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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种树技术
□培育种质资源

以前，库布其沙漠黄沙滚滚，沙尘暴
天气每年七八十次。没有生态，没有出
路，没有医疗，没有通讯，没有文化，群众
收入少，降雨量少，忍受风沙多，成为当
地老百姓的生活写照，并一度成为京津
冀地区的风沙源之一。

经过多方近 30 年的共同努力，目前
已绿化沙漠面积 0.6 万平方千米，并控制
荒漠化面积 1.1 万平方千米，帮助 10 多
万名沙区牧民改善了生存条件。他们利
用传统农业和现代技术，培育了 1000 多
种抗旱植物。

在中国西北种质资源基地看到，道
路两旁种满了沙柳、杨柴、樟子松等植
物。温控温室中，还有着六大类、40 多
种植物被区分种植。

据种质资源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种质资源库目前拥有沙柳、柠条、杨
柴、花棒等 1000 多种耐寒、耐旱、耐盐碱
的植物种子，气流法植树、甘草平移栽种
等 100 多项沙漠生态技术成果，豆科混
交植物固氮改土等 100 多种沙漠生态工
艺包。”

可以说，库布其更大的贡献在于，给
世界荒漠化地区提供了种子资源、技术、
生态工艺和生态修复可持续商业模式。
让这座沙漠从 20 多年前只有几种存活
植物发展到今天千姿百态的绿色生命。

来到库布其沙漠生态修复的第二期
工程区域，一些工人正在种植沙柳。一
人把水管借用水流冲力插入沙漠中，另
一人迅速把沙柳植入。

据介绍，这就是“气流法”种树新技
术，使用这一技术后，沙漠种树成活率提
高到 90%以上。二期工程相关负责人
说：“传统种树方法两名工人一天只能绿
化两亩沙漠，而采用这一新技术，两名工
人可以一天绿化 20 亩沙漠，植树效率大
大得到提高。”

此外，还采用削峰填谷技术，把树
种在迎风坡上，树长高防沙，沙峰逐渐
削平。

治理后，库布其的生物种类增加了
10 倍，不但野兔、狐狸、野鸡等野生动物

在沙漠里可见，连天鹅、红脚鹬等鸟类也
选择库布其沙漠作为栖息地。1988 年~
2015 年，库布其沙漠的沙尘天气减少了
95%。

■发展生态旅游
□牧民多元创收

库布其沙漠绿洲特色景观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游客，让曾经人迹罕至的不毛
之地变成中国生态旅游的热土。

库布其被评为“中国最美观星地”和
“中国第一沙漠温泉地”。积极打造大漠
星空、赛马、古海洋温泉等特色项目，年
接待旅客达 20多万人（次）。

同时，库布其农牧民有了多元的就
业机会，38 岁的牧民孟克达来走出了低
矮破旧的土房，2006 年就住进了现代化
的库布其沙漠牧民新村，还搞起了牧家
乐，年收入几十万，可谓沙漠里的金领。

据孟克达来介绍，自己祖祖辈辈都
生活在库布其沙漠，养羊、养牛、养骆驼，
收入微薄。如今，他经营农家乐餐饮，年
收入在 10 万元左右；经营汽车越野项
目、承包装载机工程，年收入各 5 万元左
右；他还在七星湖承包了浇树养护工程，
每年可收入 3 万元左右；他家里还养了
70 多头牛和 500 多只羊，家畜年收入在 6
万元左右。整体算下来，牧民孟克达来
年收入近 30万元。

沙漠生态环境的改善，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促使当地百
姓增收致富。据统计，沙区百姓的人均
收入从过去 1988 年的不足 2000 元增长
到了现在的 3万多元。

■市场机制驱动
□社会力量参与

里约+20 可持续发展峰会秘书长沙
祖康说，治沙不仅仅是国家的行为，要鼓
励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参与到生态建
设中来。

在库布其沙漠，政府出台了《防沙治
沙法》、“禁牧、休牧”等驱动政策，为多元
化方式引进外企、国企和民企形成联合
投资体创造了良好环境。同时引导农牧
民参加企业的生态产业发展，几方面力

量凝聚在一起，政府、企业、民众组成治
沙事业的利益共同体，“多元参与、共同
受益”的市场机制驱动“生态、民生、经
济”平衡发展。

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介绍
说，我们探索出“生态+生意”的商业治
沙模式，也就是常说的“靠沙吃沙”。通
过“治沙”来“吃沙”，“吃沙”之后再反哺

“治沙”，实现治沙与吃沙、生态与生意的
相互促进、良性循环。早在 30 年前，我
们就率先采用 PPP（政府——私营企业
——民众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当然那时
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时髦的词汇。通过
政府政策性支持、农民土地入股、企业商
业行动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沙漠变绿、企
业变强、农民变富。

有人说，治沙就是一个苦差事，怎么
可能还赚钱？但是，库布其靠着挖掘沙漠
中的丰富资源，实现治沙和盈利两不误。

在库布其沙漠腹地，看到一台移动
式饲料联合作业机正在作业，工人把草
加 进 去 ，出 来 的 就 是 生 物 复 合 颗 粒 饲
料。正在作业的工人介绍说：“这种机器
最大的特点就是草在哪儿，机器就在哪
儿。这种肥料由 30%的饲料和 70%的草
组成，且成本低，一吨大概 1500 元，而普
通饲料成本则每吨两三千元。”

记者在展示区看到了以沙柳、沙枣
枝、杨柴、花棒等为原料生产出来的饲
料。库布其正是依托高蛋白沙生植物资
源，发展蛋白有机饲料产业。同时以“公
司+农户”的合作模式，适度发展本土化
生态牧业。

在库布其生态光伏示范区，一群雁
鹅正在成群结队觅食。光伏示范区负责
人说：“我们采用板上发电、板间种草、板
下养殖的模式，在库布其实施 110 兆瓦
发电项目。充分利用荒漠化土地光热资
源发电，太阳能电池板间种植花棒等牧
草，以供绵羊和雁鹅食用，动物粪便则能
提高土壤肥力，从而形成绿色循环的模
式。而太阳能电池板寿命到期后，这里
的土地将会变成一片沃土和绿地。”

此外，库布其还种植甘草 200 多万
亩、肉苁蓉 30 多万亩，开发甘草良咽、复
方甘草片等药品系列和沙小甘等食品系
列。同时，发展无污染、无残留、节水高
效的沙漠绿色果蔬农业。

库布其治沙治出生意经

沙漠变绿洲 穷人能致富
本报记者赵娜

本报记者赵娜鄂尔多斯报道
在近日召开的第五届库布其国际沙
漠论坛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
了《库布其生态修复评估项目——
沙漠绿色经济范例》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
报告对内蒙古自治区库布其沙

漠生态修复项目进行了评估，详细
介绍了其经验和做法，并提出相关
建议。

科学评估库布其项目

自 1988 年起，亿利资源集团着
手在位于内蒙古地区的库布其沙漠
实施生态修复项目，并取得显著成
就。联合国环境署从生态经济与社
会可持续性角度出发，对库布其沙
漠试点项目进行科学评估。评估报
告旨在重点回答以下问题：哪些因
素驱动了库布其项目的成功？在其
他旱地生态系统推广库布其模式是
否可行？相关经验在多大程度上适
用于其他干旱地区？

报告介绍了项目的历史和地理
背景，以及近年来的相关活动，评价
了项目 的 影 响 和 可 持 续 性 ，并 通
过经济风险—回报模型对项目进
行总结。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人们就
通过植树等生态修复手段保护基础
设施免受沙害的破坏。这一项目成
功实施了一系列生态控沙措施，包
括：设围栏以固定沙丘，种植适应沙
漠条件的灌木防护林，如甘草。相
关天然沙漠产品的种植也促进了
现代制药业的发展。

库 布 其 生 态 修 复 项 目 评 估 专
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金龙说：

“这个报告的内容就是希望能够理
解库布其这个模式，有哪些内容是
可以复制到其他地方的，是可以被
采用的。”

巴基斯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理
事会主席沙夫卡特·卡卡海尔表示，
如果这个模型能够复制，或者是经
过调整能够满足其他国家的情况的
话，对于很多国家应该是有借鉴意
义的。

三方关系为成功基石

政府——私营企业——民众合作伙伴关系是库布其项目成功
的基石。通过租地、控股、开发旅游、森林和农业产品，社区内超过
十万农牧民已成为绿色经济活动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90%的造林活动由私营企业
完成。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已成为推动项目在沙漠修复技术层面进
步的关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预警和评估司高级项目官员杰玛·谢尔菲
德说：“这个项目成功的关键就是政府、私营企业和社区的合作，政
府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来修复这个沙漠的生态，私营企业提供了资
金，同时也提供了很多的技术创新来支持这些政策的发展，而成千
上万的农民也在库布其的绿色经济当中受益。”

通过政府——私营企业——民众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模式，库
布其沙漠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报告也阐释了库布其项目对环境产
生的积极影响。比如，防护林有效地减小风力，减少风沙入黄量，
改善了包括土质在内的地方生态环境。沙尘暴得到有效遏制，发
生的频率和强度显著降低。并且卫星数据显示，20 世纪 80~90 年
代植被覆盖率呈增加趋势。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这一区域已成
为天鹅迁徙的理想湿地栖息地。

建议监测水位

经济模型的分析显示，这一项目整体经济收益为正。但报告
也建议，将项目扩展到其他周边领域时，应先监测水位和灌溉需水
量，项目尽量不涉及需水量大的林地和耕地，并应建立更综合全面
的模型以监测水量平衡和区域水文情况。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战略部主任俞海表示：
“水是维持绿色沙漠生态经济的最根本要素，比如地下水位的多
少、耗水量的多少，对沙漠影响很大。所以，发展绿色经济要考虑
到它的生态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等。比如，要考虑开发强度有多大，
绿色经济规模是多少，能承载多少人口和商业活动等。”

其他诸多地理、政治和社会因素也是库布其沙漠绿色经济模
型成功的原因。项目区地下水条件营造了适宜树木移栽与生长的
环境。在绿色运营方面的科学与技术创新实现了沙漠资源的高效
利用。受益于上述绿色运营，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反过来刺激市场，
进一步提供投资契机，同时也促进了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例如
改善住房、服务以及学校。政府的扶持性政策对于鼓励私营企业
和社区的参与，建立重要合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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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赵娜

第五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近日在内蒙古
自治区库布其沙漠七星湖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
幕。论坛期间，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公室副
主任罗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中国环境报：在沙漠地区发展绿色经济的
关键是什么？

罗斌：绿色经济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
一条重要路径，在沙漠地区发展绿色经济更具
有挑战性。沙漠是生态脆弱、植被系数、干旱少
雨的代名词，在这一区域发展绿色经济关键是
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率。

提高生产效率意味着，选合适的种子资源，
高效利用水土等资源，增加生物生产力和生态
功能，不对资源环境产生破坏。

提高经济效益，就是降低成本，开拓市场，
让更多的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用少的投入产
出多的产品，让当地人民受益。

要实现上述效益的提高，需要建立政府-企
业-社区的多元合作关系，平衡政府提供生态公

共服务、企业效益目标和社区发展目标三者的
关系，在原本脆弱或者已经形成生态赤字的荒
漠化土地上，实现绿色发展。

中国环境报：应该如何治理沙漠？
罗斌：人类对沙漠化的治理是认识自然、适

应自然的过程，库布其经验实现了经济、民生、
生态三轮驱动。这除了告诉世界要发展绿色经济
外，更传递出“沙漠虽可怕却可治理”这一信息。

想把沙漠治理好，要先修路，然后把沙漠进
行分割，最后打歼灭战，一片一片地治，不要撒
胡椒面，只有这样搞集中治理，才是一条成功的
路子。

实际上，沙漠是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过去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发展方式是不行的，
同样单纯重视生态却养活不了老百姓也还不
行。库布其的绿色经济发展理念，值得其他地
区借鉴。

中国环境报：《库布其生态修复评估项目
——沙漠绿色经济范例》报告具有哪些意义？

罗斌：应该说这个报告就是告诉人们库布

其模式到底是什么。它告诉了我们，如何把经
济、生态和民生结合在一起，使我们治理沙漠化
土地取得成功。

我们知道，世界治理沙漠有上百年了，也有
很多失败的教训。比如前苏联，斯大林改造大
自然计划，在中亚一代大量的引水灌溉，形成粮
食主产区、棉花主产区，最后造成了大量土地荒
漠化。通过亿利资源集团的模式就告诉我们，
怎么样做才可持续，就是要有经济价值要高、有创
新的产品。此外，要有生态效应，就是要改善生态
环境，还要有社会的效应，能够吸引人就业。

而且它还告诉我们，第一，这种绿色经济体
现高效益的特点，只有高效益才能可持续；第
二，库布其模式体现出高效率，它是节能、节约
资源的一种开发模式；第三，库布其模式体现出
高碳汇，就是循环经济做得比较好。

我国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初步实现了沙区
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生态资源积累，如何进一步
巩固和提升生态治理和修复的水平，将资源积
累变为当地社区发展的财富基础，让人民群众
在改善生态的同时改善民生，是我们面临的迫
切问题，也是荒漠地区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沿途各国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
在这一时刻，评估报告的发布无疑以其科

学和客观的分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干旱和荒
漠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具有广泛借鉴意义的
范例。

中国环境报：今年第五届库布 其 国 际 沙 漠
论 坛 主 题 为“ 沙 漠 生 态 文 明 ，共 建 丝 绸 之
路”。如何把沙漠治理、生态修复纳入“一带（丝
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整体发展
目标？

罗斌：我国沙化土地面积 173.1 万平方公
里，其中 80%分布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是我
国生态最为脆弱、风沙危害最为严重的区域，受影
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1/3还多，超过 4亿人。

在“一带一路”概念提出前，中国已与相关
国家在治理荒漠化方面进行合作。“一带一路”
中的“一路”处于北非亚洲荒漠区，在这条路上
发展经济，关键是要实现绿色发展，实现生态良
好，唯有这样，美丽的中国梦和世界梦才能得以
对接。

目前以国家林业局来讲，中国与蒙古、中亚
一些国家地区建有亚洲森林网络。“一带一路”
上的国家和各个国际组织要形成荒漠化共识，
既要经济发展，但更要把荒漠化控制好，不要先
发展后治理。

中国已经和伊朗、印度、巴基斯坦、阿盟、非
洲等国家地区取得合作。合作方式较为多样，
如会为相关国家提供培训做交流，提升其监测
能力，建立培训中心等。中国愿帮助其他地区
和国家更好地治理荒漠化，实现共赢。

经济、生态和民生有机统一
——专访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公室副主任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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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晓星北京报道 记者从北京
市石景山环保局了解到，石景山区在全市区
县中已率先启动区域生态红线划定，用红线
的方式固化生态环境保护区，使这些区域的
开发利用受到严格限制。

石景山区在北京市生态红线的基础上，
结合区域自身情况，划定了石景山区生态红
线保护范围，确定了综合生态功能区、风景名
胜区、公园绿地等 10 个生态红线类型，提出
了每种类型的管控措施，明确了部门职责，明
确了提高红线内区域林地质量、加强城市公
园绿地建设等提升辖区生态建设水平的工作
措施。将环境脆弱区、敏感区、功能区用红线
的方式固化下来，进行更加严格地保护。划
入红线范围的区域，在开发和利用上将以红
线作为底线，用严格的生态红线划定环境保
护圈，完善区域生态格局。

目前，石景山区已经组织召开了《石景山
区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方案》专家评审会，方案
的初稿已经完成，正在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
完善，划定的范围和标准比北京市的红线要
求更加严格和细化，年底前将正式出台，进一
步完善区域生态格局。

据了解，仅今年启动红线划定以来的半
年时间里，石景山区已经否决了 10 个不符合
环保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

本报记者原二军拉萨报道 西藏自治区
日前联合印发了《〈西藏自治区水土保持补偿
费征收标准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对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
其他生产建设活动影响水土保持的单位和个
人，大幅提高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标准，以此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根据《通知》精神，西藏此次征收水土保
持补偿费有 4 类方式及标准：一般性生产建
设项目，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每平方米 2.5 元
一次性计征，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水库淹
没区不在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范围之内；开
采矿产资源的，建设期间按照征占土地面积
一次性计征，每平方米 2.5 元。取土、挖砂（河
道采砂除外）、采石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
的，按照取土、挖砂、采石量每立方米两元计
征；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根据土、石、渣量按
每立方米两元计征。

《通知》还规定，开办一般性生产建设项
目和开采矿产资源处于建设期的，缴纳义务
人应当在项目开工前一次性缴纳水土保持补
偿费。开采矿产资源处于开采期和从事其他
生产建设活动的，缴纳义务人应当按年度缴
纳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补偿费全额上
缴国库，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实行专款
专用，年终结余结转下年使用。

本报记者崔煜晨北京报道 由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
联合举办的生态文明建设智库系列成果发布
会近日在京举行，会议发布了与生态文明建
设相关的 4本图书。

其中，《中国的环境治理与生态建设》（理
解中国系列丛书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
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撰写，指出

“美丽中国”的愿景与脆弱的生态现实之间的
矛盾，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新发展范式。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
所研创的《内蒙古发展定位研究》以大气污染
联防联控为视角，分析了内蒙古大气污染排
放现状，阐述了内蒙古经济发展定位、能源发
展定位、生态发展定位及总战略定位，提炼了
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内蒙古发展路线图。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农业资源
与农村环境保护创新团队编写的《内蒙古草
原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研究》从
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内蒙古草地资源资产
负债表的编制框架进行分析，提出“生态资
本”的概念和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理论；并给
出完善中国生态补偿制度、消除我国草原产
权界定中的偏差、完善内蒙古草原资产管理
监测体系等 3项政策建议。

由内蒙古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编写的
《内蒙古草原碳储量及其增汇潜力分析》以评
价内蒙古草原的固碳能力、碳汇潜力及碳汇
价值为基础，分析草地管理措施对草原碳汇
功能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草地碳汇交易
和节能减排降碳提供科学支撑。

西藏提高水土保持补偿标准

补偿费实行专款专用

石景山启动红线划定
比北京市红线要求更严

生态文明建设智库系列成果出炉

四本图书全新发布

使用“气流法”种树新技术植树，成活率高达 90%，并且这一新技术比普通植树方法成
本节约十几倍。 赵娜摄

联 合 国 防 治 荒 漠 化 公 约 组 织
提 出 ，到 2030 年 实 现 全 球 土 地 荒
漠化零增长。中国林业部门治沙
规 划 是 ，到 2020 年 ，要 完 成 全 国
可 治 理 沙 化 面 积 的 50% ，即 20 万
平方公里。

国 家 林 业 局 防 沙 治 沙 办 公 室
主 任 潘 迎 珍 表 示 ，沙 漠 治 理 是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重 要 内 容 ，也 是 生
态 保 护 的 重 中 之 重 。 我 国 西 部
地 区 有 1/3 的 国 土 面 积 是 沙 漠
化 的 ，达 26 亿 亩 之 多 。 根 据 国
家 林 业 局 统 计 ，其 中 有 6 亿 亩
是可以修复利用的。这对于必须
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
粮 食 安 全 的 国 家 战 略 ，具 有 重 大
的 现 实 与 历 史 意 义 。 同 时 ，也 是
建 设 绿 水 青 山 、实 现 中 国 梦 的 关
键举措。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库 布 其 沙 漠 地
区 靠 着 创 新 和 产 业 化 ，实 现 了 生
态 、经 济 、扶 贫 的 协 同 发 展 ，探 索
出 了 可 持 续 可 复 制 的“ 库 布 其 模
式 ”。 一 排 排 树 在 茫 茫 沙 漠 中 茁
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