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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布其生机盎然

1988年到2022年，30多年间，库布其沙漠的
黄色不断被绿色所取代——在第九届库布其国际
沙漠论坛的开幕式上，这一段库布其沙漠今昔对
比的视频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在当地人的记忆中，20世纪80年代的库布其
沙漠曾是一片“死亡之海”——没有道路、没有
电路、没有活路。如今，库布其沙漠的生机渐渐
回来了，这里的植被覆盖率已经达到 53%，年降
雨量由不足 70毫米增长到 300多毫米，沙丘高度
整体下降了一半，许多人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种树是件积德的事。”
世代居住在杭锦旗杭锦淖尔村的高毛虎，种

树种出了这样的心得。
以前，高毛虎一家的经济来源仅靠20亩贫瘠

的盐碱地，频繁的沙尘也严重威胁着一家人的
生计。

改变发生在1999年。那一年，杭锦旗第一条
穿沙公路开通，高毛虎和乡亲们在政府的带领下
种树护路，用高毛虎的话说，“把沙漠围封起来，
先从边上开始，一直往里推”。

2004年，高毛虎当上了库布其治沙企业亿利
资源集团成立的民工联队长，每年雇工一二百
人，承包种树几千亩。树越种越多，越种越好，
高毛虎一家的收入也越来越高。令高毛虎没想到
的是，原本只是为了临时“挣口饭吃”的职业，
一干就是 20 多年，成了他热爱的事业。高毛虎
说，坚持种树治沙，既是为现世积德，也是为后
人留福。

在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手中，有一位是
来自库布其沙漠的民工联队长，人们都亲切地叫
她“花姐”。

“花姐”本名叫敖特更花，住在库布其沙漠北
缘一个叫道图嘎查的小村庄，出嫁前就在沙窝窝
里长大。“小时候家乡没有路，也没有电，读书是
个大难题，买东西要骑着骆驼去几十公里外。”曾
经，“花姐”家虽然养着200多只羊，但由于沙漠
的阻隔，很难卖出去，“额吉 （妈妈） 常常倚着
门，望着茫茫的大沙漠独自流泪。”敖特更花说。

20 世纪 90 年代初，道图嘎查里开始了种树。
“花姐”起初并不相信能在沙漠里种活树，后来看
到村里种下的一棵棵沙柳活了下来，欣喜地看到
了希望。

从 2003 年开始，“花姐”在库布其沙漠从事
治沙绿化，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 200 多个亿利治
沙民工联队中唯一的女队长。她待人温和，除了
有许多当地的乡亲们跟着她种树，还有一些来自
甘肃、宁夏、四川等地的劳务工人跟随她到中国
西部许多省区的项目上种树。

“花姐”把带队种树做成了事业，不仅带领老
乡和劳务工人脱贫致富，她自己也获得“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鄂尔多斯市“三八红旗手”、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先进个人等荣誉。

治沙有了更多利器

“随着生态科学的持续推进以及节水、育种、
光伏和数字技术的加快突破，科技创新在人类认
识和实现人与荒漠和谐相处、拓展人类生存空间
的作用更加凸显，也是全球应对荒漠化挑战的必
由之路。”中国科协主席、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主
席万钢说。

在位于杭锦旗的库布其沙漠腹地，治沙工人
正在用微创水汽法植树，只见加压水枪喷射的水
流在沙地上冲出一个小洞，然后树苗被快速地插
进去，10 秒即可种一棵树。“这样的方法，种一
棵树只需要3升水，苗木成活率超过90%。”亿利
资源集团治沙工程师田旺说。

除了微创水汽法植树，在几十年的治沙实践
中，库布其治沙的技术也不断得到创新——“灌
乔草 811”生态治沙技术、节水灌木种子治沙技
术、风向数据法治沙技术、数字化和智能化治沙
技术、立体光伏治沙技术等，都为库布其治沙增
添了更多利器，受到第九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
与会者的高度关注。

“库布其治沙过程中发明创建了‘风沙树’协
同、以自然改造自然的治沙技术体系，对防沙治
沙、沙区环境恢复具有指导意义和科学价值。”中
国科学院院士康乐说。

“科技是库布其防沙治沙的利器。”中国科学

院地理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彦随表示，“科学技术
的持续创新，让库布其从 30 年前的‘死亡之海’
变成了新时代的沙漠绿洲家园。因地制宜，科学
推广库布其治沙技术至关重要。”

在蒙古国国家林业局国际合作高级官员佐丽
亚加尔·塞恩布扬看来，中国在沙漠化治理和减少
沙尘暴等方面是技术领先的国家之一，有着广泛
的技术应用，这些技术可以成为蒙古国和全世界
的很好范例。

“库布其治沙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大干苦干，但
关键在于走出了一条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良性
发展之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创新探索
了库布其模式，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治沙事业高质
量发展。”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秘书长王文彪说。

治沙形成绿色产业链

在库布其沙漠中，有一片阳光谷，记者站在
高处眺望，光伏板一望无际，如同一片蓝色的海
洋，照进库布其沙漠里的一束束光，将变成清洁
的能源，更好地助力治沙事业。

在30多年的治沙过程中，库布其治沙模式不
断完善，荒漠化防治综合效益进一步提升，立体
生态光伏综合开发治沙便是其中的代表。从“一
块板子”到“一条绿色的链子”，光伏治沙产业形
成了零碳生态产业圈，甘草、肉苁蓉等种植形成
了中蒙药健康产业链，沙漠生态旅游每年吸引游
客超过10万人次……

2022年9月，亿利氢田时代500台套碱性电解
槽生产线正式投产，标志着库布其“沙风光氢储
化农”一体化立体生态光伏治沙产业模式的建
成，也成为“上游绿电，中游绿氢，下游绿氨、
绿肥、绿色食品”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将以低
成本优势为风光治沙模式赋能。

荒漠化防治是全球瞩目的重大课题。目前全
球荒漠化土地约有3600万平方公里，而且仍在以
每年5万至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人类只有携
手合作，才能遏制荒漠化的进一步蔓延。

库布其治沙是中国努力的缩影，中国不仅自
己坚持治理荒漠，也将经验与技术与外国分享，
让库布其治沙经验的“光”照向更多的地方。

在第九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开幕式上，中
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揭牌并
启动首批合作项目。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环境与气候监测司司
长马哈茂德·法塔赫拉表示，在库布其沙漠，科学
和研究的产出对于应对沙漠化问题非常重要。中
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经验，中国的研发工作也非
常出色。我们正试图与中国展开合作，让阿拉伯
国家的研究机构与中国的研究人员交流经验。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不久前
刚刚到访鄂尔多斯地区，她说：“我目睹了令人瞩
目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恢复成就，这鼓舞了全球
坚定抗击土地退化、荒漠化和沙漠扩张的地区的
人们。”

“库布其治沙表明我们可以逆转土地退化，同
时还可以带来创造财富、创造绿色的机会，还可
以带来其他的社会经济效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副执行秘书安德丽娅·梅萨·穆里罗说。

图①：俯瞰库布其沙漠中的大道图湖畔。
本报记者 刘发为摄

图②：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光伏
基地。 新华社记者 贺书琛摄

图③：库布其七星湖沙漠生态旅游区。
本报记者 刘发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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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杭州湾南岸的浙江省绍兴
市上虞区，有着“五山一水四分
田”的地貌。近年来，上虞区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生态优势正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
优势，生态建设成果加速向绿色经
济赋能，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持续
增强。

野藤葡萄成为“共富果”

8 月 正 是 葡 萄 成 熟 季 ， 在 有
“江南吐鲁番”之誉的上虞区盖北
镇，一串串绿的、紫的、红的如玛
瑙般的葡萄挂满枝头，一拨拨游客
从上海、广州等地赶来采摘观光。

种植大户朱小珍正在自家葡萄
田里陪客人采摘葡萄。朱小珍种了
19年的葡萄，种有葡萄50余亩，今
年预计葡萄总产量在 10 万公斤以
上。她乐呵呵地说：“以前种葡萄愁
销路，现在盖北‘野藤’葡萄已经
打出了‘金字招牌’，销路不用愁。”

从最初的“巨峰”“红富士”两
个当家品种，到如今 68 个葡萄品
种，盖北镇葡萄种植面积超过1.2万
亩，年产优质葡萄超 2.5 万吨，“野
藤”葡萄成为该镇名副其实的“共
富果”。

盖北镇由于与上虞化工企业集
聚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
区毗邻，产出的葡萄一度被打上

“化工”标签。近年来，上虞区大力
实施传统化工产业改造提升，通过
一园化整治、循环化改造、智能化
监管和集群化发展，倒逼经济转型
升级，走出了一条产业生态化的绿
色工业发展之路。盖北葡萄也因此
被重新赋予生机。

立足于“野藤”葡萄这一生态
优势，当地进一步打通“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推动产
业融合、产城融合，撬动县域经济
发展，盖北镇实现了集体经营性收
入村村破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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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之中，水贵如油。
不久前，第九届库布其国

际沙漠论坛在内蒙古自治区鄂
尔多斯市举行，记者再一次来
到库布其沙漠。汽车行驶在鄂
尔多斯市杭锦旗境内的穿沙公
路上，天空下起了雨，在甘霖
的滋润下，道路两旁成片的绿
色植被格外明亮。

从1999年建成第一条穿沙
公路至今，杭锦旗境内形成的

“四纵五横”沙漠公路网，在绿
色植被的保护下绵延。这一条
条“绿色动脉”，是库布其治沙
人一步一个脚印创造出来的绿
色奇迹，也正通向库布其更加
美好的明天。

全域旅游带火民宿经济

盛夏时节，置身上虞区岭南乡
东澄村，天空湛蓝、山川馥郁，一
幅浓墨重彩的生态画卷映入眼帘。
走进村庄，咖啡馆、花池、互动喷
泉等现代元素吸引眼球，百年古村
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过去“有客来了绕道走”的
“光棍村”，到如今远近闻名的“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东澄村的变
化，是上虞坚持“金山银山”反哺

“绿水青山”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上虞区持续深化全域

“无废城市”建设，不断加大生态环
保基础设施投入，绘就绿水青山生
态本底，打好全域美丽攻坚战，大
力实施城乡风貌整治提升行动，城
乡“颜值”和“气质”不断提升。

“藏在深闺”的青山绿水成为许多城
里人的诗和远方，“生态+旅游”得
到蓬勃发展。

上虞全域旅游带火了民宿经济，
释放出“美丽效应”。目前，仅岭南乡
就有民宿 45 家。岭南乡党委书记王
凯自豪地说：“今年以来，我们全乡游
客接待量已经超过65万人次。”

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正成为上
虞“生态富美”的发展底色。如
今，这份底色更加鲜亮，也让绿色
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青山金山同
在、经济生态均强的良好发展格局
已初步形成。

良好生态释放发展活力

夜幕下的上虞母亲河——曹娥
江，碧水、灯光、高楼、绿植交相
辉映，构成一幅流光溢彩的美丽

画卷。
今年7月，2023中国·绍兴 （上

虞） 中外名校赛艇挑战赛在这里举
行，来自牛津、剑桥、哈佛等国内
外知名高校的16支赛艇队，在曹娥
江上奋力追逐，成为夏日里一道美
丽的风景。

如今，曹娥江“一江两岸”景
观不仅成为上虞的景观标志，更加
速催化了“生态+科创”“生态+体
育”等产业的迅猛发展。

这一切，缘于上虞区切实加强
水生态保护，大力推进曹娥江水岸
同治。近年来，上虞先后投资 10.7
亿元建设全长约 5.6 公里的曹娥江

“一江两岸”景观工程，构建曹娥江
城市发展轴、生态景观带，成为休
闲旅游、科技创新大走廊。上虞区
投入建设资金 46.7 亿元，统筹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同步实施水生态修复治理，全方位
构建美丽河湖、幸福河湖，形成了
一幅“水清、河畅、岸净、景美”
的水生态画卷。

经过多年努力，上虞区生态环
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成功创建国
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水青
山”加速向“金山银山”转化，一
大批投资项目落地开花，累计引进
数字经济企业850余家，集聚创客1
万余名，2022年实现数字经济总产
出125亿元。

“上虞将持续推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努
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之路。”上虞区委书记鲁霞
光说。

上图：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岭
南乡东澄村，雨后呈现云山、雾海
美景。 张亮宗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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