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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最大的沙地里生活是

一种怎样的体验？

“种一坡，收一车，打一簸箕，

煮一锅，吃一顿，剩不多。”

“牛在房上走，屋在沙里埋，一

年种三茬，还是吃不饱。”

50 年前，在科尔沁沙地中生

活，“牛在房上走”的怪事时有发生；

“路通了，沙没了，日子越来越

好了！”

“光伏治沙，赚了钱、治了沙，

一举两得！”

50年后的今天，在科尔沁沙地

中生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竟也

时有发生。

我国面积最大的沙地——科

尔沁沙地面积超过 8870 万亩，其

中，5491万亩在通辽市境内、1746.8

万亩在赤峰市境内。过去，几百万

人口生活在“无风三尺土”的恶劣环

境中。

正是这样恶劣的生态环境，激

起了两地人民战沙的斗志！

作为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主

战场，通辽市各级党委、政府带领人

民攻坚克难、久久为功，创造出一个

又一个的治沙奇迹，总结出一批可

供借鉴推广的治沙经验，为打赢科

尔沁沙地歼灭战贡献出通辽智慧；

经过多年有效治理，赤峰市流动沙

地逐步向半固定沙地和固定沙地转

化，中度、重度和极重度沙化面积逐

步减少，沙区生态系统实现了正向

演替和良性发展，实现了由“沙进人

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从科尔沁沙地在全国四大沙

地中率先实现治理速度大于退化速

度的良性逆转，到目前通辽、赤峰荒

漠化和沙化面积呈现双缩减趋势、

形成生态与气候相互促进的良性循

环态势，再到科尔沁草原生态功能

逐渐恢复，每一个阶段治沙的成功，

都离不开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的成功结合。

绿富双赢的治沙实践，让中国

最大的沙地腹地变成了生态宜居的

致富宝地，也让科尔沁沙地歼灭战、

攻坚战变成“双子星”绿色发展的新

契机。

四季造林牧光复合以路治沙

赤峰通辽变沙地歼灭战为发展新契机

夕阳染红了云彩，鸟鸣其间，赤峰市翁
牛特旗其白线穿沙公路随着沙丘缓缓起伏，
被草方格沙障和绿色“拱卫”着，蜿蜒如龙横
亘于大地上。

今年建成的其白线穿沙公路，总投资
560万元，全长15公里，是该旗16条穿沙公
路之一。

同样位于科尔沁沙地的通辽市奈曼旗
常兴穿沙公路，长度达 137 公里，犹如一把
利剑直插沙漠腹地，让沙海彻底变“通途”。

奈曼旗以常兴穿沙公路和大广高速公
路为轴线，开通大宝线、白廿线、白苇穿沙公
路等，茫茫沙海中串起了10 条穿沙绿色走
廊。公路周边有了樟子松、火炬、五角枫、柠

条等植物的“镇守”，风沙再难肆虐。
多年来，赤峰、通辽两地开启独特的

“以路治沙”模式，达到锁边护路、纵深治沙
的成效，助力打赢“科尔沁治沙”歼灭战。

2024 年，通辽市公路养护中心完成投
资1089.75万元，精心选取国道303线、省道
310 线通辽北外环线作为公路绿化治沙示
范点，全力推动“一段干线一特色、一个地区
一典型”的“以路治沙”模式落地成型。

路修通了，依路致富，才能在沙海中成
金。“穿沙公路不仅解决了我们出行难的问
题，还能增收致富。”生活在赤峰市翁牛特旗
阿什罕苏木的村民李玉安说，以前他出去卖
牛，要开车绕行3个多小时，费时费力。现

在家门口的路通了，李玉安正计划扩大养殖
规模。

路就像“血管”，“血管”通了就什么都
通了，特别是沙区群众思想也“通”了。敖润
苏莫苏木党委书记潘云东对记者说：“路通
了，村民种植的玉米和小米，养的牛拉出去
也能卖个好价钱。这些好处，老百姓都看得
很清楚。”

望过去，沙进人退举步维艰；看今朝，
沙海变身宜居宝地。穿梭在歼灭战现场，赤
峰、通辽绿色“双子星”闪耀在科尔沁沙地，
正紧握绿色发展新契机，努力创造新时代中
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据《内蒙古日报》）

沙海变“通途”

“第一批种植的牧草已经出芽，再过一
段时间，项目区就会穿上黑绿相间的‘条纹
衫’”。在通辽市科左后旗 100MW 光伏治
沙储能项目区，负责人张雨雷告诉记者，项
目采用“牧光复合”建设模式，光伏板依地势
而建，不破坏原始地貌，光伏板年产1.8亿千
瓦时绿电，在板下种上牧草，可以为农牧民
提供优质饲料。

光伏治沙，不光是在沙子里种上可以
发电的“树”，还把茫茫沙海变成“大电池”。

“风电光伏+治沙”是通辽“五大生态产
业”之一，通辽计划从2024年开始全面铺开

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到 2030
年共申报装机规模350万千瓦、治理沙化土
地51.6万亩。届时，科尔沁沙地里会有更多
同时产生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

“大电池”。
秋日午后，赤峰市敖汉旗敖润苏莫15

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区里，整齐排列的光伏
板在日光下泛着墨蓝色的光。

敖润苏莫苏木在草方格内撒播沙打旺
种子，牧草长起来，每年可为1000余头（只）
牛羊提供优质牧草，年可实现发电3亿度，
实现产值近1亿元。

苏木党委书记潘云东一边介绍一边伸
手给记者算了经济、生态、社会三笔账：光伏
治沙，老百姓征地、就地务工有收益，发电创
造税收，老百姓看到曾经的沙海变成“绿电
蓝海”、饲草绿海，全都竖起大拇指支持治沙
工程。

看到敖汉旗尝到了光伏治沙的甜头，
2024年，翁牛特旗实施风电装机10万千瓦、
光伏装机10 万千瓦两个项目，治理沙地面
积8万亩，计划到2030年实现新能源装机达
到100万千瓦，综合治理沙化土地28万亩，
着力打造“光伏治沙升级版”。

沙海变“蓝海”

10月，记者在秋季的马场梁生态建设
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区放眼望去，枝叶繁盛、
一片金黄。“我们这里从 1989 年开始治理，
现在已经看不到沙子的踪影了。”赤峰市敖
汉旗三义井林场场长、党总支书记陈学勋站
在观景台上，脸上满是自豪。

敖汉旗位于科尔沁沙地南缘，20世纪
五六十年代，这里黄沙滚滚、遍布荒山秃
岭。经过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目前，项
目区有林面积已达121万亩。

“2019年以来，我们结合乡村振兴工作
总体布局，以退化林分改造为重点，新建了
3000亩精品示范工程，以元宝枫、文冠果、樟
子松为主；2022年，又依托重度杨树退化林
分改造工程，新建了 320 亩大扁杏经济林，

示范带动效果很好。”三义井林场副场长于
兴男告诉记者，2024年马场梁生态建设综合
治理工程项目区正在以防沙治沙、生态治理
为主抓手，重点推进大中亚区域植被恢复与
森林资源管理利用示范项目三期工程，进一
步巩固生态建设成果，打造防沙治沙与生态
教育结合的新样板。

深秋时节，来到科左后旗科尔沁沙地
歼灭战植树造林现场，春季造林成果已然显
现——草方格沙障内，人工栽植的树木与自
然生长的花草为大地铺上一条金毯。

“深栽，是为了节水；浅埋，也是为了
节水。”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实验，科左后旗
林业工作站站长朝克吐针对科尔沁沙地
沙粒粗、粘聚力差、沙土蒸发量大且快、风

沙等级高等恶劣条件，与他的研究团队共
同研发出了科左后旗科尔沁沙地“深栽浅
埋”种植技术。

“深栽浅埋”种植技术就是一种中、大
乔木苗和部分灌木大苗的新型栽植技术，是
深坑投苗、浅层覆土的栽植技术。应用此技
术后，科左后旗春季造林成活率由50%大幅
提高到90%以上，造林成活率、保存率均提
高到90%以上，且苗木长势旺盛，亩均节省
成本963.5元，还可免去补植、补造过程，减
少50%的浇水次数，节省水资源55.8%。

节水高效的“深栽浅埋”造林新技术，
可以实现四季造林，这一技术的应用和推
广，让科尔沁大地实现快速“换装”，为防沙
治沙贡献出通辽智慧。

沙海变“绿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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