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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六五环境日的国家主场活动上，
有一则来自库布其的治沙故事吸引了许多人
的目光。

被朋友评价是“绿化了沙漠，却沙化了
自己”的田旺是这一故事的讲述者。身为90
后的田旺，给大家的第一感觉却是沧桑感。

田旺是亿利库布其沙漠事业部的治沙工
程师，十多年坚持在库布其沙漠中种树、护
绿，风吹日晒在他的身上烙下了独特的印记。

扎根库布其沙漠，一干就是
十多年

库布其沙漠，离北京最近的沙漠。
眼下这个季节，库布其沙漠的天气已经

热了起来。
太阳还没升起，田旺就开上车，离开

家，奔向沙漠，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趁着
凉快，我们想着能多干会儿。”田旺说。

在大漠中面对酷热、荒凉与风沙，吃不上
饭、喝不上水，这都是田旺工作中常有的事。

田旺从小就在库布其沙漠边缘长大，家
离沙漠直线距离只有10公里。

“小时候特别讨厌沙漠，只要一开窗，
沙子就会刮到家里面。”回想起小时候的场
景，田旺至今仍历历在目。

毕业后，田旺就投身到库布其的治沙工
作中，一干就是十多年。

“每天在沙漠里一待就是一天，中午特
别热的时候就在车里或者找树下的阴凉地方
休息一小会儿。”田旺说，进出沙漠一趟要
两三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大家往往都是
干到晚上才从沙漠里出来。

每次田旺从沙漠里回到家中的时候，太
阳已然落下。用田旺的话说，这是披星戴
月、“两不见太阳”的工作。这样的日子，
田旺细数下来，已经有4200多天。

在这十多个春秋里，田旺的工作一直是
有节奏地忙碌着。

“每年春天 3 到 5 月是种树的大好时机，
一年中大多数的树都是这个时间种下的；6
月，我们主要是布设沙障；雨季到来后，选
择合适的时机进行飞播；冬天来临之前，我
们还会进行补种。”田旺说，除了种树，浇
水、病虫害防治等都是贯穿全年的工作。

一年四季，田旺和身边的同事、工人们
各有各的忙头，闲不下来。

在沙漠里增绿，三分靠种，
七分靠养

在沙漠里种树，难吗？田旺会毫不犹豫
地告诉你，难。

有多难？
沙漠里干旱缺水，自然条件恶劣，如何

能在这种条件下，既让种下的树不缺水，又
不被风沙所掩埋，着实需要下一番功夫。

在库布其生态治理区，田旺和同事展示
起微创气流植树技术，一个人在沙地冲出深
度约1米的孔洞，另外一个人快速将苗条插入

孔内，使苗条与沙土层紧密结合，挖坑、栽树、
浇水3个步骤紧密衔接，栽一棵树仅需10秒。

“这是我们目前最常用的植树技术，也
是库布其治沙人接力研究、传承下来的，成
活率能达90%以上。有了这项技术，在库布
其沙漠大规模植树成为了可能。”田旺说。

到目前为止，田旺和团队在库布其沙漠
里种下了近4000万株、200多万亩树苗。

种下树苗只是一个开始，要在沙漠里让
种下的树顺利长大，更是一门学问。“三分种，
七分养。”田旺说，浇水、病虫害防治等，每
一项工作都不能落下，都需要特别注意。

单浇水一项，就有许多讲究，多久浇一
次，每次浇多少，都是实际操作中面临的
问题。

“我们根据库布其沙漠的实际情况，种
有多种类型的树木”，田旺说，“针对不同的
树木，我们制定了不同的浇水策略。对于大
型乔木，浇水要更频繁一些，水量也需要更
大一些，而对于灌木，则都要少一些。”

“库布其治沙几十年的经验不断积累，
我们种树的理念和方法都更加科学。”田旺
说，每年要种植的树木都会提前做好规划，
不打无准备之仗。

“一方面，我们在冬天会对来年要种的
地区进行勘探，通过无人机航拍加实地勘探
等方式，综合了解土地的情况；另一方面，
我们的种质资源库也在不断丰富，在相应的
地块种植什么样的树种更合适，我们都会提
前做好选择。”田旺说。

治沙给当地带来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一望无际的黄沙里植绿是种什么样的
体验？

如果你这样问田旺，他的回答里一定有

两个字：辛苦。
当初刚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田旺

想过放弃。
“我印象很深刻，第一天去沙漠里工

作，坐着同事开的车，我一直抓着把手没敢
松。以至于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的手连
筷子都拿不稳。”田旺说，当时我只有一个念
头，不等实习期结束我就要离开这份工作。

后来，身边的同事、老前辈慢慢感化了
田旺。“这么辛苦的环境，大家都没有喊苦
叫累，也没有放弃，我一开始也不懂，后来
慢慢理解了。”田旺说，虽然工作条件是艰
苦的，但守望相助、百折不挠、科学创新、
绿富同兴的精神时刻鼓舞激励着大家。

田旺说：“当听到老人感慨地说‘活了
大半辈子，从没有路到修起了路，从没啥钱
到开起民宿、发展起了旅游，都是这些年植
树造林、防沙治沙给百姓们造福’，听到他
们说‘种树就是积德’的时候，作为一个治
沙人，我感到无比骄傲。”

守望相助，让库布其人坚持治沙几十
载；科学创新，让库布其的治沙更有成效。

“在治沙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挫折和失败，但
我们没有放弃，而是不断开拓创新。不仅如
此，治沙与致富也更加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光伏治沙等为当地带来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双丰收。”田旺说。

新理念、新模式正让库布其治沙走得更
远。在黄河“几字弯”库布其攻坚战沿线，
亿利自主创新的乔灌草科学种植配比、微创
水汽法植树与迎风坡造林、无人机飞播、治
沙节水灌木种子技术、智能化数字化植树、
立体生态光伏治沙与保卫黄河工程体系，已
经实现了全场景应用。

让田旺坚持到今天的，还有治沙的成
就感。从初入岗位时别人的不理解，到今
天常令人竖起大拇指，田旺切身感受着治
沙给自己带来的改变。“当看到自己曾经种
下的树慢慢长大，我可以自豪地跟孩子
说，你瞧，远处的那片绿色就是爸爸种下
的。”田旺说。

如今的库布其沙漠，植被覆盖度达到
53%，输入黄河的泥沙比 30 年前减少了八
成，沙尘灾害减少了 90%，动植物由 100 多
种增长到了 1026 种，这个曾经的“死亡之
海”蜕变成生机勃勃的绿洲，成为中国的一
张绿色名片。

“对我来说，参加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
活动是一种激励和鞭策。库布其沙漠治理到
今天，凝聚了许多人的汗水和智慧，成绩来
之不易。我也将继续扎根库布其，为治沙贡
献更多力量。”从广西南宁回到内蒙古库布
其沙漠，田旺开始憧憬新的未来：“有朝一
日，我希望能有机会走出国门，把我们库布
其的治沙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图①：田旺正在库布其沙漠中检查樟子
松病虫害情况。

图②：工人们正在布设沙障。
以上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90后库布其治沙工程师田旺：

在沙漠播种绿洲
本报记者 刘发为

本报南宁电 （记者庞革平） 记者从广
西电力交易中心了解到，今年截至 5月底，
广西累计组织 24 批次绿电交易，交易电量
达 42.75 亿千瓦时，是去年同期的 3.81 倍，
超去年全年6.61亿千瓦时。

广西是全国首批开展绿电交易的省份
之一，自 2022 年绿电交易开市以来，广西
成交绿电电量累计达到100亿千瓦时，相当
于减少84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据中电联发
布的全国电力市场信息显示，今年一季
度，广西绿电交易结算电量排名全国第
三、南方区域第一。

据了解，在“双碳”目标的驱动下，
企业参与绿电交易、购买绿证的意愿强烈。
截至今年 5月底，广西参与绿电交易的市场
主体达1590户，比2023年底增加了970户。

“绿电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交易电量显
著增长，不仅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自发
行为，也是企业提升‘含绿量’增强市场竞
争力的刚需。”广西电力交易中心负责人介
绍，分行业看，消费绿电、购买绿证的市场主
体中，水泥、石化、铁合金、机械制造等传统
优势企业增多，出口型等有绿电指标需求的
企业绿电购买量增大，折射出广西产业向绿

色低碳发展的劲头足、潜力大。
绿电市场活跃的背后，除了能源消费

绿色转型的需求攀升，还得益于新能源快
速发展，以及绿电交易机制的不断优化。

在广西，截至 2023 年底，新能源装机
容量2662万千瓦，同比增长55.1%，远超全
国平均增长水平。与此同时，适应高比例
新能源发展的市场化消纳机制持续完善，
进一步加强了绿电、绿证交易衔接，有效
形成新能源环境价值。

今年初，2024 年广西绿色电力市场化
交易实施方案对外发布，明确“环境溢价

（绿证价格） 由市场主体通过双边协商方式
形成，环境溢价 （绿证价格） 价格下限为
0，为体现绿色电力的环境价值，暂不设置
价格上限”等新内容。当前，广西优化市
场损益分配系数向绿电用户倾斜，发挥市
场盈余资金作用，今年以来参与绿电交易
每度电可多分配损益金额约2.6分，极大激
发市场主体参与绿电交易的积极性。

截至目前，广西利用小时超过800小时
的风电电量、利用小时超过500小时的光伏
电量进入市场，实现风电三分之二以上发
电量、光伏一半以上发电量参与绿电交易。

广西前五月绿电交易电量超去年全年广西前五月绿电交易电量超去年全年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
是人民生活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
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地处黄河流域
的山西省右玉县干部群众坚持植树造林，
一张蓝图绘到底，硬是把一片 1969 平方公
里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变成山清水秀的

“塞上绿洲”，森林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
期不足0.3%增加到57%，创造了举世瞩目的
生态奇迹，铸就了弥足珍贵的“右玉精神”。

在“右玉精神”内涵中，久久为功是
其坚定而恒毅的精神品质。右玉成千上万
人一代接一代努力，矢志不渝植树造林、
保护黄河，这种精神和做法对于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具有借鉴意义。

在林木管护上下真功夫，需久久为
功。人常说，三分造林七分管，右玉则是
十分造林十分管。从 1957 年右玉有了一些
林木起，右玉县城就出现了“损坏 1棵树，
必须补栽 3棵树”的护树告示牌。1959年，
当地即成立了由县林业局和公安局牵头组
成的护林小分队。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右玉森林面积
大增，面广、点多、线长，管护工作迎来
新挑战。右玉及时实行了由乡党委成员包
片包村，村干部包地包林的层层管护责任
制，县林业局设立了森林病虫害防治站，
各乡镇成立了护林防火领导组和林业工作
站，配置专职护林员400多人，有效防止了
森林灾害和滥砍偷伐的发生。进入 21 世
纪，右玉县委县政府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
强森林资源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在全县
推行牲畜舍饲圈养的决定》 等文件，不断
强化护林力度。

70 多年来，右玉涌现出一大批护林卫
士：有“爱树如子”，出门常带着望远镜观
察林情的县委书记常禄；有右玉县元堡子
乡元堡子村护林“黑包公”王玉……右玉
的造林英雄、护林模范数不清。

如今，右玉宜林地绿化已基本完成，
但久久为功的护林工作依然在路上。黄河
流域森林草地面广点多，护林情况更复
杂、任务更艰巨，需要更扎实的机制与措
施，也需要更多的常禄和王玉身体力行保
护黄河生态。

厚植生态理念，也非一日之功。目睹
右玉生态奇迹的人在惊叹、敬佩之余，常
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是右玉？“右玉要想富，
就得风沙住；要想风沙住，就得多植树”

“为了生存，必须造林。哪里能栽哪里栽，先
让局部绿起来”，这些俗语中都藏着答案。

一直以来，右玉历届领导班子通过多
种方式阐释这些俗语，年复一年、久久为
功地把生态理念根植在全县干部群众的心
中，在全社会形成爱生态、护生态的文化
氛围。沿黄河地区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
也应像右玉一样，牢固树立和践行生态文明
理念，厚植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根基。

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
过程，更需长期探索并坚持。在实践中，
右玉人通过种草木樨，既解决了水土流失
问题，又增加了饲草、节省了饲料、增添

了烧柴；通过乔灌混植治理苍头河流域，
植出了形成沙棘产业的沙棘丰产林；通过

“林 （草） 上山，田下湾”“每人种好两亩
基本农田，栽好一亩树，种好一亩草”等
做法，在农田基本建设中实现了生态建设
与农牧业的统筹发展。这些尝试，都是右
玉不断探索出来的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
展的好法子。

改革开放后，右玉没有一味追求 GDP
的增长，而是走上了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
代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建设富而美的
新右玉”这一绿色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行。

“右玉精神”启示我们：当下，唯有统
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才能
让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更长久，才会真正
让黄河造福百姓。久久为功植绿护绿，久
久为功探索生态经济，既是对黄河生态的
良好保护，也将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蹚
出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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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右玉县古长城遗址被绿色环抱。 张进刚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