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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突出打击重点，全面履行检察职责

确保依法、准确、有力惩处黑恶势力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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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白晶晶）8 月 15 日，自治区

总河湖长暨河湖长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自治区主席布小林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

会议通报了全区河湖长制工作总体推进

情况，赤峰、巴彦淖尔、乌兰浩特、杭锦旗作了

交流发言。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王兵，副旗

长黄建军，各苏木镇、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在

我旗分会场收看会议内容。

会议指出，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情水情作出的
重大决策和顶层设计，是我国水治理体制和

生态环境制度的重大改革创新。要充分认识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

任感和使命感，坚决扛起河湖管理保护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坚决完成党中央交

给我们的重大政治任务，确保党中央全面推

行河湖长制的决策部署在我区落地见效。

会议强调，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是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有效途
径，是解决我区复杂水问题、维护河湖水系生

命体的重要举措。我区在认真落实中央部署

要求，稳步推进河湖长工作过程中，还存在一

些不足和问题，需要下一步抓紧查漏补缺和

完善。要全面履行职责，确保河长制各项任务

落到实处。按照要求，进一步理清工作职责、

明确主要任务、定期开展巡河、解决突出问

题，抓好河湖长制工作各项任务落实。要坚持

问题导向，狠抓河湖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针对

当前全区河湖存在的突出问题，强力开展河

流清洁百日行动、河道非法采砂专项行动、入

河排污口规范整治行动、打击非法侵占水域

岸线等专项行动，攻坚克难、铁腕治理，切实

见到成效。要加强组织领导，为河湖长制工作

提供坚强保障。全区各地各部门要强化责任、

加大投入，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加强宣传、营

造氛围，严格督导、加强奖惩，确保河湖长制

工作顺利推进，全面提升河湖管护水平，还人

民群众一个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美丽家

园。

当前，库布其沙漠已经沸腾起来，
不仅有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库布其沙漠治
理模式，为世界荒漠化治理提供库布其
经验，还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国际友人志
愿者，秉承着“保护地球，贡献一份力量”
的共识，坚定地走进库布其种下一棵棵
树，留下一片片绿，把“保护地球母亲”的
承诺落实在行动中。

8 月份，正值日本学生暑期，也是一
年一度日本青年志愿者走进库布其开展
植树活动的时间。日本爱知大学的志愿
者们在日本绿化世界沙漠协会会员高桥
仁的带领下，第十五次踏足库布其，在这

里进行植绿活动，并通过与内蒙古大学
学生的交流与互动，让绿色的友谊常驻
库布其。

现年 69 岁的高桥仁已经连续 28
年在库布其沙漠植树。“在远山正瑛的影
响下，我 1991 年第一次走进库布其沙漠
植树，从此以后年年都来。”高桥仁说道。
走进恩格贝生态示范区，沙湖边上粗壮
的杨树已经成为景区不可或缺的景色，
高桥仁说这些树木就是在 1991 年跟随
远山正瑛一起种下的，这些高大的杨树
见证着他“为荒漠化贡献力量”的志愿者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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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愿者一万多人次走进库布其，植下
杨树、松树、山桃、山杏、枣树等树种，为
库布其留下了一片绿色。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志愿者，我是
地球的一份子，保护地球我们每个人应
当竭尽全力，家人也很支持我，也积极参
与到荒漠化治理中来，将来我的儿子、儿
子的儿子都会来到这里植树，世世代代
都要为保护地球出一份力。”高桥仁坚定
地说道。

正是因为有了高桥仁这样的志愿
者，他们不断宣传着荒漠化治理的必要
性，才会凝聚起越来越多的青年志愿者

来到库布其，共同参与荒漠化治理，为茫
茫沙漠添上一抹抹绿色。

日本爱知大学学生获野贵史说：
“当时看到了日本绿化世界沙漠协会的
宣传才决定来到这里，因为一直喜欢中
国，喜欢中国文化，在学校还特意学了汉
语，希望有一天能来到中国，种树这个活
动让我实现了梦想，以后我一定向朋友、
亲人宣传，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库布其沙
漠治理中来，一起守护地球。”

近年来，韩国、日本、美国、蒙古国
等多个国家的志愿者先后走进库布其开
展志愿者植绿行动，一起践行着“保护地
球母亲”的庄严承诺。从 1991 年至今，共
有 700 多批次、近 14000 名志愿者走进
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展开志愿者植树活
动，种下 300 多万棵树木。各国志愿者的
志愿活动也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与学术的
交流。

内蒙古大学学生张乔羽第一次与
日本大学生面对面交流，他说：“日本学
生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和做事严谨的态
度、良好的礼仪都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东
道主，我们应该敞开怀抱欢迎远方的客
人，共同致力于保护地球，让我们的友谊
在库布其汇聚。”

“我们和日本爱知大学在 2008 年就
开始了交流合作，这样的合作促进了学
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老师与老师的交
流，促进了学生的成长，同时也促进了两
个学校的文化、学术科研之间的交流。”
内蒙古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赵勇说道。

记者感言：土地荒漠化是一个全世
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库布其在推进荒漠
化治理的过程中，坚持“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理念，以积极的姿态迎
接世界各国志愿者，与他们肩并肩共同
推动沙漠治理。如今，库布其沙漠治理成
效显著，必然会为世界荒漠化治理提供
库布其经验。

在一幅标明库布其沙漠区位的地
图上，整个沙区轮廓看上去像一只长脖
子巨兽，紧贴黄河内蒙古段“几”字弯的
内侧。为了驯服这只“巨兽”，鄂尔多斯人
民奋斗了几十年。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防沙治
沙，光有信心有决心、不怕苦不怕累还不
行，政府、企业、农牧民和社会人士多方
合力的同时，还要遵循自然规律，科学防
治。

过去，由于缺乏科学统一的规划以
及科学系统的治理模式与治沙技术，库
布其人在沙漠治理中走过弯路，局部地
区曾陷入“治理—恶化—再治理—再恶
化”的怪圈。

几十年来与风沙斗智斗勇，广大治
沙人逐渐摸清了沙漠的脾性。如今，鄂尔
多斯人民找到了一条战略合理、战术有
效、技术先进的科学治沙之路，筑起绿色
生态屏障，牢牢缚住了库布其沙漠这只

“巨兽”。
总体规划，统领地区发展和建设大局

“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放牧生
活，草越吃越少，羊越养越瘦，最后放牧
变成‘放沙’，生活几乎维持不下去。”谈
起过去，世代居住在库布其沙漠腹地的
孟克达来很无奈。

与孟克达来家一样，原来散居在库
布其沙漠西部的 36 户牧民，由于黄沙阻
隔，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
生态差，生活苦。牧民们一年只能外出一
两趟，孩子上不了学，生病了只能硬扛。

2006 年，当地实行整体生态移民，
孟克达来和其他牧户一同搬进了位于杭
锦旗独贵塔拉镇的道图嘎查牧民新村，
对原居住地的 4 万亩草地和沙化地禁
牧，让其休养生息、自然恢复。

2007 年，鄂尔多斯市率先在全国实
行“优化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
区”的“三区规划”政策。

按照全市农牧业经济“三区”发展
规划，鄂尔多斯市在优化开发区重点发
展现代农牧业；在限制开发区适度发展
农牧业经济，坚决禁止过度开发；将库布
其沙漠腹地等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区域划
为禁止开发区，区域内农牧民全部转移、
进城进镇，从事二三产业，这一区域逐步

退出农牧业生产，依靠
自然力量恢复生态。

“我们根据库布其
沙漠沙化的土地类型
和自然、社会、经济条
件，一方面配合全市农
牧业经济‘三区’发展
规划，在生态严重退
化、不具备农牧业生产
条件的区域，实施人口集中转移、退耕、
禁牧、封育等措施，增强生态的自然修复
能力。”鄂尔多斯市林业局局长韩玉飞告
诉记者，“另一方面，在立地条件较好的
区域，采取人工造林、飞播造林等方式，
建设乔、灌、草结合的锁边林带，形成生
物阻隔带，阻止沙漠北侵黄河和向南扩
展。”

在库布其坚持治沙 30 年的亿利集
团也按照全市总体规划，提出了系统的
治沙规划。集团董事长王文彪介绍：“我
们采用机械化与人工种植相结合的措
施，加上自然修复，使库布其沙漠形成绿
洲，增加生物多样性，逐步形成新的完整
生态系统。”

“对于沙漠治理，要遵循保护优先、
科学治理、适度利用的原则，尊重自然规
律，因地制宜。鄂尔多斯对于库布其沙漠
的治理，多在沙漠外围和道路两侧进行，
对于沙漠腹地则以保护为主，总体上是
符合防沙治沙科学理念的。通过科学的
保护和治理，构筑防沙治沙体系，防止沙
漠扩张，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治沙办总工程师屠志方如
此评价。

“目前，库布其沙漠实现了由‘沙逼
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实践
证明‘三区规划’符合主体功能区调整的
方向，也符合地区自然规律和生态恢复
的要求，鄂尔多斯市将继续严格按照‘三
区规划’的要求进行发展和建设。”鄂尔
多斯市副市长石艳杰表示。

如今，在库布其沙漠边缘，孟克达
来一家搞起了沙漠旅游餐饮，年收入二
三十万元。“现在沙漠是宝不是害，是‘金
沙银沙’，人们抢着要。”孟克达来说。
精准施策，筑起有效的防风固沙体系

站在库布其沙漠中段达拉特旗银
肯敖包上，极目远眺，沙区新景尽收眼

底。画面中间地带，金黄色的沙丘绵延起
伏，脚下和远方是大片大片的绿色植被，
将沙漠牢牢锁住。

达拉特旗被南北近 20 公里宽的沙
海一分为二，锁边林带阻止了沙漠扩张，
保护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秉持科学防治的理念，鄂尔多斯人
从实践中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原
则：先易后难，由近及远，锁边切割，分区
治理，整体推进。“南围北堵中切割”是其
中一项治理措施。

“库布其沙漠呈东西狭长分布，为
防止沙漠肆意蔓延，我们在沙漠南北边
缘地带营建起长 200 多公里，南北宽
3—5 公里的乔、灌、草与带、网、片相结
合的绿色防风固沙体系。”韩玉飞介绍。

记者驱车来到库布其沙漠的第一
条穿沙公路。19 年前，当这条凝聚着杭
锦旗干部群众 3 年多心血的“大漠奇迹”
全线贯通时，人们绝不会想到它带来的
生态效益会如此巨大。今天，这条 115 公
里长的公路，如一柄利剑将沙漠拦腰斩
断，公路两侧生长着团团簇簇的沙柳、柠
条等植物，绿色还在向沙漠深处不断延
伸。

杭锦旗林业局副局长高永杰说，当
初人们希望依靠这条公路打通致富的道
路，没想到它还带来全新的治沙思路。治
理库布其沙漠的“中切割”，就是依托 10
条大的季节性河流和修建穿沙公路，将
沙漠切割成块状进行分区治理。在季节
性河流两岸营造护堤林、护岸林、阻沙林
带，在沙漠区域内修建多条穿沙公路，公
路两侧设置沙障、人工植树种草等，建成
一道道绿色生态屏障，遏制沙漠扩展。

在库布其沙漠腹地，则选择较为开
阔、水土条件较好的丘间低地和湖库周
边地下水位较浅、有利于植物成活生长
的区域，采取“点缀治理”的方式，开展人
工造林种草，建设沙漠绿岛、绿洲，逐步

扩大沙漠治理面积，减少风沙危害。
步入杭锦旗呼和木独镇的库布其

沙漠水生态重点治理区，眼前是一片片
大小不一的水面，芦苇丛生，草木葱郁，
夏花烂漫，令人流连忘返。4 年前，这里
还是一望无际的大漠。

2015 年，杭锦旗实施把黄河凌水引
入沙漠低洼地工程，让凌水成为甘霖，让
沙地变为湿地，形成了沙水共存的独特
美景。

“黄河流经杭锦旗 249 公里，每到
春季开河时，堤坝内水多为患，堤坝外干
涸缺水。”杭锦旗水务和水土保持局局长
刘海全介绍，“我们邀请权威部门专家进
行实地勘察论证，编制了可行性研究报
告，最终决定引水治沙。”

杭锦旗水务和水土保持局总工程
师樊文彪说，在库布其沙漠和杭锦淖尔
分凌蓄滞洪区建设两个调蓄水水源地，
连通黄河，实现水资源互补。同时在沿黄
灌区新建一条总排干沟，将沿黄地区多
余地下水通过排水网络工程，全部排入
分凌蓄滞洪区水源地。

如今，绿水绕沙漠，生态美如画，
5000 多万立方米的黄河凌汛水滋润着
干涸沙漠，形成 11 平方公里的水面，治
理沙漠 36 平方公里，种植的 14 平方公
里苗木成活率达到 90%以上。
创新技术，植绿效率和质量大大提高

在独贵塔拉镇那日沙种植示范点，
亿利集团的技术人员向记者演示了几种
植绿治沙专利技术。

亿利治沙专家韩美飞常年在外治
沙，皮肤被晒得有些黑。他问记者：“你猜
现在种一株沙柳需要多长时间？”

见记者有些疑惑，他用手势比了一
个大写的“十”。“10 分钟？”“不，是 10 秒
钟！”韩美飞笑着说。

只见一名技术人员将一根长长的
硬水管插入沙丘，水压立刻在沙地上冲

出了一个深约 1 米
的细小孔洞，在拔出
水管的同时，他立刻
将一株沙柳插入孔
洞，栽植完毕。几个
环节一气呵成，只要
10 秒钟。

“这种方法叫
微创气流植树法。

过去种树要先用铁锹挖出一个大坑，再
放树苗、浇水，种一棵树得十几分钟，种
完以后将干土填回去，树苗吸收不到充
足水分，费时费力又费水，成活率还低。”
韩美飞说，采用气流植树法，减少了土壤
扰动，对生态破坏性小，可保证土壤墒
情，栽植一棵苗木时间短，一次最多消耗
3 升水，成活率也由过去的 20%左右提
升到 80%以上，同时一亩地节约沙障制
作成本 1000 元以上。

亿利集团沙漠研究院副院长张立
欣告诉记者，微创气流植树法适用于地
下水位较浅、便于取水的地区，辅以水肥
一体化，能够大幅提升苗木成活率。而对
于地下水位较深的区域，通常采用螺旋
钻法，利用螺旋钻打出深约 1.2 米的小
孔，插入苗条，通过湿沙层的水分，保持
墒情。这种方法栽植一棵苗木也只需 10
秒，成活率达到 65%以上，能解决沙漠里
种树水源不足的问题。

甘草，被当地人称为“甜根根”。这
几年，不少农牧民“种下甜根根，拔掉穷
根根”。现在，新的甘草种植技术被广泛
应用于亿利集团的种植基地。怎么种？但
见一台拖拉机拉着犁具前行，犁具上坐
着 4 名工人，他们迅速将手中的甘草苗
横着放进刚翻开的沙沟，拖拉机继续前
进，犁具又把沙子覆盖在沙沟上……

“这是我们摸索出来的甘草平移种
植技术。甘草是名贵药材，适合在沙漠里
生长，固氮作用很大，改土效果明显。”张
立欣说，“甘草一般是竖着长的。一棵甘
草竖着长，治沙面积只有 0.1 平方米；横
着长，治沙面积能达到 1 平方米。甘草收
获后，能做成药品、
食品，形成产业链，
助力脱贫。”

69 岁的陈宁布
老人带着记者来到

一处高低起伏的沙丘，沙丘上长满了郁
郁葱葱的沙柳、花棒和杨柴等沙生植物。

“因为沙丘是移动的，过去老辈们在沙丘
上什么都种不活，现在靠新办法居然种
成了，真是厉害啊！”老人边说边竖起大
拇指。

陈宁布说的办法，就是风向数据植
树法。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王林和介绍，
经过对沙漠风向条件的大数据分析，在
流动沙丘迎风坡的 3/4 处以下，通过乔、
灌、草科学搭配种植，在沙丘下部挡住来
风，利用风力削平未造林的沙丘上部，填
埋后一座沙丘的底部，“风吹、树挡、沙
降”，使流动沙丘高度逐步下降，达到削
峰填谷、拉平沙丘的目的。自 2009 年至
今，亿利集团用这一办法造林，面积达
30 多万亩，沙丘高度平均下降了 1/3 左
右。

治沙不停，创新不止。在库布其沙
漠治理的长期实践中，以亿利集团为代
表的治沙龙头企业，还探索创新了许多
办法与技术，苦咸水治理与综合利用、飞
播与无人机治沙、原位土壤修复、光伏提
水灌溉、生物基可降解聚乳酸沙袋沙障
……一系列成果被推广应用，沙漠得绿
色，企业得利润，农牧民得实惠。

沙漠治理应该选用什么树种？中国
林科院防沙治沙首席专家杨文斌说：“治
沙要采用适地适树原则，低密度覆盖治
沙，尽量选取乡土树种，乔、灌、草结合，
增加植被多样性，提升固沙效果，因地制
宜，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荒则荒。”按
照这一原则，亿利集团建成我国西部最
大的沙生灌木及珍稀濒危植物种质资源
库，为扩大治沙成果打下了坚实基础。

科学的治沙理念、规划、方法和技
术成果，极大提高了库布其沙漠防沙治
沙的效率和质量，成本大幅降低，实现了
从分散治理到统一规划、从传统方法到
工业化治理的转变，为国内其他地区的
生态治理和全球荒漠化防治提供了一整
套科学解决方案。

（转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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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世界治沙共识
本报记者 张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