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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从一场从““沙逼人退沙逼人退””
到到““绿进沙绿进沙退退””的转变的转变

本报记者 师晓琼

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
结果显示，青海全省荒漠化、沙化土地5年
间分别减少132万亩、159.45万亩，荒漠化
和沙化面积呈现“双下降”态势。

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绿”，一片
沙漠绿洲崛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
沙珠玉成为青海乃至全国高寒干旱沙区
治沙防沙示范样板之一。

从“沙逼人退”到“绿进沙退”，位于
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克土沙区蜕变
成青海湖畔一块美丽的“翡翠”！

……
我省是全国第四大沙区和“三北”工

程重点省区。40多年来，青海省委省政
府带领全省人民，创造性推进荒漠化综
合治理和“三北”工程建设，走出了具有
青海特色的防沙治沙路子。抓好荒漠化
综合防治、打好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
沙漠边缘阻击战，对我省具有极其重要
的作用。

“三北”防护林工程——这个世界历
史上建设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生
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四十多年来在青海
大地全力推进，为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
全屏障发挥出重大作用。

青海省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青
海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完成沙化土地综合
治理 402.76 万亩，到 2030 年完成总治理
任务5089.68万亩，工程区林草覆盖率争
取达到40%以上，与全国同步完成“三北”
工程六期主要目标。

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是“三江
之源”“中华水塔”，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同时，我省又是全国第四大沙
区和“三北”工程重点省区，据全国第六
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显示，青海省
现有沙化土地面积 1235.54 万公顷（1.85
亿亩）、占国土总面积的17.7%，荒漠化土
地面积 1894.78 万公顷（2.84 亿亩）、占国

土总面积的 27.2%，分别位居全国第四、
第五位。

我省始终把防沙治沙作为一项长期
性、全局性的战略任务来抓，以国家公园
示范省建设为引领，统筹“三北”防护林、
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三江源生态保护
与建设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科学高效推
进大规模国土绿化，持续改善生态、惠及

民生，防沙治沙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截至目前，我省累计完成防沙治沙任

务1240万亩，“十三五”以来，沙化土地年
均减少2.12万公顷（31.8万亩），沙化程度
指数从3.17下降到2.94，重点沙区实现了
由“沙逼人退”到“绿进沙退”的根本性转
变，沙区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发展空间稳
定拓展、绿色屏障更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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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珠玉，无玉更无珠，有的
只是漫无边际的沙子。

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共和县，曾经的沙珠玉乡被当地
人称为“风窝窝”“沙窝窝”“穷窝
窝”。

20 世纪 70 年代，沙珠玉乡
沙化面积一度达到 80 万亩，那
时风沙特别大，人躲在家里根本
不敢出门。遮天蔽日的滚滚沙
尘，让老百姓苦不堪言。

1959年共和县在沙珠玉乡
成立了防风治沙林场，后改制为
青海省治沙试验站。经过60多
年一代代治沙人的努力，治沙试
验站 1.3 万亩的沙漠已治理 1.2
万亩，绵延几公里的黄沙头已被
治沙者用生物、黏土、麦草、尼龙
等沙障锁定在方格里，通过点、
撒、播，栽植上了柠条、沙蒿、羊
柴等防沙植物，形成了如今的防
风固沙林。

昔日的黄沙土成为今日的

绿色屏障，封沙育草区、固沙造
林区、农田林网区三道生态屏
障，书写了“沙进人退”到“人进
沙绿”的历史性转变。

近年来，我省坚决扛起防
沙治沙责任，坚持科学治沙，全
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
定性。制定印发《关于加强荒
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
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的实施意
见》《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
漠边缘阻击战青海片区防沙治
沙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24-
2026 年）》等，统筹推动今后一
个时期全省防沙治沙和“三北”
工程建设。同时，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积极推进沙区重点生态
工程建设，全面加强 12 个国家
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标准化、
数据化、智能化”能力体系建设
和成效监测评估及日常巡护监
管。

克土沙区位于海北藏族自
治州海晏县，是青藏高原东北部
和河西走廊生态水系安全、控制
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重要生
态安全屏障。

多年来，海晏县依托“三北”
防护林工程，采取“以封为主，封
造结合”的治沙方法，创新固沙
方式，调整树种结构，试验成功
了“沙棘营养土坨造林、乌柳截
杆深栽造林、容器苗造林”等一
系列适合高寒沙区的先进实用
技术。在高寒旱沙区走出了一
条固沙造林的新路子，为同类型
沙区的治理做出了成功实用的
典范。自1980年开始便对县域
内0.4万公顷的沙区实行了常年

禁牧封育和工程治理，全县沙漠
化土地总面积从9.9万公顷减少
至6.62万公顷。

如今的克土沙区成了青海
的“塞罕坝”，成了青海湖边一片
美丽的“翡翠”。

“十三五”以来，我省统筹实
施“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
退牧还草、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
设等国家重大生态工程，持续加
大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力度，并全
面建成12个国家沙化土地封禁
保护区，封禁保护面积达 58.27
万公顷（874 万亩）工程区内荒
漠化趋势得到整体遏制，水土流
失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得到
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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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光伏园区，一排
排光伏板错落有致、望不到边，光伏板下方牧草丛生、羊
群穿梭。

以前寸草不生的黄沙地，如今变成了光伏治沙的典
型样板。

近年来，我省充分利用荒漠土地资源，积极探索“光
伏+治沙”发展模式，推动清洁能源与防沙治沙融合发
展。海南州在共和县塔拉滩建成目前世界最大装机容量
（1316 万千瓦）的光伏园区，治理园区及周边沙化土地
41.75万亩，与光伏园区建设前的平均值相比，目前塔拉
滩风速降低了50%，土壤水分蒸发量减少30%，植被盖度
也恢复到80%以上。同时，发展“牧光互促”生态畜牧业，
科普教育、观光体验等旅游新业态，积极带动周边农牧民
群众增产增收；海西州光伏新能源基地总装机量达1327
万千瓦，清洁能源产业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引擎。

海南州共和县下合乐寺村5社的村民马有福，受雇
于村里的养殖专业合作社，从2020年8月起，他和妻子负
责放牧合作社的1000多只羊。两个人一年的放牧工资
有7万元。

马有福说，现在能靠放羊过日子，还是沾了光伏电站
发展的光。“没有光伏电站的草场，村里的合作社根本不
敢养这么多羊。”马有福说，去年养殖合作社给村里创收
近10万元。

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我省积极打造“柴
达木”枸杞品牌体系，完善“林+果+药”“林+草+牧”经营
模式，形成特色经济林、生态旅游、林下经济、林草种苗、
中藏药材、藏茶、草产业等支柱产业，全省林草产业产值
达到394亿元，带动79万名农牧民群众人均增收2530元，
其中脱贫人口4.7万人、人均增收311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