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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海省省会西宁市驱车向西，经过 8 个小时的路

途，穿越牛羊成群的草原与茫茫戈壁，一座绿荫掩映的城

市在漫天黄沙中赫然入目。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格尔木市，这座因青藏公路的修建而兴起的“新城”，将

飞沙走石的荒地变为戈壁滩上的一颗绿色明珠。

李女士在格尔木市生活了 20 多年，她目睹了这片土

地从荒芜到满眼绿意的巨大变化。“刚搬到这里的时候，

到处都是黄沙，经常会有沙尘暴。”她说，“现在，市区道路

两侧的杨树拔地而起，潺潺流水从树旁流过，气候也稳定

了。”

“格尔木”在蒙古语中意为“河流密集的

地方”，这里河湖众多、水网纵横，但由于深

处高原大陆腹地，常年平均降水量低于50 毫

米，而年蒸发量却在2000 毫米以上。在这里，

有“种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难”的说法。土

地盐碱化程度严重，高寒干旱、黄沙肆虐让

当地荒漠化治理与绿化建设困难重重。

由于无霜期短、土壤贫瘠，当地植树造

林造价高，树木存活依赖地下水，管护难度

大，格尔木市积极转变思路，采取封沙育林

草、工程固沙和草原改良的多元策略。

在沿格茫公路向西约 70 公里的大格勒

乡地区的戈壁滩上，柽柳、罗布麻等耐旱耐

盐碱植物正在烈日下顽强生长。格尔木市林

业和草原站国有林场副高级工程师张磊介

绍，今年，当地把大格勒乡地区划分成了荒

漠化治理功能区，通过封沙育林草的措施为

植被的自然恢复提供有利环境。预计经过 6
年的封育期，地区内的植被覆盖度能增加约

2%左右。

治沙不仅要靠生态保护，还要顺着风向

寻找沙源，让风沙定在源头。据格尔木市林

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张敏介绍，专家们根据格

尔木盆地内气象站的观测数据估算风向，将

沙源地追溯到了格尔木市西北部的乌图美

仁乡一带。

“在确定了主要沙源地后，我们就可以

在关键点位种植沙生植物、铺设草方格等措

施固定沙源。”张敏说，将工程固沙与生物固

沙相结合，可以在资源合理利用的前提下保

证治沙成效，有效抑制风沙危害和水土流

失。

要打赢这场荒漠化防治战，格尔木不仅

面临防风治沙的挑战，草原改良也是重要一

环。格尔木向南毗邻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

好这片草原意义重大。当地通过人工种草、

禁牧休牧、围栏封育措施增强草原的抗沙能

力，有效防止了过度放牧带来的沙化影响，

促进草原的自然恢复。

张磊说：“过去我们认为，一定要把沙漠

变成绿洲才算成功。如今，在山水林田湖草

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推动下，荒漠

化治理能做到因地制宜、依害设防，有效缩

短了治沙时限，减少投入，能见到成效。”

几十年来，一代代格尔木人民用汗水浇

筑起绿色家园。围绕着 1956 年建成的青藏

公路建设指挥部旧址———将军楼，筑路大军

种下的第一批树如今枝繁叶茂；市区里，大大小小的公园

绿地用绿色点缀人们的生活。

回忆起最初的日子，李女士感慨道：“这20 年间变化

特别大，现在我经常带着孩子到家门口的公园里散步，亲

近大自然。”

据介绍，格尔木市今年将完成沙化治理 38 万亩、森

林草原湿地一体化保护修复成果巩固任务 6.88 万亩，未

来三年内，格尔木市将完成 90 万亩的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工作。

如今，“八百里瀚海无人烟”的格尔木市绿意正浓，荒

漠上构筑的绿色长城既呵护着格尔木人民的生活，也成

为中国北方牢固的防沙屏障，为防沙治沙事业贡献出格

尔木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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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黄河水来到“几字弯”西侧，收起澎湃

汹涌，变得温柔缠绵，润泽着两岸的千里沃野。

“天下黄河富宁夏”便由此而来。

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推

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宁夏专场。

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张雨浦介绍称，宁夏“一半

是繁华，一半是沙漠”。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地处黄河“几字弯”攻

坚战片区和“三北”工程区域的省区。以水清岸

绿守护“母亲河”岁岁安澜，成为宁夏儿女的共

同责任和担当。

系统治理护绿洲
在我国西北边陲，乌兰布和、腾格里、毛乌

素三大沙漠“握手”的地方有一片绿洲。这片绿

洲就是宁夏。

黄河宁夏段共 397 公里。虽然仅占全河总

长的 7.26%，生态卡位却异常关键。

宁夏既是“三屏四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

黄河重点生态区和北方防沙带的交会地，又是

青藏高原高寒区、西北干旱区、东部季风区三大

气候过渡带，对调节我国气候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河之治，宁夏先行。近年来，宁夏努力建

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坚

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堤防

建设、河道整治、滩区治理、生态修复等重大工

程。“我们紧扣‘一带三区’总体布局，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123456’
计划。”宁夏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徐忠说。

“123456”计划是指，围绕打好黄河“几字

弯”攻坚战这一目标，着力打造腾格里锁边固沙

和毛乌素流动沙地系统治理两大示范性工程，

以贺兰山东麓水源涵养和生态治理、南部生态

保护修复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库布其沙漠—

毛乌素沙地沙化土地综合治理三大国家项目为

载体，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实施和美城乡绿

化美化提升、沙产业高质量发展、禁牧封育、河

湖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四大行动”；打好腾格里

锁边固沙阻击战、毛乌素流动沙地歼灭战、北部

巩固提升整体战、中部扩面增绿阵地战、南部护

绿涵水系统战“五大战役”；落实人工造林、未成

林补植补造、退化林分改造、草原生态修复、封

禁封育、湿地修复六项措施。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2023~2030 年，宁夏计

划完成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任务 820 万亩。其中，林草部门实施的营造林和

草原生态修复 720 万亩，农业农村部门实施的

盐碱耕地改良 100 万亩。

“经过分析研判，我们计划提前完成任务，

在五年内实现这一目标。2023 年，宁夏森林覆

盖 率 为 11.35% ， 预 计 2027 年 将 提 高 至

12.40%。”徐忠说。

技术创新助防沙
近日，王有德治沙团队受邀到石嘴山市平

罗县陶乐镇流动沙丘区域踏查治沙情况。现场，

他亲自指导当地干部村民草方格的扎设方法。

在宁夏，“人民楷模”王有德的故事妇孺皆

知。治黄百难，唯沙为首。治沙，是镌刻在这位七

旬老人心头永远的记忆。

首次将苗木培育从以沙生灌木为主转向常

青树、阔叶乔木、花灌木等多个品种；创造性地

把小麦秸秆作为草方格固沙实验材料……1985

年以来，王有德带领宁夏灵武白芨滩林场职工

和当地群众累计营造防风固沙林 60 多万亩，控

制流沙近百万亩，构筑起一道南北长约 60 公

里、东西宽约 40 公里的绿色屏障，有效遏制了

毛乌素沙地扩张。

通过几十年的实践，白芨滩的治沙造林技

术日趋成熟。进入新时期，为了能在黄河“几字

弯”攻坚战中走在前、做示范，宁夏重点在“新”

字上下功夫。

对于每个乘坐包兰铁路列车的乘客而言，最

难忘的莫过于在宁夏中卫市境内 6 次穿越腾格里

沙漠。从车窗向外眺望，两侧绿色林带郁郁葱葱，

不远处的麦草方格整齐划一，向沙漠深处延伸。

“麦草方格”固沙法被誉为人类治沙史上的

奇迹。

所谓“麦草方格”固沙法，就是把废弃麦草

一束束呈方格状铺在沙上，再用铁锹轧进沙中，

留麦草的三分之一或一半竖立在四边，然后将

方格中心的沙子拨向四周麦草根部，使麦草牢

牢立在沙地上。“寸草遮丈风”。经过艰苦的探

索、试验，“麦草方格”固沙法终于挡住了流沙进

攻的脚步。沙面得到固定，动物和植物得以在沙

漠中繁衍。

除了“麦草方格”固沙法外，为防沙治沙，宁

夏科研团队还探索出许多新技术、新模式。

例如，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

推出“草方格+沙结皮”新技术。这一技术是把荒

漠蓝藻喷洒在沙子表面，以此缩短沙土黏合时

间、快速形成土壤结皮。土壤结皮的自然形成需

要 10~20 年，利用这种新技术可缩短至 2 年左

右。宁夏大学与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

研究院成功研发一种新型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

障及生产装置。刷状网绳式草方格经久耐用，能

够有效提高防沙效率。据了解，目前，相关装置

已经实现自动化和规模化生产，具有较高的推

广价值。

“沙漠地区白天气温高，昼夜温差大，风沙

危害强，普通的草方格沙障通常一到两年就坏

了，没法发挥固沙作用。所以，我们全力支持科

研人员创新，为全球荒漠化治理贡献智慧。”宁

夏科技厅社会发展科技处处长张磊说到。

荒山荒沟“穿新衣”
黄河治理，根在流域。宁夏地处黄河上游，

长期干旱少雨，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省

区之一。

多年来，宁夏按照“南部治理、中部修复、全

面预防、重点监督”的思路，采取小流域综合治

理、坡改梯、淤地坝建设等措施，大力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综合治理。

游客若在春日来到固原市彭阳县金鸡坪，

一定会陶醉于这里的梯田花海。放眼望去，层层

梯田宛如一条条曼妙的五线谱，山桃、山杏、红

梅杏等各色山花就像一个个音符，把山川大地

点缀得格外妩媚。自 1983 年建县起，彭阳全流

域推进坡改梯，将山地修整为百万余亩梯田，有

效减少了彭阳县每年向黄河的排沙量。

如今，彭阳县森林覆盖率已经从建县之初

的 3%提升至 36.87%。金鸡坪梯田公园也成功

入选“中国美丽田园”。今年以来，公园已吸引

30 余万游客前来打卡。

为了让“荒山荒沟穿绿衣”，宁夏农林科学

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蔡进军，带领团

队在彭阳县奋斗了 20 多年。“这些年，我们对半

干旱黄土丘陵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黄河‘几字

弯’生态脆弱区林草植被多功能协同提升等技

术展开了科研攻关。”蔡进军说。

在退化生态系统恢复方面，蔡进军团队集

成退化荒山植被恢复、退耕地人工林草建设、退

化耕地“减—增—提”地力恢复、侵蚀沟立体综

合治理、小流域防护林体系空间配置 5 种模式，

建成 2.2 万亩的试验示范区，使彭阳县林草植

被覆盖度由 17%提高到 60%以上，农民人均纯

收入翻了一番。

彭阳县的变化只是宁夏加强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的缩影。

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宁夏年均入黄泥沙量

由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 亿吨减少到如今的 2000
万吨，水土流失面积、流失强度实现“双下降”。

目前，宁夏水土保持率达到 77.3%，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5 个百分点、高于黄河流域 9 个百

分点。宁夏水利厅副厅长麦山表示：“未来，我们

将全面提升水土保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

力，全力推进我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高质量

发展。”

护佑“母亲河”，让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环

境更优美，宁夏有信心，更有决心。 王迎霞 何琪

宁夏：以水清岸绿守护大河安澜

仲夏时节，走进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

自治县，便置身一幅生态画卷中。巍峨神秘

的马牙雪山撞进眼里，一片山的青褐，一抹

雪的洁白；碧毯铺展的草原上，紫色的香柴

花成片绽放，山坡上的林木郁郁葱葱；远远

望去，悠闲信步的白牦牛和羊群，宛如洒落

其间的白珍珠。

正是放牧好时节！在天祝县赛什斯镇土

城村，曼拉加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贵俊

将自家的 100 多头白牦牛和 300 多只羊赶

进了草场。“现在只有夏天 3 个月在草场里

放牧，其余时间都是圈养。”刘贵俊介绍到，

山里草少，以前全年放牧，能养活的牲畜不

到 100 只。牛羊满山跑，冬天遇上下雪，牲畜

还有损失。

放牧时间虽然短了，刘贵俊家的牲畜出

栏量却多了。“全年放牧的时候，冬天准备

500 多公斤青稞补饲就够了，但是收入也

少。”刘贵俊算着账说，去年 9 个月时间圈

养，光饲料钱就花了 30 多万元，但是全年出

栏 1000 多只牛羊。

在天祝县，很多牧民都像刘贵俊一样，

经历着“牧区繁育、农区育肥、农牧互补”模

式带来的变化。近 5 年来，天祝县投入畜牧

业发展资金 1.7 亿元，扶持培育农业龙头企

业 40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504 家、家庭农场

2787 家，累计建成养殖暖棚 2.8 万座，夯实

了草原畜牧业发展基础。

草原减负
天祝县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祁连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全

县国土面积的 64.4%，生态地位极其重要。

据了解，草地是天祝县分布面积最大的

地表资源类型，但天然草原面积只有 587.1
万亩，其中草畜平衡区 427.1 万亩，理论载

畜量为 82.3 万个羊单位，另有灌丛放牧林

地 171 万亩，理论载畜量 40 万个羊单位。这

些天然草地每年只能承载 122.3 万个羊单

位。

“除了草畜平衡区和灌丛放牧林地，我

们还有 30 万亩人工草地理论载畜量 30.02
万个羊单位，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量理论

载畜量 20.26 万个羊单位，全县理论载畜量

达到了 172.58 万个羊单位。”天祝县畜牧技

术推广站副站长祁万祯说，2023 年全县实

际载畜量折合 163.07 万个羊单位，欠载

9.51 万个羊单位，草畜保持动态平衡。

从实际情况看，天祝的畜牧业不仅没有

“超载”，还略有“富余”空间，这得益于大力

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和推广“牧区繁育、农

区育肥、农牧互补”模式。

安维国的育肥养殖场建在天祝县城华

藏寺镇的一处郊区空地上，目前存栏 600 多

头牦牛。“这些架子牛都是从牧区收购来的，

如果只靠放牧，牦牛长肉慢，3~5 岁的牦牛

只有 200 多公斤。”安维国说，他每年趁着牦

牛膘情好的时候购进，育肥半年出栏，牦牛

体重能翻一番，达到 400 多公斤。

在安维国看来，舍饲育肥虽然成本高，

但见效快。“我用的饲料主要是玉米、麸皮、

秸秆和青贮饲草，一头牛虽然每天有 16 元

左右的成本，但是出肉率远远高于放牧，半

年就能出栏。”安维国认为，将传统的粗放式

放牧与精细化的舍饲养殖结合起来，相当于

把牲畜对草原的消耗转移到了圈舍内。不仅

收益好，也能大大减轻草原压力。

近年来，天祝县不断扩大饲草料种植规

模，燕麦草等饲草种植面积由 2005 年的 3
万亩扩大到 2023 年的 30 万亩，牧草良种率

达 85%。全县农作物秸秆产生量 18.3 万吨，

饲料化利用率达 72.6%。

前不久，天祝县入选全国草原畜牧业转

型升级项目县。据了解，天祝县将围绕加强

天然草原保护和修复、建设高产稳产优质饲

草基地、建设现代化草原生态牧场及规模化

养殖场、建设优良种畜和饲草种子扩繁基

地、建设防灾减灾饲草贮运体系“五大体系

工程”进行科学布局。

随着项目的实施，预计到 2027 年，天祝

县 天 然 草 原 综 合植 被 盖 度 将 由 目 前 的

88.6%提高到 89%以上。

牧民增收
“以前很多群众不愿意舍饲养殖，一方

面是因为放牧的传统，另一方面是舍饲成本

高、投入大。”天祝县种畜繁育研究院副院长

杨如杰分析，既要保护草原生态，还要保障

牧民增收，在转变养殖方式的同时，需要想

办法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天华肉羊”正是为

此而育。

今年 3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国家畜禽

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通过的一批新品

种及配套系，天祝县“天华肉羊”名列其中。

这意味着兰州大学与天祝县历时 15 年培育

出的我国首个适应高寒气候的肉羊新品种

有了“身份证”。

“天华肉羊以甘肃高山细毛羊为母本、

南非肉用美利奴羊为父本，兼具两者优秀基

因，适宜在北方牧区和农牧交错区饲养。”杨

如杰说，同等饲养条件下，6 月龄的天华肉

羊比原来的高山细毛羊能多产 1 斤毛、20
斤肉，基础母羊的产羔率能达到 135%。相当

于一只商品羊比之前增收 200 元左右，基础

母羊可以增收 900 元。

天祝县打柴沟镇多隆村的牧民秦玉良

是天华肉羊诞生过程的见证者，也是受益

者。“我有 1400 多只羊，但是只有 2000 多亩

草原。羊放到山上吃不饱，就不好好长肉。搞

舍饲养殖，得有好品种。”秦玉良说，自 2013
年以来，他的养殖场一直参与天华肉羊的改

良扩繁，“这个品种体格大、出肉率高、产毛

多，而且双胎率也高，基本上可以实现两年

三羔”。

在圈舍内，秦玉良指着正在吃饲料的一

群天华肉羊说：“这是去年冬天产的羔，7 个

月时间，已经长到 60 多公斤，以前高山细毛

羊的冬羔到这个时节也就二三十公斤。以前

一只 6 个月大的羊，能产 30 斤肉就是好羊

了，天华肉羊可以出 60 斤肉。你算算这个

账，增收明显不？”

近几年，天祝在全县进行天华肉羊扩

繁，目前新品种饲养量已达 40 万只。“母羊

好，好一窝；公羊好，好一坡。”杨如杰介绍

到，天祝县由政府买单，为群众的扩繁群免

费提供种公羊进行自繁自育。目前，天祝县

在 19 个乡镇组建天华肉羊扩繁推广群 308
群。

据了解，天祝县建立了“核心育种场+育

种扩繁场+扩繁群（户）”的三级繁育体系，并

在全县建立了 129 个人工授精点，通过示范

推广“同期发情+人工授精”良种繁育技术和

“羔羊早期断奶+快速育肥”全舍饲育肥技

术，全面推行“两年三产”高质高效繁殖和

“牧区繁育、农区育肥、农牧互补”科学高效

的生态养殖模式，让更多养殖户享受到科技

转化的成果。

杨如杰表示，将加快扩繁推广力度，到

2025 年组建天华肉羊新品种羊扩繁推广群

500 群，新品种肉羊饲养量达到 80 万只，带

动全县羊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产业提质
徐世涛是天祝县浩顺源家庭农场负责

人，在他的床头，摞着厚厚的生产资料册和

养殖档案。打开这些文件夹，每一头基础母

牛的种类、花型、产犊情况，每一种农作物的

品种、使用肥料、长势等情况都清楚地记录

在册。通过多年来不断地尝试、观察和改进，

徐世涛走出了一条自繁自育自销的路子。

“以前饲料都是从外面进，物流成本太

高。”徐世涛说到，去年自己种了 500 亩燕麦

草，就近供给降低了养殖成本。而且比起普

通秸秆，燕麦草的营养价值更高。今年，他又

流转土地，种了 2300 亩燕麦草，“在半农半

牧区，探索种养结合的方式，可以提升养殖

效益。”

在距离天祝县 100 多公里的兰州新区，

徐世涛还开了 4 家羊肉泡馍馆，通过店里的

视频，可以看到他位于赛什斯镇克岔村的养

殖基地。“去年出栏 4000 多只羊，大部分用

在我的泡馍馆里了。”徐世涛说，传统的产业

模式里，冬季产羔，春夏放牧，秋天集中出

栏。现在人们的观念在逐步转变，通过牧区

繁育、农区育肥，可以实现错峰出栏、常年供

应。

徐世涛的探索是天祝县草原畜牧业转

型升级的一个缩影。未来几年，天祝县将进

一步延伸产业链条，通过培育天祝白牦牛、

天华肉羊精深加工龙头企业，牵引带动良种

繁育、种植、养殖、加工、销售等畜牧业全产

业链发展，打造以合作社、家庭农场为主的

高原特色现代畜牧产业园。

根据天祝县全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

项目实施计划，将在哈溪、松山、打柴沟等

16 个乡镇种植饲草 5 万亩，并配套相关附

属设施设备；在华藏寺镇和松山镇建设饲草

贮运配送中心各 1 个；同时建设现代化草原

生态牧场和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190 家。

此外，天祝县还将通过建立现代化精深

加工生产线，大幅提升高原特色畜牧业市场

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预计到 2027 年，年屠

宰加工能力由 7.5 万头（只）提高到 22 万头

（只），加工产值由 5420 万元提高到 9500 万

元。祁万祯介绍，项目建成后，全县舍饲养殖

规模将提高 10%以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提高到 15535 元，其中草食畜牧业收入由

41%增长到 45%以上。

陈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