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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三北局 2024 年 5 月 31 日

巴彦淖尔市勇当“三北”工程攻坚战尖刀连和排头兵

2023年 6 月 5 日-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巴彦淖尔市考察，

发出了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

新奇迹的动员令。一年来，巴彦淖尔市牢记嘱托，把感恩之心转

化为维护之志、奋进之力，以主力先锋姿态，勇当“三北”工程

攻坚战的尖刀连、排头兵。

牢记嘱托，精心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力争用 10 年

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巴彦淖尔市第一时间

组织成立专班，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

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编制印发《巴彦淖尔市黄河“几字弯”攻

坚战实施方案（2021-2030 年）》，科学划定沙漠（沙地）区、

阴山及阴山北麓区、河套平原建设区、乌梁素海等湿地四个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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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通过打好护山、节水、造林、改田、保湖、增草、治沙组合

拳，到 2030年完成治理任务 3429万亩，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

从 30%提高到 61%，林草覆盖率由 41%提高到 51%。

闻令而动，尽锐出战。巴彦淖尔市不等不靠、提前行动，市

委书记挂帅任组长，市长牵头负责风电光伏一体化治沙，明确任

务、责任到人，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定期调度，黄河“几字弯”

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目前，已完成治理 208 万亩，占全

年 300 万亩任务的 70%，较 2023 年同期相比，治理规模扩大 5

倍多，治理进度提升 8 倍多，防沙治沙提档增速，进入治理快车

道。

联防联治，阻沙入黄。巴彦淖尔市与毗邻的阿拉善盟打破行

政区域界限，深化合作联动，大力开展沿黄河流沙治理，阻击流

沙入黄危害。在刘拐沙头实施阻沙入黄工程，治理面积 10.35万

亩，形成 20 米乔木林挡沙墙、100 米灌木林阻沙带、2000 米种

草固沙网，形成乔灌草结合立体化施治的格局，彻底阻止流沙入

侵黄河。

一体保护，系统治理。巴彦淖尔市坚持分区施策，因害设防，

重点施治，以穿沙公路为挡沙骨干网，在道路两侧种植抗旱乔木、

灌木林带，划小单元控住流沙；在高大沙丘迎风坡采取集中连片

的 1 米方格沙障，实施规模化工程固沙，将流动沙丘牢牢固住；

在平缓沙地实施草方格+生物措施，种植沙生灌木，将流沙大面

积锁住；在乌兰布和沙漠东缘，建设 187 公里长、300 米宽的锁

边林草带，将流沙全线挡住；整体提升沙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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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创新模式。在总结提升“磴口模式”的基础上，

创新应用符合当地实际的治理方式。一是光伏＋治沙＋梭梭（四

翅滨藜）＋中药材（苁蓉、锁阳等）。在沙漠（沙地）治理区，

通过拉大光伏板间距、抬高板前高度、板后间距，在光伏板之间

预留空地栽植具有产业优势的抗旱节水沙生灌木、中药材等，实

现板上发电、板下种植的双赢。二是工程固沙＋灌木造林＋经济

林＋林下经济＋湿地保护修复＋沙漠旅游＋农牧民利益联结。在

乌兰布和沙漠采取工程固沙、人工栽植经济林并间种中药材相结

合的模式，治理流动沙丘；对沙海湖、屠申泽等湿地，利用黄河

分凌期进行生态补水进行保护修复，同时为林草提供水源保障；

发挥得天独厚的沙漠湖泊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农牧民通过合

作社参与治理、发展产业，增加收入。三是推行套区“渠林路田”

防护林。结合高标准农田和国管渠沟工程建设，全面推行“渠林

路田”防护林模式，既扩绿兴绿，又保障粮食安全。四是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零星沙丘治理＋经济林＋林果产品精深加工。建立

套内零星沙丘长制，一丘一策开展治理。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种植经济林，进行中药材制剂、保健品、鲜果饮品等精深加工，

延伸产业链条，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实现绿富同兴。五是林场＋

育苗＋经济林＋抗旱树种草种试验示范＋可持续经营。建设新华

林场等 6 个全国试点林场，充分发挥其土地、技术等资源优势，

开展抗旱树种草种防沙治沙试验示范，建设保障性苗圃和良种示

范基地，同时发展经济林等生态产业，面向社会开展专业造林服

务创收，推动林场可持续经营。

打造精品，示范引领。全力打造精品示范工程。一是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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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千瓦级乌兰布和沙漠东北部新能源基地，实施板上发电、板

下种植，发展生态产业，利益联结农牧民，在光伏＋生态治理上

做示范；二是在紧临黄河的乌兰布和沙漠刘拐沙头，实施乔灌草

综合治理阻沙入黄工程，形成乔木林挡沙墙、灌木林阻沙带、种

草固沙网，在黄河岸线流沙综合治理上做示范；三是在沙区上下

风口、沙源区、路径区重点区域，实施护山、节水、造林、改田、

保湖、增草、治沙系统治理一体化保护，在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

治理上做示范；四是大力推行“渠林路田”模式，解决了林与地

争肥、抢光等矛盾问题，既增绿兴绿，又增产增收，在农田防护

林建设上做示范；五是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积极与国家绿基会、

环基会、蚂蚁森林集团等公益组织和企业联系，投资近 1 亿元，

开展防沙治沙。同时，积极与区内外龙头企业合作发展生态产业，

在全民治沙上做示范。

科技赋能，科学治沙。巴彦淖尔市与中国林科院沙林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林科院等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切实发挥“智库”作

用，成立河套地区盐碱地林草植被构建和生态修复博士科研工作

站，开展适宜的节水灌溉设施配置和布局研究。承接实施国家林

草局“三北”工程攻坚战科研“揭榜挂帅”项目 4项、内蒙古自

治区防沙治沙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揭榜挂帅”项目 3 项。组

织本市农机企业研制生产 5 种型号的压沙机并推广应用，全市治

沙机械化率达到 60%以上，较传统治沙效率提高 5倍以上，人工

成本大幅下降。

提标升级，建强林场。打造临河新华林场等 6 个全国试点林

场，同步推进其他林场提标升级。新建国有林场管护用房 6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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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改造 2 处，建设 5 个保障性苗圃，完成育苗 2000 亩以上，

国有林场主阵地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同时，优化整合员工队伍，

不仅领导班子得到强化，业务能力也得到增强，班子、队伍、目

标、能力、保障、产业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完善政策，健全机制。抓住国家出台重大政策机遇，制定《巴

彦淖尔市推进“三北”工程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十条措施》和

补奖机制，从科技支撑、利益联结等十个方面支持攻坚战。完善

“以工代赈”机制，鼓励农牧民参与工程建设。目前，近 20 个

合作社、40多家企业、1.6万多名农牧民加入到工程建设中，农

牧民人均增收 1.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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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