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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高质量建设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
——纪念2022年6月17日第28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

今年6月17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
国际主题是“携手抗旱、共同成长”，我国的主题
是“携手防治荒漠化 共建命运共同体”。这一主
题的确定，旨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动员全社会共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
复，共书治沙青史、共护绿水青山、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

我市是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境内自西
向东分布有浑善达克和科尔沁两大沙地。根据
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我市荒
漠化土地面积 5401万亩，沙化土地面积 2830万
亩，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1450万亩，土地荒漠
化和沙化是我市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态问题
之一。有效推进防沙治沙工作，事关全市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事关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事关
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安全，可以说是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
今后，我市将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依托全国双重规
划的实施，对沙化土地进行统筹谋划，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坚
持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坚持节水优先、量水
而行、因水施策，坚持转变农牧业生产结构方式，
持续加大对沙化土地的治理力度，高质量建设全
国防沙治沙示范区，为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
障、构筑绿色万里长城贡献新的赤峰力量。

一是科学规划布局，实施综合治理。根据生
态现状、气候特点、利用情况，坚持因地制宜、分
类指导、分区施策，采取有针对性地修复措施。
总的思路是国土纵深以保护为主，重点区域加大
人工治理力度。对于重度沙化区，实行全面禁
牧，辅以飞播造林种草、工程固沙、草原修复治理、
易地搬迁等综合治理措施，恢复和增加林草植被，

促进沙地生态修复；对于中度沙化区，严格执行草
畜平衡制度，推行阶段性休牧，辅以封沙育林、围
栏封育、人工造林种草等综合治理措施，适度发展
高效现代畜牧业；对于轻度沙化区，严格落实草畜
平衡制度，持续推行休牧制度，配套人工造林种
草、封沙育林等综合治理措施，着力发展高效现代
畜牧业，因地制宜发展林沙草产业。

二是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内生动力。在保障
生态建设这一主体目标的同时，统筹考虑生态、
生产、生活，将政府要绿与群众要利紧密结合起
来，不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重点发展以特色种养殖业为主的第一产业，
大力发展以林草畜产品精深加工为主的第二产
业，积极发展以森林草原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
积极推广“企业+基地+合作社+农牧户”的经营
模式，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

三是完善政策机制，激发发展活力。建立沙

地治理工程信息公开制度，畅通社会资本参与工
程建设的渠道，鼓励企业、农牧民及专业合作组
织参与工程建设，建立“政府统一组织，部门协同
实施，社会企业积极参与”的多元化沙地治理建
设机制，形成规模集聚效应。适度放活沙化土地
草场经营权的流转，鼓励企业、个人以独资、合
作、承包、租赁、股份等多种形式参与沙地综合治
理和产业开发。发挥农牧民主体作用，推行“以
奖代补”“以工代赈”“先造后补”机制，鼓励农牧
民以自建、承包、投工投劳、联户合作等形式参与
沙地治理工程，优先聘用项目区农牧民为沙地治
理工程管护员，增加工资性收入，激发农牧民参
与沙地治理和管护的积极性。

四是加大科技支撑，科学防沙治沙。一是要
科学确定修复方式。根据不同的立地条件，因地
制宜选择最佳修复方式，做到宜林则林、宜草则
草、宜沙则沙、宜荒则荒，做到造封飞相结合。二

是要充分考虑水资源承载力，大力发展雨养林草
业，做到以水定绿。三是大力开展科技攻关，摸
清沙化土地自身规律，解决林草植被配置、草原
生态和降水、地下水关系问题，科学指导防沙治
沙。四是大力推广适用技术，将已经确定为行之
有效的适用技术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提高防沙
治沙质量和效益。

五是加大执法力度，巩固建设成果。严格执
行《防沙治沙法》《内蒙古自治区实施防沙治沙法
办法》《赤峰市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管理条例》

《赤峰市地下水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生
态保护红线管理，促进沙地生态环境依法得到系
统、完整、严格的保护。建立沙区开发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以及产业和环境准入制度，杜绝可
能导致土地沙化的开发行为。强化执法监管，建
立执法巡查、苏木乡镇和嘎查村组织管理、农牧
民群众管护主体管护网络体系和定期督察制度。

敖汉旗将退化林分改造作为实现敖汉林业
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着力实施了以提升林业效
益为重点，发展经济林工程，以调整产业结构为
重点，发展文冠果、元宝枫木本油料林工程，以优
化树种结构为重点，推进樟子松林苗一体化基地
工程等建设模式。截至目前，全旗累计完成退化
林分改造面积120万亩。

从“十二五”起，敖汉旗委、政府就启动并实

施了杨树退化林分改造工作，按照经营目标化、
建设模式化、发展规模化的思路，把生态建设与
林产业和林下经济紧密相结合，实现从单一造
林向调整树种结构的转变；“十三五”期间，以敖
汉旗被列为国家级森林经营试点和自治区级退
化林分改造试点为契机，深入实施“一减三增两
改”退化林分改造修复战略，减少退化林分，增
加樟子松基地、经济林工程、文冠果和元宝枫木
本油料林工程，实施沙棘改良和山杏改接工程；
2021年以来，他们紧紧抓住“十四五”开局之年
的有利时机，深入实施了退化林分改造工程。
工程建设以市级整合的退化林分改造资金为支
撑，以集体、国有、个人三类改造为主体，以樟子
松、油松等树种为带形成林网，林网内建设发展
经济林、文冠果（元宝枫）木本油料林和沙棘基
地，加大山杏林改造、樟子松林苗一体化和杨树
速生丰产林建设，着力推广实施林草、林药、林
菌、林禽等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努力实现三效统
一。

进入“十四五”初期，该旗总投资约 2亿元，
充分依托京津风沙源和退化林分改造修复等林
草投资项目，高质量完成了退化林分改造 20万
亩，进一步加强了生态保护和发展，提升了生态
效益。 （刘忠友 李爱华）

敖汉旗：加快推进退化林分改造修复成效显著

巴林左旗位于大兴安岭西南山麓和科尔沁
沙地北部边缘，根据2020年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
沙化土地监测数据，全旗沙化土地面积50万亩，
占全旗国土面积的 5.23%“十三五”期间，全旗累
计投资3.56亿元，完成荒漠化土地治理任务56.1
万亩，全旗荒漠化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完善政策措施，激发荒漠化治理发展活
力。该旗不断创新造林工程建设管理机制，全
面推广“工程招投标造林”“合同制造林”和“先
造后补造林”等建设管理机制，提高了工程质量

和投资效益；在组织形式上，采取公司化、大户
承包、专业队伍造林等管理模式，实现了由群众
性分散治理向专业队伍造林方式的转变。在资
金投入上，改变过去仅靠国家项目资金和财政
投入的模式，积极拓宽融资方式，金融性资金、
公司、大户、合作社等投资方式也得到一定推
广，构建了政府性投资、金融性投资和社会资本
投资的新格局，“十三五”期间，旗本级财政累计
投入资金2.67亿元。

加大科技支撑，切实提升工程质量。全旗
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还草等国家重
点工程，组织实施了荒漠化土地综合治理与修
复工程，通过自然修复和人工治理相结合、林草
植被综合修复等措施对荒漠化土地进行综合治
理，做到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因地施策。针对
气候较为干旱的实际，大规模推广以苗木蘸根
保湿、坐水覆膜、节水灌溉、容器苗造林为主的
系列抗旱造林技术，大大提高了造林成活率。

推进民生改善，统筹推动林草产业健康发
展。积极发展林草产业，重点打造了一批林草
产业基地、扶持了一批重点龙头企业、培育了一
批新型林草产业合作组织，全旗土地荒漠化治
理综合效益不断提升，实现了荒漠化治理与产
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截至目前，全旗林草产业
产值达到3.2亿元。

（刘建通）

多年来，克什克腾旗始终把生态作为立旗
之本、发展之基，始终把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作为
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大投入，持
续推进落实，积极争取并重点实施了京津风沙
源治理、退耕还林还草、重点区域绿化、退化草
原生态修复等一大批重点生态工程，2016-2021
年完成生态修复工程123.51万亩。

工程建设本着适地适树原则，融入山水林
田湖草沙理念，结合全域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

采取了机械整地与人工整地、防护林与经济林、
工程固沙与人工造林、乔木造林与灌木造林、原
有树种与新建工程树种、树种选择与原始地貌
相结合的治理模式，重点打造了经棚镇影碧山2
万亩樟子松基地、芝瑞镇铁香炉子2万亩乔木防
护林、红山子乡白音图漠 3万亩针阔混交、乔灌
混交多层次多色彩防护林，经棚镇蛤蟆山3万亩
形态各异秀丽逶迤山地景观林、芝瑞镇1万亩综
合治理项目区等特色精品区，在增加森林草原
资源基础上，为林下经济和森林旅游业发展做
了良好的铺垫。

为了巩固建设成果，该旗先后制定出台了
《关于实施生态立旗战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
建设的决定》《克什克腾旗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
暨防沙治沙总体规划》《克什克腾旗禁牧休牧和
草畜平衡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为常态
化做好浑善达克治理成果保护工作提供坚强的
政策制度保障。经过多年的重点治理和保护，
浑善达克沙地森林面积大幅提高，项目区内及
周边风蚀沙化和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林草
植被盖度明显增加。截至 2021年底，全旗森林
覆盖率达到31.1%，草原植被盖度53.5%。

（齐宇阳）

巴林左旗：加强荒漠化治理推动绿色发展

克什克腾旗：推进生态建设书写绿色篇章

松山区在解放前只有残存林地 16.6 万亩，
森林覆盖率仅1.7%，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
化，而现在该区林地面积已达 394.473 万亩，森
林面积 282.3675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33.38%。
这一可喜成果是该区干部群众甘于做生态屏障
的建设者和守护者，数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不
懈奋斗得来的。

松山区从 2000年至今通过人工造林、封山
育林、飞播造林等方式完成京津风沙源项目造
林任务 148.4万亩；通过退耕地造林和荒山造林
等方式，顺利完成两轮退耕还林任务 58.05 万
亩；通过环城高速综合整治与绿化、村庄绿化、
设施农业园区绿化等工程近 5年内完成重点区
域绿化 7.46万余亩；通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近
10年增加绿化面积 2万余亩；自 2011年开始实
施经济林建设项目，经过几年连续不断地建设，
目前经济林面积已发展到 18.6 万亩，年产各类
水果6.25万吨，总产值超过2.5亿元。

为保证三座店水库供水水质、防治水源地
污染，松山区林草分局配合制定了《三座店水库
周边及上游水环境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及产业
发展规划（2020-2022）项目建议书》，通过实施
新建丰产经济林 5190亩、提质提效低产经济林
5977 亩、山杏嫁接扁杏 16000 亩、营建生态林
45841 亩，总计投资 1.03 亿元，使现有林带发挥
更大的生态涵养价值，同时探索发展干鲜果品、
木本药材、木本油料、木本香辛料为主的特色小
品种经济林，切实涵养流域水源，改善流域水质
和增加水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通过防沙治沙相关项目的实施，大大降低
了风沙的危害，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良
好的契机和平台，促进了先进技术和大量资金
流向工程项目区，使以生产粮食作物为主的粗
放农业向设施农业、节水农业、舍饲畜牧业、集
约林果业和观光旅游业发展过渡，推动了农业
产业化经营，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

（赵婧）

巴林右旗深入贯彻落实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思路，倾力打造万亩文冠
果木本油料林等绿色生态工程，逐步实现百
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

文冠果号称铁杆庄稼，是集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于一体的优质树种。该旗
林业和草原局经过多次调查研究，谋划建设
以“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为发
展思路的万亩文冠果木本油料林基地。该项
目区落户于该旗宝日勿苏镇老房身村、吉林
嘎查、大新庙村，计划2022年完成樟子松防护
林网格和 3000亩文冠果栽植；2023年完成全
部文冠果栽植，其中包括 800 亩文冠果丰产
园；2024 年进行提质增效。行间进行药材种
植，示范发展林下经济，从而将经济效益与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有效结合，实现生态产业化
和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

万亩文冠果木本油料林基地建设充分运
用高科技手段进行造林绿化，项目区采用樟

子松做防风网格，造林整地使用丰疆导航定
位系统的自动驾驶植树机作业，网格方正，林
带笔直，树穴点布置整齐。网格内部进行文
冠果栽植，运用北斗系统和RTK等高科技手
段进行精准测量、定位和放线，实施科学造
林；项目区的建设还运用了在下坡位设置拦
水坝和抗旱保湿等多种高科技技术，通过运
用这些科技手段，使造林的自动化程度、作业
精度得到有效提高，造林速度更快，全面提高
了文冠果的苗木成活率和造林质量。该木本
油料林进入盛花期后，万亩文冠果花海将成
为巴林右旗乃至赤峰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当地可以依托赏文冠果花发展乡村旅游产
业。 （王清茹）

翁牛特旗地处科尔沁沙地西缘，是赤
峰市境内沙地分布最广、面积最大、沙化
最重、治理最难的地区。几十年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翁牛特旗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加大防沙治
沙和造林绿化力度，全力推进防沙治沙工
程，取得可喜成效。截至目前，全旗已完
成沙地综合治理面积 578万亩，高于科尔
沁沙地平均治理率的8.6个百分点。森林
覆盖率达到 29.6%，项目区植被盖度由治
理前的10%增加到现在的65%以上。

根据沙地的分布特点、人为活动影
响、防治重点和开发方向，探索总结出了
一套适合翁牛特旗的“以路治沙”“引水治
沙”的防沙治沙模式。结合主要交通干线
和穿沙公路，形成沙地公路网，围绕公路
两侧对沙地腹部进行综合治理。截至目
前，累计开通穿沙公路12条，总里程388.5
公里，沿公路两侧完成沙地治理面积258.1
万亩；通过开挖渠道，建节制分水闸，引河水
入科尔沁沙地，有效提高周边沙地水位，累
计引水1500万立方米，治理沙地30万亩。

根据不同立地条件，采取飞封造并
举，构建“乔、灌、草”相结合的防护林体系
格局，推广采用乡土树种造林，模拟飞播
优质牧草，全力推进生态屏障建设。牢固
树立生态红线理念，依托最严格的禁牧政
策和林木采伐限额，严厉打击乱砍滥伐、
偷盗滥牧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加强植被
资源管护。“十三五”期间，全旗共完成林
业建设 61.88万亩，完成草原人工饲草基
地建设3.5万亩，飞播牧草4万亩。

在进行沙地治理的同时，找准防沙治
沙与绿色增收的最佳契合点，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林沙产业，相继尝试开发了沙地
林果、沙地马铃薯种植、林下种养殖、沙地
旅游等产业，增加沙区农牧民收入。目
前，全旗累计完成林果基地 14.1万亩，并
相继形成了 10 万亩的杨树用材林基地，
20万亩元宝枫、文冠果油料林基地，90万
亩山杏经济林基地，150万亩灌木饲料和
生物质能源林基地，实现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 （赵航）

巴林右旗
建设万亩文冠果林 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松山区：

▲巴林左旗召庙万亩生态园板太阳花板块。

▲克什克腾旗水泉梁项目治理区。

▲松山区老府镇降昌隆村123苹果。

▲绿色交响曲。

▲巴林右旗万亩文冠果木本油料林工程。

▲翁牛特旗乌白路沙地综合治理工程。

翁牛特旗
坚持生态优先 全力防沙治沙

▲翁牛特旗罕都线综合治理工程。

建设北疆生态屏障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