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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牢记嘱托 开启具有青海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6•6”重要讲话以来，青海省牢记嘱托，

锚定生态定位，科学谋篇布局，全力实施攻坚，持续稳步推进防

沙治沙工作和“三北”工程建设，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青海片区阻击战取得阶段性成效。

强化政治担当 扛起防沙治沙时代责任

凝心聚力促奋进。青海省委、省政府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给青海“三个最大”的省情定位，提出“探索具有青海特色的防沙

治沙道路”的工作思路，明确“科学合理、积极稳妥、聚焦聚力、

勇于争先”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要充分认识青海在河西走廊-塔克拉

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中的重要性、特殊性，有力推进防沙治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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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三北”工程，为巩固发展祖国北方绿色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

海力量。

周密部署稳推动。青海省建立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

“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工作协调机制，督促“三北”工程区 6

个市州全部建立协调机制，25 个县（市）建立协调机制。先后

召开全省防沙治沙暨“三北”工程六期推进会、第一、二次协调机

制专题会议、全省国土绿化暨“三北”工程攻坚战动员大会，全面

动员和安排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重点工作。发布第 2 号总林（草）

长令，就出台政策制度、落实重点项目等 6 个方面进行部署。青

海省林草局成立工作专班，印发《青海省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

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建设工作协调机制》工作规则、会议、文

件管理等 6 项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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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主要任务分工方案》以及《青海省三北

工程攻坚战 2024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明确 24项重点工作任务。

科学谋划详布局。青海省聚焦沙漠边缘和腹地、上风口和下

风口、沙源区和路径区统筹谋划，采取“点、线、面”相结合，“锁

边、固源、巩固”同发力的治理路径，打造“2+1+12+N”防沙治沙

新格局（2 个核心攻坚区，1 个协同推进区，12个重点区域周边

沙漠边缘关键带，N个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着力解决沙患、水

患、盐渍化、农田防护林、草畜平衡、河湖湿地保护等 6 大生态

问题。

强化管理举措 全力以赴打好阻击战

压实主体职责。青海省明确提出将做好“三北”工程重点项目

工作相关要求纳入《2024 年第一季度林（草）长制重点任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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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清单》和《2024年林（草）长制重点任务》，将“三北”工程建

设作为“一把手”工程纳入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和林（草）长制督查

考核内容。青海省政府与“三北”工程区六州政府签订“十四五”

《防沙治沙目标责任书》，构建防沙治沙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的管理责任制。同时，建立“林（草）长+警长+检察长+

法院院长”和“河湖长制”“林（草）长制”联动工作机制，严格落

实“双包五联”“五查五促”工作机制，实行最严格的资源保护制度，

有效保护沙区植被。

提升打赢能力。青海省印发“一意见、两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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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三

北”工程六期规划青海省实施方案（2021—2030年）》《河西走

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青海片区防沙治沙三年攻坚行

动方案（2024—2026 年）》），为打好阻击战提供坚实政策保

障。大力推广工程固沙和生物治沙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及插杆水钻

造林技术，实现常规插杆造林当年成活率提高 10%，节省劳力

20%。创新固沙方式，采取“以封为主，封造结合”的治沙方法，

调整树种结构，采用“沙棘营养土坨造林、乌柳截杆深栽造林、

容器苗造林”等一系列适合高寒沙区的先进实用技术，在高寒旱

沙区走出了一条固沙造林的新路子。围绕中央预算内中央财政项

目申报及建设管理政策、林业和草原项目财务管理政策等内容，

举办青海省“三北”工程建设专题培训班，提升全省各级林草部门

业务骨干攻坚能力。

扩大宣传影响。青海省制定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

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宣传报道方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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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一

意见两方案”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全面宣传青海“三北”工程攻

坚战思路举措、目标任务；拍摄录制《生命之色浸染黄沙》《实

干》等防沙治沙节目，广泛宣传报道青海荒漠化防治和“三北”工

程建设成就。全国“两会”期间，联合宁夏、内蒙、新疆、甘肃日

报开展“党媒联动，向总书记报告：创造‘三北’治沙新奇迹，共筑

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等宣传报道工作。截至目前，已刊（播）发

防沙治沙和生态治理典型 3000余条。

激发治沙动能 科学统筹推进防沙治沙

强化科技支撑。青海聚力打造科学治沙高地，实现科学治沙，

制定“四个一”任务清单，即落实一个工作机制，与国家林草局、

中国林科院建立国家、省、市、县四级专家技术支撑联动机制；

明确一个目标任务，打造青海“三北”工程攻坚战科技高地；创建

一个示范模式，抓好“12个阻击点”示范模式创建；建好一个科技

示范基地，抓好青海共和定位监测站、沙珠玉等防沙治沙科研示

范基地建设。开展高海拔沙地综合治理、困难立地植被恢复、优

良树种草种驯化繁育等重大问题专题研究，与省内外相关科研单

位开展多领域、全方位的技术合作，引智借力抓好关键性技术推

广应用，着力提高防沙治沙成效。组织选拔林草科技人才及遴选

聘任林草乡土专家，建立“三北”工程专家库，落实国家、省、市、

县相关单位四级专家技术支撑联动机制。组织“三北”工程科技支

撑培训班，提高生态科技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探索光伏治沙。青海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按照源网荷储一体

化总体布局，构建规划、政策、基地、项目、企业“五位一体”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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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格局，充分利用荒漠土地资源，积极探索“光伏+治沙”发展模

式，利用共和县塔拉滩 345平方公里沙化土地，建成世界最大装

机容量的光伏园区，治理园区及周边沙化土地 41.75 万亩，园区

内植被盖度达到 50%，较园区外增加 12%，部分区域植被盖度达

到 80%，植物种数由 7种增加到 13种，园区内鲜草产量每亩 173.8

公斤，高于园区外产量 4 倍，实现了清洁能源与防沙治沙、产业

扶贫、农牧生产、文化旅游等深度融合。

坚持产业融合。青海坚持生态产业兴林富民，大力发展沙区

特许经营，以生态旅游、光伏治沙、特色种植等生态富民产业为

支柱，探索“林+果+药”“林+草+牧”经营模式，高质量发展特色经

济林、生态旅游、林下经济、中藏药材等支柱产业，按照“东部

沙棘、西部枸杞”的沙产业发展思路，积极打造“柴达木”枸杞品

牌体系，全省沙区枸杞种植面积近 50 万亩，认定有机枸杞基地

面积 10万亩、绿色有机企业 95 家、绿色有机产品 351 个，年综

合产值达到 100 亿元，带动 10 万群众致富增收，建成全国最大

的有机枸杞种植生产基地，柴达木枸杞被认定为第二批中国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增强了防沙治沙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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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