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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鏖战阿拉善鏖战““三北三北””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影报道

【蹲点手记】

一线蹲点影像

““三北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以下简称以下简称““三北三北””工程工程））是重大是重大
国家战略国家战略，，对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对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
活条件活条件、、拓展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空间拓展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空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20232023年年 66月月，，““三北三北””工程攻坚战正式打响工程攻坚战正式打响。。作为作为““三北三北””工程工程
攻坚战核心攻坚区攻坚战核心攻坚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经过多年探索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经过多年探索，，形成形成
了了““人退绿进人退绿进、、造养结合造养结合，，科学创新科学创新、、因症施策因症施策，，以治为用以治为用、、以用促以用促
治治，，政府引领政府引领、、社会参与社会参与，，持之以恒持之以恒、、矢志不渝矢志不渝””的荒漠化治理的荒漠化治理““阿阿
拉善模式拉善模式””。。如今如今，，一条功能完备一条功能完备、、不断延展的北疆绿色长城正不断延展的北疆绿色长城正
逐渐从蓝图变为现实逐渐从蓝图变为现实。。

今年今年 44 月和月和 66 月月，，本报记者两赴阿拉善蹲点采访本报记者两赴阿拉善蹲点采访，，在内蒙古在内蒙古
累计行程累计行程 25002500余公里余公里，，探访当地的探访当地的““三北三北””工程攻坚战工程攻坚战。。

给北极的冰山装上一台发动机运

往阿拉善——这是喜剧电影《西虹市首

富》中，满脑子创业梦的保安提出的方

案。现实中，冰山搬不来，但人们却用

愚公移山的精神，用另一种方式改变着

阿拉善。

阿拉善，蒙古语意为“五彩斑斓之

地”。春夏两次采访，我领略了这里的

大风狂沙、烈日高照，也感受了这里的

绿意盎然、壮美辽阔。但最触动我的，

还是治沙人与自然抗争的不屈与不凡：

黢黑的面庞、粗糙的双手、坚毅的性格、

敢想敢干的担当……

为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梦，他们数十

年如一日，久久为功。

“我要一辈子扎根大漠，让荒漠披

上绿装。”

“一碗米半碗沙，誓要荒漠变绿洲。”

“给三大沙漠织上‘绿围脖’。”

……

行走在阿拉善的治沙现场，我总能

听到这些豪迈的话语。初听时，只觉得

这是西北人特有的粗犷和乐观。但与

他们待久了、一望无际的沙漠看多了、

嘴巴里的沙子吃多了，再听这些话语，

便觉得这是根植于他们心中的一种信

念和力量。

从一千亩、一万亩，到一百万亩、一

亿亩，防沙治沙的面积与日俱增。这里

的人们下着笨功夫，走着人类治沙史上

从未走过的路。为了让子孙“在大树底

下好乘凉”，他们用时间换空间，硬是通

过 一 代 代 人

的接续奋斗，

让 梦 想 照 进

现实。

大漠里，有个五彩斑斓的梦

夏日午后，烈日炙烤着大地，狂风掠过沙丘，卷起黄沙

漫天飞扬，向着沙漠边缘的公路袭来。而一片梭梭林却将

沙拦在了沙漠里，只有风接着呼啸。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地处我国西北，全盟沙化土地面

积 19.69万平方公里，分布着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

大沙漠，是我国荒漠化程度最高、治理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面对荒漠化威胁，阿拉善各族群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

志愿者、施工队一起，连续 40多年在大漠植树、造林、种草，

累计防沙治沙近 1亿亩，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绿色防线”。

全民治沙

“海边的人会游泳，沙海中的我们会植树。”60岁的牧民

斯琴高娃说。她的家位于乌兰布和沙漠边缘，这里干旱少

雨，她把植树视为当地人的必备技能。每到春天，她都会带

着全家老小，自发参与义务植树活动。

对于“治沙能手”焦兴国而言，植树就是守护家园。焦

兴国的牧场位于阿拉善左旗最北部的边境线旁。2018 年，

焦兴国与父亲、弟弟商议后，将自家牧场改造成梭梭种植

“试验田”。

“种梭梭如同看护自己的孩子。”焦兴国说，多年的种植

让他们一家与梭梭结下深厚情谊。截至目前，他们已种植

梭梭 2850余亩。在阿拉善，像他这样投身治沙的人还有很

多，其中还有不少来自外地。

6月 18日，在腾格里沙漠的工程固沙项目区，中铁四局

城轨分公司的孙志伟正指挥洒水车，为去年种下的梭梭浇

水。他一口江苏普通话与本地西北话形成鲜明对比，若不

是和当地人一样被晒得皮肤黝黑，很难将他与这片沙漠联

系起来。

“刚来的时候，根本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孙志伟坦言，

但看到肆虐的狂沙和执着的治沙人后，他选择了留下。如

今，这个来自鱼米之乡的南方人，已习惯了“吃沙葱、喝砖

茶、就着羊肉干面条”的生活。

科技治沙

6月17日，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工程固沙项目区，整齐的

草方格覆盖在数万亩沙丘的表面。来自中建一局的工程人员

甘海瑞操作着农用无人机，播撒花棒、沙拐枣和沙蓬的种子。

这些种子经过三五年生长，便可发挥防风固沙的作用。

“以前全靠人工种植，上百人忙活一天也只能种几百

亩；现在用无人机飞播，四五个人一天就能播种近两千亩。”

甘海瑞介绍，植树种草的机械化程度大幅提高，不仅省时省

力，苗木成活率也更有保障。

在 100多公里外的九棵树项目区，工作人员操控着沙障

车稳步前行，1小时铺设约 5亩草方格，效率是人工的 5倍。

越来越多的机械化作业，为阿拉善打赢治沙攻坚战注

入科技力量。

近年来，阿拉善盟在巴丹吉林沙漠上风口周边条件相

对较好的区域布设飞播带，在腾格里沙漠东南缘建成了长

350 公里、宽 5 至 20 公里的生物治沙带，有效阻止了沙漠南

侵东移。

沙里掘金

6月 16日，在阿拉善盟百万亩梭梭生态林基地宗别立镇

（茫来）项目示范区，村民王刚带着两岁半的儿子在林间巡

护。他们身后 10余公里处，便是我国著名的乌兰布和沙漠。

目前，王刚所在的区域已形成一道东西长 37 公里、南

北宽 23公里的生态屏障。

“以前风沙大的时候，牧民家的门一夜之间就会被沙子

堵住。”王刚回忆道，如今有了梭梭林，风沙明显减少，大家还

在梭梭林下找到了“金疙瘩”。王刚所说的宝贝不是其它，正

是阿拉善近几年广泛种植的肉苁蓉。这种寄生在梭梭根部

的草本植物，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通过发展肉苁蓉产业，

当地实现“以种促治”，推动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自 2000 年启动以来，阿拉善盟“百万亩”梭梭生态林基

地建设项目已建成 9 个规模化梭梭肉苁蓉产业基地，人工

接种肉苁蓉 151.3万亩。通过梭梭嫁接肉苁蓉，当地种植户

人均年收入约 4万元，部分农牧户年收入超过 10万元。

4月10日清晨，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交汇处，当地群众分批前往治沙项目区植树。该项目区作为“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关键节点和阿拉善生态治理的
核心战场，扼守着巴丹吉林与腾格里两大沙漠“握手”的咽喉要道。

4月 9日晚，在腾格里沙漠工程固沙项目区，65岁的张开科（图右）在帐篷外寻
找手机信号与家人联系。

4月12日，腾格里沙漠，两名妇女背着花棒苗
翻越沙丘。当地将“以工代赈”模式运用到防沙治
沙工程建设中，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月12日，在腾格里沙漠工程固沙项目区，中铁四局城轨分公司的植树工人
跟着打坑机将花棒种植在草方格中。

6月 16日，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一处民房内，
王刚（图左）正带着孩子在筛选肉苁蓉种子。

← 6月18日，在腾格里
沙漠工程固沙项目区，46岁
的王世花（图右）与工友为去
年种下的梭梭和沙拐枣浇水。

图① 6月17日，在巴丹吉林沙漠工程固沙项目区内，
来自中建一局的工程人员正操作无人机实施飞播造林。

图② 6月16日，阿拉善左旗宗别立镇，60岁的牧民斯
琴高娃骑着摩托车巡护梭梭林。不远处就是著名的贺兰
山脉。

图③ 4月12日，阿拉善左旗一处已经实现并网发电
的光伏工程。③③①① ②②

6月 16日，在阿拉善左旗的一处肉苁蓉加工车
间内，工人正在分拣已经切片的肉苁蓉。

↑4 月 12 日，在阿拉
善左旗的一间办公室内，
中铁四局城轨分公司的
工程人员正在讨论防沙
治沙方案。

6月18日，阿拉善盟林草局的科技员杨阳（图左）
与焦兴国一同查看肉苁蓉的生长情况。

↓4月 9日，在腾格里沙
漠工程固沙项目区，忙碌了
一天的治沙工返回生活区清
洗脸上的沙子，准备吃晚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