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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激发新动能 打好阻击战

“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新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6·6”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扛起防沙治沙政治责任，全力打好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一年来，全区共完成综合治理任务

1274.4 万亩，其中造林 178.83 万亩，种草改良 500.72 万亩，沙

化土地治理 591.05万亩，工程固沙 3.80万亩。

笃行实干谋发展

坚持高位推动。新疆自治区党委、政府先后召开党委常委会

议、政府常务会议 7 次，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6•6”重要讲话

精神，安排部署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相关工作。自治区总

林长签发《关于深入推进“三北”工程建设 全力打好塔克拉玛干

沙漠边缘阻击战的令》。将“打好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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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阻击战”内容写入 2024年自治区党委 1 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

告》。先后召开全区生态环境保护暨荒漠化综合防治大会、塔克

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现场推进会、荒漠化综合防治视频调度会

议，对全力打好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加强组织领导。自治区成立“三北”工程攻坚战专班，明晰工

作职责，强化工作责任，推动工作落实。建立由自治区人民政府

分管副主席担任召集人，13 个省直部门组成的协调机制，形成

攻坚战的强大合力。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

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

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的实施方案》，明确总任务，细化

工作措施，压实工作责任，全面启动“三北”工程攻坚战。自治区

党委副书记、政府分管副主席 3 次召集发改、水利、林草等部门，

围绕打好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进行专题研究，带队深入塔

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实地调研，编制科学可行、操作性强的阻击战

实施方案和九条政策措施。

科学谋篇布局。加快修编《新疆自治区“三北”工程总规》、

编制《新疆自治区“三北”工程六期规划》，科学谋划“南锁、东

扩、北增、西护、中阻”中长期规划目标，规划 12个重点治理项

目、25 个子项目及“一圈、两区、三线”规划布局，还布设共了 1

亿千瓦点片连线的环沙漠边缘约 800 公里的阻沙“光伏长城”。编

制完成《新疆自治区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新疆和田

地区防沙治沙与沙漠锁边、绿洲连片建设规划（2023—2030）》

《巴州荒漠化综合治理和 “三北 ”六期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2024—2026）行动方案》，明确攻坚战路线图、时间表。



—3—

要素支撑保发展

创新支撑政策。新疆自治区坚持问题导向，根据调研发现的

突出问题，重点围绕防沙治沙生态用水、土地使用权、光伏项目

布局、压覆矿产资源手续办理、生态红线内治沙、防沙治沙项目

环评等九个方面，会同发改、自然资源、水利、生态环境等部门，

深入研究、反复商议，提出《关于支持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

战的九条措施》，为打好打赢塔克拉玛干沙漠组阻击战提供了政

策保障，极大调动沙漠沿线各地投身荒漠化防治的积极性。

完善用水措施。新疆组建自治区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建立提

级调水机制，区地县乡村五级水利、林草多部门联动，科学统筹

生态、生产、生活用水；在自治区两办印发的《关于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

点生态工程建设的实施方案》中明确“出台防沙治沙用水优惠政

策”，对纯生态低耗水类防沙治沙项目免收水资源费，综合利用

灌区内浅层地下水进行防沙治沙，汛期和农闲期实施“错峰灌溉”

保障防护林生态用水，优先保证越冬、萌芽、花后、助果等关键

用水保障林果灌溉。

强化要素保障。在中央资金予以支持项目的基础上，新疆自

治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全力支持阻击战新增治沙任务。2024

年实施的“双重”项目和“三北”工程六期规划任务全部实现落地

上图。各工程市县水利部门均出具用水承诺函，为攻坚战提供用

水保障。组建自治区“三北”工程攻坚战专家咨询组，通过“揭榜

挂帅”“厅局联动”方式，申报防沙治沙科技项目，加强防沙治沙

重点领域科技攻关；建立新疆林草生态建设领域地方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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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地方生态建设标准，整理印发《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

科技成果选编》，收录适宜林草科技成果，指导应用于生产实践。

创新举措促发展

创新治沙模式。新疆各级政府坚持典型引路，推广先进经验，

探索有效治沙模式。于田县采取梯田化整地，坡面铺设草方格、

平地栽植柽柳梭梭，利用坡降自压式灌溉，形成立体治沙模式，

后续将地块移交县财政控股的国有企业接种肉苁蓉；积极吸引大

企业、社会、农民参与防沙治沙，建立标准化、机械化种植示范

基地，通过“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带动特色沙产业

全面发展，在防沙治沙的同时解决就业获得可观经济收益。沙雅

县采用光伏发电取水治沙新模式，使用分布式发电光伏电站抽取

地下苦咸水对新增林地进行灌溉，用分布式光伏发电代替动力电，

在降低建设成本的同时破解了沙漠边缘植绿缺水的难题。

推动全民治沙。坚持治沙与用沙并重，政府、群众与企业形

成治沙致富共同体，搭建政企合作平台，引进企业集团参与防沙

治沙，实现全民治沙。积极协调促成自治区林草局、巴州人民政

府、和田地区行署和中国铁建签订《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

战锁边固沙项目合作协议》；巴州与中国石油和中国广核集团签

订协议，建设光伏基地、草方格、防护林等治沙措施；策勒县委、

县政府划拨沙漠土地，做好土地平整、通路、通电及通水等基础

性保障工作，引入企业在项目区周边实施草方格固沙，设立高立

式沙障，建设防护林、围栏、沉沙池等，开展人工种草，以“治

沙+种植饲草+养殖”的沙化土地治理模式助力农牧民就近就业、

增收致富；于田县将防沙治沙任务分解细化，企业承包经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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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土地入股、投工投劳，参与分红，村民在参与防沙治沙的同

时解决了就业难题，提高劳动收入；洛浦县引进中国广核集团，

开展绿洲内部沙漠歼灭战，积极吸引各方资本参与到防沙治沙攻

坚战中。

实现绿富同兴。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把“三北”

工程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入践行“三绿”并举、“四库”联动

重要理念，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林下经济、森林旅游、林产品

加工等产业，不断打通“两山”转化通道。库尔勒市、尉犁县、轮

台县区域将探索推广人工种植罗布麻用于防沙治沙，培养出适合

巴州当地种植的乡土草种，推进荒漠化治理从防沙、治沙到防沙、

治沙、用沙的可循环模式。且末县委县政府划拨全县梭梭林 1.65

万亩，接种肉苁蓉 6.77万亩，鼓励乡镇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

同时成立红枣龙头企业进行红枣价格托底，形成由国有龙头企业

带动的红枣产销渠道，解除农民后顾之忧。沙雅县引进技术成熟

治沙企业，利用地下浅层苦咸水种植梭梭、肉苁蓉等沙生植物，

投资建设深加工生产线，有效带动影响周边农户投身沙产业，实

现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共赢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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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