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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中的卫星，记录了青
海湖畔数十年间沙与水的“进
退角逐”。曾经的青海湖，沙进
水退，沙地侵蚀湖面分离出一
个子湖。如今，水进沙退，子
湖已重新回到主湖的“怀抱”。
从 “ 沙 进 水 退 ” 到 “ 水 进 沙
退”的转变，有赖于沙丘上连
片分布的青杨、松柏等植物，
将流动的沙丘牢牢锁定在青海
湖畔，构筑起一道坚固的生态
屏障。

这不仅是大自然的慷慨馈
赠，更是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书写的绿色奇迹。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
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

过去，中国曾发生的一些
洪涝灾害，与森林滥砍滥伐有
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河流中上
游植被的过度砍伐，造成土地
大 面 积 裸 露 ， 加 剧 了 水 土 流
失，最终在天气条件的作用下
酿成自然灾害的苦果。破坏了
山 、 砍 光 了 林 ， 也 就 破 坏 了

水。山变成了秃山，水变成了
洪水，泥沙俱下，地也就变成
了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水土
流失、沟壑纵横。

十年前，浙江丽水下垟村
梯 田 中 有 大 片 干 涸 撂 荒 的 土
地。2012 年，浙江丽水开始逐
步修复瓯江水系，使得山泉水
能够经由修复后的 80 多条水渠
流入梯田，让鱼、螺、虫在田
间自由生长，产生的生物粪肥
又滋养了梯田。正是这样一个
湿地生态循环系统，让梯田重
现生机。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
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
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
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
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
水 的 命 脉 在 山 ， 山 的 命 脉 在
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
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
物质基础。”

组成生态系统的各个要素
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
约，其内部蕴含复杂的能量和
物质转化关系，如果这个系统
中的某个环节发生变化，其他
环节也会受到影响。因此，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不
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要按
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
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
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
地下、岸上水里、城市农村、
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
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
治 理 ， 增 强 生 态 系 统 循 环 能
力，维护生态平衡。

生态保护和修复是
一个系统工程

十年来，中国生态保护和
修复工作逐步推进，许多“生
态疮疤”已被抚平。

秦 岭 和 合 南 北 ， 泽 被 天
下，是中国的“中央水塔”，但
秦岭北麓曾因违规建筑而伤痕
累 累 。 经 过 整 治 ， 秦 岭 脚 下
1194 栋违建别墅被拆除，违建
别墅区全面复绿。如今的秦岭
草木葳蕤、秀美宁静，朱鹮、
大熊猫、羚牛、金丝猴等珍稀
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中有增。

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的八
步沙林场，曾是甘肃省武威市
古浪县最大的风沙口，黄沙莽
莽，寸草不生。历经 40 多年的
荒漠化治理，以“六老汉”为
代表的三代治沙人先后在八步
沙、黑岗沙以及北部沙区完成
治沙造林 25.7 万亩，管护封沙
育林草面积达 43 万亩。如今，
八步沙的绿意不断延展，还充
分利用生态系统自然条件发展
起林下养殖、有机果蔬种植等
生态农业，从为害一方的“风
沙口”变成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的“聚宝盆”。

实 施 青 藏 高 原 、 黄 土 高
原、祁连山脉、河西走廊等生
态修复工程，开展大规模国土
绿化行动，加强荒漠化治理和
湿地保护，构建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十
年来，这些统筹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治理的有力举措，提升

了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
保持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
和 完 整 性 ， 丰 富 了 生 物 多 样
性，筑牢了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总体来看，实施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可以
更好地解决生态系统性与治理
碎片化之间的矛盾，推动实现
生态文明建设由点到面、由局
部到整体、由短期到长远的根
本性突破。

从系统工程和全局
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问题
在水里，根子在岸上。为贯彻
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着力打
好黄河生态保护攻坚战，今年8
月，生态环境部等 12 部门联合
印发 《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
战行动方案》，提出河湖生态保
护治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城镇环境治理设施补短板、农
业农村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修
复五大行动，要求加强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推
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修复。

黄河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
整体，治理黄河是一项系统性
工程，需要统筹谋划上中游、
干支流、左右岸，充分考虑不
同流域的差异。上游要以水源
涵养为重点，中游要突出抓好
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下游则
要做好湿地保护修复工作。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治理，不能再是头痛医头、脚
痛 医 脚 ， 各 管 一 摊 、 相 互 掣
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
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
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
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
系统性破坏。”

坚持系统观念，保护生态
环境，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
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
域 、 全 过 程 开 展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 做 到 上 下 同 心 、 齐 抓 共
管，把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
真性和完整性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深入推进生态修复和环境
污染治理。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只
有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沙
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理念，
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坚
持不懈、久久为功，方能夯实
我们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保
护好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本钱。

（作者单位：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研究中心）

上图：近年来，紧邻三峡
大坝的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实
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全面修复三峡库区生态，昔日
的荒滩野岭变身成为人们健身
游乐的绿道、公园和景区。图
为宜昌市秭归港的望江公园生
态美。

郑 坤摄 （人民图片）
左图：江西省抚州市金溪

县生态城郊，风光旖旎，美如
画卷。

邓兴东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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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镜头】 眼下正是库布
其沙漠绿洲的植物结种子的
旺季，亿利库布其沙漠事业
集团的工程师常朝晖带领治
沙工人和当地的农牧民组成
了 100 多人的工作队外出采
种，持续充实种质资源库，
为来年的春季种植做准备。

库布其，中国第七大沙
漠，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高原北部，曾被称为

“悬在首都头上的一壶沙”。
数十年前的库布其，称

之为“死亡之海”一点不为
过 —— 降 水 稀 少 ， 植 被 稀
疏，人们饱受风沙肆虐的折
磨；今天的库布其，已成为
希 望 之 地 —— 降 水 大 大 增
加，沙尘天气减少了 90%以
上，动植物种类增长到 500
多种。

在库布其沙漠核心治理
区，植被覆盖度由 34 年前的
不足 3%提升到了 65%，逐步
建成了乔、灌、草、药混交
的 立 体 生 态 绿 洲 。 几 十 年
间 ， 从 传 统 的 先 挖 坑 再 种
树，到发明微创气流法仅用
10 秒钟便能种下一棵树，再
到无人机种树，库布其治沙人研发出100多种治沙技术，
总结出一套治沙模式。常朝晖说：“我们正在构建库布其
治沙地上地下固碳及涵养水源的数据模型，并向西部沙
区推广库布其治沙技术和经验。”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库布其沙漠的环境
越来越好，沙漠旅游开展得如火如荼，绿色低碳产业的
发展也有声有色。今年国庆节前夕，内蒙古自治区首台
套1000标方碱性电解槽在鄂尔多斯市亿利阳光谷库布其
低碳产业基地下线，将助推当地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正
在建设的蒙西基地库布其200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是中国
单体规模最大的光伏治沙基地项目，建成后可修复治理
沙漠 10 万亩，年均减少向黄河输沙 200 万吨，实现向蒙
西电网年均供应绿色电力约40亿千瓦时，解决当地农牧
民就业1000人左右。

从畏惧沙漠，到走进沙漠，再到与沙漠共舞，库布
其治沙数十年，不仅从生态系统的整体视角治理沙漠，
更是将“治”沙与“用”沙相结合，让治沙产业链走得
更长、更远，绿富同行，绿富同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库布其治沙人把这句话
“种”在了大漠上。如今，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为
“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的库布其沙漠，其治理模式
与发展道路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
慧，作为中国的一张绿色名片，库布其沙漠让世界看到
了来自东方的生态奇迹。

下图：航拍库布其沙漠生态科技中心种质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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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镜头】 三江源地区是长江、
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中
华水塔”。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
源园区，海拔 3800 米处的五道河碧
水淙淙，由河畔延展出的高山草甸层
峦起伏，不少牛羊在这里“大快朵
颐”。当地牧民深知，这里气候干
燥，如果没有冻土层防止地表水下
渗，就不会形成河流湖泊，更不会有
丰美水草。

“泉眼的流量明显大了，以前的
草只有手指高，这两年能长到小腿高
了。”家在黄河源头几公里外的牧民
求中，将黄河源头一处处泉眼和草原
的变化都看在眼里。

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启动，通过实施退化林草改良抚
育、黑土滩治理、水源涵养、有害生
物防控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自然生态系统得到保护和修
复，水源涵养能力增强。

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三江源荒
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双缩减”，草
地覆盖率、产草量分别提高 11%、
30%以上，水源涵养量年均增幅6%以
上。2016 年至 2020 年，三江源地区
向下游输送水量年均增加近百亿立方

米，滋养着广袤的中华大地。
“中华水塔”的生态本底变好，

野生动物也相继归来。在青海省玉树
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不少牧民
都见过雪豹的身影。作为三江源国家
公园的一名生态管护员，牧民索多格

外幸运，他曾三次在同一个地方观测
到雪豹。

如今，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野
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加，不仅有
白唇鹿、岩羊等野生动物时常出没
在峡谷地区，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种
群数量也已从不到 2 万只增加到 7 万
余只，“中华水塔”愈加显露出一派
盎然生机。

下图：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
州玛多县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
区内，黄河源头“姊妹湖”之一扎陵
湖风光无限。

新华社记者 吕雪莉摄

“中华水塔”生机勃发
本报记者 朱金宜

【近镜头】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海市的金海湾，成片树林繁盛茂
密，在海风中微微摆动。退潮时
分，漫步在观景栈道上，可以看到
林中活跃着弹涂鱼、招潮蟹及各种
贝类，鹭鸟也来到这片“动物乐
园”，翩然飞舞。

涨潮时被海水淹没，退潮时可
见其根系盘根错节于滩涂之上，这
就是广泛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海岸
带海陆交错区的红树林。作为一个
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红树林不仅
能够“自给自足”，形成局部生态
循环，还能够防风消浪和充当海
水的“净化器”，生态功能十分
显著。

然而，随着人类活动对红树林
生境的破坏和干扰，红树林矮化、
稀疏化等“病症”一度出现在我国
广西、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加
之外来物种入侵等因素的影响，红
树林的生物多样性也急剧下降。

“这些年，我们清理了外来物
种互米花草，种植红海榄、秋茄
树、木榄等本土品种。”据北海市
政府副秘书长张实介绍，当地通过
湿地保护与修复等方式，多措并举
恢复红树林植被。目前，金海湾红

树植物增加到19种，红树林面积已
达到约1300亩，自然繁殖生长的红
树小苗也越来越多。

据了解，通过严格保护和大规
模生态修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红
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少数国家之一。
为了更加科学高效地修复保护红树
林，需要坚持更加符合生态规律的
修复思路。专家表示，实施红树林

生态修复，不是种得越密越好，还
要合理留有潮沟、光滩等，保证海
水交换、鸟类栖息和底栖生物等需
要，维护生物多样性。

上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
市合浦县党江镇渔江村附近海域，
红树林郁郁葱葱，成为沿海的绿色
生态屏障。

林启波摄 （人民图片）

是森林，也是海洋卫士
本报记者 朱金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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