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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三北局 2024 年 5 月 23 日

内蒙古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森林

草原面积均居全国首位，土地荒漠化沙化面积约为全国的 20%，

担负着国家“三北”工程六期沙化土地治理 60%的任务量，在“三

北”工程防沙治沙三大标志性战役中占了“两个半”，是我国治

理荒漠化的主战场、防御沙尘暴的主防线。

牢记嘱托 构筑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五大任务，其中

之一就是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2023 年 6 月 6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

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向全党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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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伟大号召。

内蒙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关于推进“三北”工程的战略部署，从“国

之大者”的高度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党

的十八大以来，通过“造封飞、乔灌草、带网片”等举措，累计

营造林 1.37亿亩、种草 3.36 亿亩、防沙治沙 1.48亿亩，规模均

居全国第一，全区森林覆盖率和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双提高”，

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2023 年，内蒙古全面打响

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

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防沙治沙 950万亩、规模

全国第一。2024年，内蒙古计划治理沙化土地 1500 万亩以上，

力争 1—2年把任务量较少的旗县全部治理完，到 2030年，如期

完成 9704万亩的治沙任务。2024 年开春化冻后各地迅速开工，

自治区省级干部分赴现场参战督战，鄂尔多斯市日均治沙超过 1

万亩，截至 5 月 11日，内蒙古已完成治沙 604万亩。

在多年防沙治沙实践中，内蒙古总结出的“库布其模式”和

“磴口模式”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点赞”。库布其沙漠是我国

第七大沙漠，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多年来，通过推行“党委政府

政策性主导、企业产业化投资、社会和农牧民市场化参与、技术

持续化创新、成果开放化共享”治理模式，库布其沙漠治理率从

本世纪初的 4.6%提高到现在的 32%，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

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磴口县地处黄河“几字弯”“弯

头”，西临乌兰布和沙漠。几十年来，各级党委、各类企业、各

族干部群众、科研机构共同参与，齐心协力，在沙漠边缘建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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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长 308 华里、宽 100 米的林带。如今，乌兰布和沙漠东缘已

后退 30—50华里，每年向黄河输沙量较治理之前降低 94.7%。

双管齐下 统筹防沙治沙和新能源融合发展

2023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提出实施“六

个工程”，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就是其中之一，这是

内蒙古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关键一招，能够在融通政策、

汇聚财力、扩大治沙体量、壮大绿能规模等方面收获一举多得的

效果。内蒙古印发《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推进方案》，

规划到 2030 年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151 万亩、配套新能源装机

1.19亿千瓦。为保障工程顺利推进，内蒙古设立了防沙治沙基金，

建立了保量稳价、建管护理、违约处置、农牧民参与等制度机制，

推动相关盟市成立了由新能源企业牵头、新能源装备制造和生态

治理等企业组成的项目联合体。目前，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

化工程涉及的 8 个盟市都在提速提效往前赶，相关工作稳步有序

推进。

内蒙古将进一步统筹好新能源项目开发与沙化土地综合治

理，加快“沙戈荒”地区集中式光伏项目和电网主网架项目建设，

加大分散式风电和分布式光伏发电开发力度，积极探索“板上发

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立体化发展模式，努力实现增绿、增

能、增收的多赢。2024年，一体化工程将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230

万亩，配套新能源装机 2727万千瓦。

绿富双赢 “沙窝子”变成了致富的“钱袋子”

在防沙治沙的实践中，内蒙古一边植树种草，一边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向森林要食物”、“向草原要食物”的重要要求，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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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发展相关产业。

近两年，内蒙古围绕发展林草产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

森林食品、木本粮油、沙生植物、中药材、优质牧草等产业规模

不断扩大。2023 年，内蒙古林沙草产业总产值达到 856 亿元。

分布着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的阿拉善盟，坚持

以生态治理带动沙产业发展、以沙产业发展逆向拉动生态治理，

已建成梭梭—肉苁蓉、白刺—锁阳、花棒采种 3 个百万亩产业基

地，吸纳农牧民 3 万余人，人均增收 3—5 万元。赤峰市喀喇沁

旗依托 264 万亩林地资源，积极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原生

态野生林下产品采集、林产品加工和森林康养旅游产业，去年带

动 8000多农牧民户均增收 6000元以上。

内蒙古将按照“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思路，变攻坚

战役为发展契机，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兼用草树种，根据不同地块

特点强化技术装备支撑，积极培育和延长林沙草产业链条，联结

起更多企业和群众，努力把防沙治沙的过程变成推动经济发展的

过程，在“沙海”变“绿洲”中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

创新举措 激发社会参与防沙治沙新活力

内蒙古为了调动农牧民参与防沙治沙的积极性，探索实施了

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是“以工代赈”治沙。赤峰市的翁牛特

旗和克什克腾旗，由村级合作社承接实施治沙项目，发动农牧民

投资投工投劳，就近参与有偿治沙和后期管护。目前，2 个旗已

在 15 个苏木乡镇的 25 个嘎查村实施以工代赈项目 15 个，累计

治沙 6.8 万亩，带动 3100多农牧民参与治沙，人均增收 2000元

以上。二是农牧民包干治沙。鄂尔多斯市探索推行“以补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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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奖代投”、“掏钱买活树”等激励机制，按照“谁投资、谁

治理、谁受益”的社会化治理政策，鼓励农牧户以承包、租赁、

入股等方式参与生态建设。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开展以来，鄂

尔多斯市累计完成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252 万亩，农牧民直接参与

治沙超过 3 万人次。三是先建后补治沙。阿拉善盟大力支持有意

愿的农牧民主动申请并按照相关规程进行治沙，验收通过后按照

建设标准进行补贴。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弥补了营造林资金缺口，

以财政“小资金”撬动社会“大造林”。

内蒙古将进一步强化激励约束机制，把招投标、禁牧休牧等

制度完善好，把资金分配、奖补引导等举措统筹好，做到奖罚分

明、责权对等，引导更多农牧民参与进来，坚决打好防沙治沙“大

会战”。

发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司局、直属单位。

三北地区各省（区、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林业和草原局。（本期印 4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