会被沙子掩埋，
所以，我们只能被迫一步步往后
退，搬家是常有的事。”沙进人
退，黄沙一步步挤压着当地人的生
活空间。

那时候的沙漠，给当地人带来
了太多不便。“从村里到杭锦旗，
虽然直线距离很近，但因为中间隔
着沙漠，要绕开沙漠走，最少也要
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到。”在张向前
的记忆中，沙漠严重阻隔了当地人
与外界的联系。

因为风沙肆虐，当地自然条件
十分恶劣，库布其经济发展水平始
终上不去。“最初时，本地没有活
干，我出去打工，由于缺少技能，
也赚不了几个钱；不久后，我回到
村里，种地的收入也只能勉强维持
温饱。”张向前曾经的生活中，漫
漫黄沙不仅遮蔽了看得见的路，掩
埋了人住的房屋，也给当地人的生
活蒙上了一层黄色的阴影。

曾经，独贵塔拉镇道图嘎查
的村里有一个女人难产，等送到
医院的时候，发现孩子已经因为
缺氧死去了。不仅如此，村里的

农牧民连自己的农耕放牧都困难
重重，种上一点庄稼在地里，稍
不留神就会被黄沙掩埋了。茫茫
沙海，给当地人的生命安全造成
了威胁，也阻碍了孩子们求学的
道路。因为黄沙阻隔，村里没有
学校，孩子上学困难，因为没有
文化，也就会越来越穷。库布其
农牧民许多都搬走了，选择逃离
这片没有生机的沙漠。

库布其，这片曾经的水草丰美
之地，是不是只能任由黄沙肆虐？
尽管有人离开，但也有人选择了坚
守，留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选择了
行动。

科学治沙育希望

库布其生态环境向好的改变，
从种树那一刻开始。虽然，这种改
变一开始并不容易。

高毛虎参加了第一条穿沙公路
的修建，也从那时起加入了种树的

“大部队”。“刚开始的那些年，我
们往大漠深处种树，经常要一次背
上七八天的粮食，在沙漠里扎帐篷
住。那时候很苦的，万一遇到一场
沙尘暴，辛辛苦苦栽种的树就没
了。”

但是，种树治沙并非仅仅种树
这么简单，更是一场认知革命，需
要用时间来改变人的固有观念。库
布其刚开始种树的时候，有不少质
疑声音。

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从小在
库布其沙漠地区长大，1988 年，
29 岁的他被派到库布其沙漠腹地
的一家盐场当厂长，在他的带领
下，企业逐渐扭亏为盈，他开始把
目光投向了种树治沙上。

当时，与他同乡、比他年长几
岁的的韩美飞放弃了学校校长的

“铁饭碗”，来到盐厂工作，他和厂
里的其他领导都不支持大规模治
沙，他们甚至想要通过一些“策
略”让王文彪放弃治沙。“当时，
农牧民也不理解盐场为什么要治
沙，社会上也有很多流言蜚语，说
我们盐场不务正业，公司开会时气
氛一度很紧张，大家的脸色都不好
看。”韩美飞说，“直到后来，年轻
的王文彪厂长请求大家在治沙上支
持他，希望能够继续大规模种下
去。一厂之长把话都说到这份上
了，大家也就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干

了下去。没想到的是，这一干就是
三十多年。”

收获，总是会垂青默默坚守、
不断求索的人。库布其的治沙人在
一次种树休息间隙，发现浇树的水
管中流出的水在沙地上冲出了一个
小洞。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法种
树？后来，科研团队对这种方法进
行了相关的实验和研究，发现这一
方法比传统种树方法的树木成活率
要高很多，而且栽种的效率更高，
只要十几秒便能种一棵树，便在此
后大规模推广。后来的事实证明，
这一方法让库布其的种树更加容
易，也更加成功。

在库布其人看来，这一“发
现”是偶然的，但这种偶然的背
后，包含着每一个库布其人坚持不
懈的努力。

伴随着积累越来越丰富的种树
经验，库布其人也开始探索越来越
科学的种树方法和理念。

“最早在库布其造林，主要靠
天吃饭，后来，我们慢慢总结出了
水气植树法的规律，成活率大大提
高，每年绿化面积越来越大。如
今，我们又研制出了无人机植树
法，解决了偏远地区、高山陡坡等
人不易到达地方的植树难题。”在
亿利沙漠研究院副院长张吉树眼
中，库布其治沙方法经过多年摸索
和总结，不仅越来越多样化，而且
也越来越科学。

库布其沙漠绿化到什么程度才
算合适？目前对于库布其沙漠的治
理，种树依然在进行，但已经不是
唯一举措了，而是升级到了集沙漠
治理、水环境治理、土壤修复等于
一体的多元化综合治理方式。

在很多科研人员看来，生态平
衡是科学治沙的灵魂。张吉树表
示：“现在，我们会更加注重库布
其地区的生态平衡，在造林过程
中，合理规划栽种密度，让新造的
树林与当地的降水等自然条件保持
平衡，同时，栽种的植物也更加丰
富，增加生物多样性的同时，让沙
漠治理的效果更加稳定。”

绿化库布其沙漠并不是最终目
的，最终还是要恢复当地的生态环
境，同时让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民
富起来。“治”和“用”需要合
一。事实上，在库布其沙漠治理
中，鄂尔多斯探索形成的“党委政
府政策性主导、企业产业化经营、
农民市场化参与、科技持续化创
新”四轮驱动模式已经发挥出越来
越大的作用。

记者曾两次踏上库布其的土
地，在那日沙生态修复中心，记者
看到，绿色标尺上的沙丘高度，已
经比1988年降低了一半。

沙漠越来越绿了

库布其这片曾经的不毛之地，

有越来越多种下的树活了下来，高
毛虎说：“我们逐渐相信，沙漠是
可以治的。”

原 本 要 花 费 几 天 时 间 的 路
程，如今只要 40 分钟。几十年的
治沙努力，让当地人的活动半径
大大增加。治沙，彻底改变了当
地人的生活。

曾经反对大规模治沙的韩美
飞，如今已经成为库布其治沙的专
家。在他看来，治沙不仅实现了粮
食大丰收，沙漠里有了路，越来越
多的外面人也能到库布其来了。

“沙在降，树在长，每天都在变，
每年都不一样了。”

环境的改变，也带来了乡亲们
观念的改变。以前，为了能吃饱
饭，让农作物产量尽可能产出得
多，农药化肥使用量越多越好，而
现在，化肥越少越好，大家都喜欢
绿色生态的农产品。

当地牧民生活的变化，也可以
从交通工具中得到印证。以前，都
是骑骆驼，骑自行车，现在，几乎
家家户户都有了汽车。

种树种草改变了沙漠的面貌，
过去离开的人看到环境变好了，在
家门口也能挣钱了，又纷纷回来
了。有承包光伏的，有开农家乐
的，有开沙漠冲浪车的，有做导游
的，各式各样的生意让曾经沉寂的
库布其沙漠热闹了起来。

位于杭锦旗的亿利库布其生
态光伏示范项目区里，光伏板连
绵不断，一方面通过地下种植甘
草，增加沙地肥力，另一方面在
光伏板间发展养殖业增收，板上
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的模
式日益成熟。

“我在外面种树，做光伏的工
作，媳妇在家种向日葵，我们家里
做的都是‘阳光产业’。”说到这，
张向前笑了起来。是啊，这阳光产
业，不仅受惠于阳光，更给当地人
的心中带来了阳光。

张向前很谦虚：“我是一个
庄 户 人 ， 没 有 多 大 的 本 事 ， 但
我 明 白 ， 只 要 肯 干 ， 就 能 有 好
的生活。”

环境变好了，教育也跟上了。
张向前的侄女从当地的亿利东方学
校毕业后外出求学，有一次回家的
时候告诉他：“走出去才知道，我
们的东方学校真的好，一点都不比
城市里的学校设施差。”

如 今 ， 库 布 其 沙 漠 里 的 风
景，不仅仅是多了绿色，还有陆
续修建起来的牧民新村。杭锦旗
独贵塔拉镇道图嘎查牧民斯仁巴
布一家如今住进了宽敞的新房，
家里通上了自来水，手机也有信
号了，家里也能看上电视了，门
前还有平坦的柏油路。斯仁巴布
在家门口附近的七星湖景区承包
了几辆沙漠冲浪车，随着库布其
生态环境的改善，四面八方的游
客来到这里享受自然的魅力，斯
仁巴布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高毛虎的微信昵称是“种树
人”，微信头像中，他和媳妇站
在公路的旁边，笑容绽放在两个
人 的 脸 上 ， 背 景 正 是 用 树 木

“种”成的几个大字——“绿色
中国梦”。

从忌惮沙漠，到治理沙漠，再
到与沙漠共舞，这一场充盈绿色与
希望的实践，正在库布其走向美好
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