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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驱动”跑出“绿色之变” 

——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 
 

库布其沙漠，横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达拉特、

准格尔三个旗，是中国第七大沙漠，自西向东绵延 360 多公里，

面积 1.86 万余平方公里。新中国成立后，库布其沙漠每年向黄

河岸边推进数十米、流入泥沙 1.6 亿吨，直接威胁着“塞外粮仓”

河套平原和黄河安澜，沙区老百姓的生存和生命安全常受其扰。 

鄂尔多斯市历届党委政府坚决贯彻党中央和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团结带领沙区各族干部群众，大力推进祖

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下，逐

步探索出的“库布其沙漠治理模式”——党委政府政策性主导、

企业产业化投资、农牧民市场化参与、科技持续化创新，“四轮

驱动”造就了个体与社会、经济与生态、当前和长远的效益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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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发展理念，为世界防

治荒漠化开出了“中国良方”。 

一、党政政策性主导，凝聚磅礴合力 

30 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林权制度的改革政策，

颁布了《防沙治沙法》，通过政府企业联动的模式，支持企业和

社会力量实施大型治沙工程，发展林沙产业，形成防沙治沙合力，

实现生态改善、企业增效、群众增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

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顶层设计和规划体系不断健全完善，防沙治沙力度

进一步加大，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从根本上推动了库布其沙

漠治理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

府大力构筑祖国北疆绿色生态安全屏障，坚持以社会化的方式推

进沙漠治理，加强政策引导，实施奖补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充

分调动企业、群众等各方面力量参与荒漠化治理，实现了防沙治

沙主体由国家和集体为主向全社会参与、多元化投资转变。鄂尔

多斯市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各项政策措施，持

续出台利好政策，灵活运用党委政府的“宏观之手”，从源头上

构筑起库布其沙漠治理的规划体系，再加上真金白银的投入，在

生态建设的宏图上画下一个个“同心圆”，各部门联合作战，充

分激发了全民治沙的内生动力。 

二、企业产业化投资，释放资金活力 

在党中央、内蒙古自治区和鄂尔多斯市各项支持性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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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各类企业产业化投资，逐步形成了生态修复、生态牧业、生

态健康、生态旅游、生态光伏、生态工业“六位一体”和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的生态产业综合体系，逆向拉动了库布其沙漠治理。

参与治沙造林及其相关产业开发的企业，数量达到了 80 多家。

特别是亿利资源集团，30 年来，牢牢立足治沙，大力推动“治

沙手段产业化”发展战略，创新设计了一系列沙漠生态产业，走

出了一条产业化治沙的新路子。一是农业治沙。通过开发本土化

耐寒、耐旱、耐盐碱种质资源，挖掘沙漠植物经济价值，适度开

发甘草、苁蓉、有机果蔬等种植加工业。同时，按照“宜草则草、

草畜平衡、静态舍养、动态轮牧”的原则，依托沙柳、柠条、甘

草、紫花苜蓿等高蛋白沙生植物资源，实施灌木林平茬复壮饲草

化利用，发展有机无抗生素饲料，在生态修复区适度发展牛、羊、

地鵏等本土化畜禽养殖，激励群众自发种植养殖积极性。二是工

业治沙。利用生物、生态，工业废渣和农作物秸秆腐熟等技术，

发展土壤改良剂、复混肥、有机肥料等制造业。治沙改土，打造

农庄有机田，减少沙层，变废为宝。三是能源治沙。充分利用沙

漠每年 3180 小时日照的资源，大力发展沙漠光伏项目。通过“板

上发电、板间养羊、板下种草”的方式，利用光伏板生产绿色能

源，通过光伏板间草林种植防风治沙，通过光伏板下养殖羊及家

禽形成的天然生物肥反哺种植，实现了良性互动。四是金融治沙。

亿利资源集团联合数十家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发起设立了“绿丝

路基金”，通过金融手段撬动更多资金，投资沙漠产业。 

三、农牧民市场化参与，激发内生动力 

鄂尔多斯通过政府引导和企业带动，建立多方位、多渠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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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联结机制，充分调动广大农牧民治沙致富积极性和主动性。一

是通过出租土地，实现了从农牧民到“地主”的转变。农牧民把

荒弃沙漠转租给亿利资源集团，增加收入，另有农牧民承包的沙

漠入股亿利，按固定比例分红。二是通过积极参与治沙产业，实

现了从农牧民到产业工人的转变。亿利集团精心细分产业环节，

精心设计农牧民参与方式，为农牧民创造参与产业发展的机会。

仅在沙漠治理中，就先后组建治沙民工联队，部分农牧民成为生

态建设工人，人均年收入超过 3 万元。三是通过参与沙漠旅游服

务业，实现了从农牧民到小企业主的转变。沙漠旅游是沙漠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沙漠旅游的日益红火，农牧民发展起家庭

旅馆、餐饮、民族手工业、沙漠越野等服务业，户均年收入 10

万多元，人均超过 3 万元。部分农牧民实行标准化养殖和规模化

种植，人均收入超过 2 万元。四是积极参与义务植树，全民义务

植树做到了规范化、基地化、科学化和制度化。形成了“大种树、

年年种、人人种”的植树造林良好氛围，连年超额完成自治区下

达的植树造林任务。 

四、科技持续化创新，提升治理效能 

缺少科技参与，库布其曾一度陷入“治理-恶化-再治理-再

恶化”的怪圈。鄂尔多斯人提出，治沙一天不止，创新一日不停，

从最初固沙、植树、种草开始，不停地试行实验、改良技术，鄂

尔多斯人逐渐找到了一条科技治沙之路。一是提出了系统化治沙

的理念。在政府支持下，逐渐探索、完善了系统化的治沙技术，

通过“锁住四周、渗透腹部、以路划区、分而治之”和“南围、

北堵、中切”的策略，建设了 240 多公里防沙锁边林，整体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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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搬迁，建设大漠腹地保护区，建设规模化、机械化的甘草基

地，林草药“三管齐下”，封育、飞播、人工造林“三措并举”，

最终形成沙漠绿洲和生态小气候环境。二是创造了一系列世界领

先的治沙技术。依靠科技治沙是库布其模式的突出表现。经过多

年努力，亿利资源集团研发了沙柳、柠条、杨柴、花棒等 1000

多种耐寒、耐旱、耐盐碱的植物种子，建成了中国西部最大的沙

生灌木及珍稀濒危植物种质资源库，创新了气流法植树、无人机

植树、甘草平移栽种等 100 多项沙漠生态技术成果，开创了豆科

植物大混交植物固氮改土等多种沙漠生态工艺包。三是建立了一

系列世界先进的示范中心。包括旱地节水现代农业示范中心、生

态大数据示范中心、智慧生态光伏示范中心、沙漠生态旅游示范

中心等，与联合国环境署共建“一带一路”沙漠绿色经济创新中

心。 

30 年来，在各级政府、沙区群众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完

成了库布其沙漠绿化面积 6000 多平方公里，库布其成为世界上

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的历史性转变。今日，库布其沙漠治理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

可持续的模式，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成为中国走向世界

的一张“绿色名片”，与全世界荒漠化地区分享成功经验和模式，

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带给世界上更多的人，为推进人类可持续

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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