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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北 工 程 建 设

简 报
（第 20 期）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三北局 2024 年 6 月 6 日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持续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

陕西省位于毛乌素沙地南部、黄河“几字弯”腹地，肩负着

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的重任。“6·6”座谈会以来，陕西

省牢记领袖嘱托，勇担历史使命，瞄定“创造防沙治沙新奇迹、

力争在西部做示范”的战略定位，统筹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和黄

河“几字弯”攻坚战，工程建设实现良好开局。一年来，陕西“三

北”工程区累计完成任务 427.56 万亩（重点建设任务 233.11万

亩，巩固成果任务 194.45万亩），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93万

亩。

坚持“一个战略定位”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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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根据“三北”工程黄河“几

字弯”攻坚战总体布局，立足陕西省实际，确定以“创造防沙治

沙新奇迹、力争在西部做示范”为战略定位，一以贯之、全力推

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和黄河“几字弯”攻坚战。2023 年 6 月 7 日

省委赵一德书记考察指导榆林治沙工作，省委、省政府相继召开

2 次常委会、2 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6·6”会议精神，研究部署

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召开全省荒漠化综合防治和黄河“几字弯”

攻坚战工作会议，安排部署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工程建设工作。

省政府分管领导多次听取汇报、召开专题会议并实地督导调研，

安排推进相关工作。省级有关部门各尽其责、通力协作，“三北”

工程区各级党委政府凝心聚力推进攻坚战。省林业局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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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班”，

集中力量推进重点工作。组建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和黄河“几字

弯”攻坚战技术支撑组，实行包片联络督导制度，将防沙治沙和

“三北”工程建设纳入林长制督查考核体系，举全省之力“创造

防沙治沙新奇迹、力争在西部做示范”。

锚定“两步走行动目标”一刻不松

陕西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组织开展全省“三北”工

程六期摸底调研工作，采取五级联合、部门协作、现地查看、图

斑对照、座谈交流等方式，全面梳理工程区现状、存在问题和经

验做法。印发实施《陕西省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 年）》，

分阶段科学精准设置六期工程“两步走”目标任务，计划

2021-2030 年完成治理总任务 4289.35 万亩，其中重点建设任务

1971.5 万亩，巩固成果任务 2317.85 万亩，主要包括沙化土地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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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治理 272.92万亩，非沙化土地造林种草 1698.58万亩，退化林

草修复及抚育改良 2213.15 万亩，草原围栏封育 104.7 万亩，新

建农田林网 22.55 万亩，建设小型水利水保措施 477 处。

到 2025年，5.13万亩流动沙地得到全面治理，陕蒙宁边界、

长城沿线、毛乌素沙地南缘三条防风固沙锁边林带初步建成，困

难立地植被恢复取得阶段性成果，重要湿地得到全面保护，工程

区林草总量和质量明显提升，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得到有效控制，

森林覆盖率达到 29.4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 60%左右。

到 2030年，460 万亩中、重度沙化土地全部转为轻度以下，

荒漠化土地减少 340 万亩，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1680 万亩，林草

资源总量和质量持续提升，草原退化趋势得到根本遏制，自然湿

地得到全面有效保护，重要湿地保护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水土

流失得到有效控制，农田防护林体系基本完备，森林、草原、湿

地、荒漠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明显增强，森林覆盖

率达到 31%。

确立“三区三战”总体布局一体发力

陕西省出台《陕西省荒漠化综合防治和黄河“几字弯”攻坚

战行动方案》，根据不同区域特点、水资源承载能力和区域功能

定位，将全省黄河“几字弯”攻坚战 68个县划分为三个治理区，

对应部署了三大战役：毛乌素沙地防沙治沙攻坚区实施沙化土地

全面治理攻坚战，将全省仅剩的 5.13万亩流动沙地和 15.09 万亩

半固定沙地全部固定；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攻坚区实施荒

漠化土地综合治理攻坚战，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重度以上荒漠化

土地基本治理；关中生态经济协同推进区实施渭北旱塬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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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战，主攻困难立地植被恢复和矿山生态治理，全面修复现有

退化林，将林草覆盖率提升 3 个百分点，达到 22%以上。

2023年 10月，陕西省在府谷县召开全省科学绿化暨黄河“几

字弯”攻坚战推进会，随后相继在榆林、延安、渭南、铜川等重

点市县举行项目开工仪式，全面启动三大战役。2024 年伊始，

陕西林业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沙化土地治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科学开展春季营造林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指导各地抢抓

春季造林有利时机，采取有力措施，超前谋划“三北”工程六期

第二批重点项目 34 个，为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提供强有力

的项目支撑。同时，召开荒漠化综合防治和黄河“几字弯”攻坚

战推进会和全省春季营造林工作调度会，抢抓造林绿化关键时期，

掀起春季植树热潮，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由南向北全面打响。

榆林市突出对沙化土地和水土流失严重的生态脆弱区进行

综合治理，重点实施生态廊道建设、重点区域绿化、沿黄防护林

提质增效、林草产业、封山（沙）育林等项目，持续开展乔灌木

替代蒿类植物试点、沙区飞播造林等工作，计划造林种草 153 万

亩。延安市部署白于山区毛乌素沙地南侵“阻击战”、黄河西岸

土石山区综合治理“歼灭战”、延安中部人居生态环境“提升战”、

南部天然林区森林可持续经营“持久战”4 场战役，扎实谋划“三

北”工程六期建设项目 10个，规划营造林 339.64万亩。铜川市

设定“三区九单元”总体布局，坚持山上植绿、身边增绿、见缝

插绿、留白布绿，聚焦六大重点区域绿化，实施渭北地区固沟保

塬生态保护修复综合治理等重点项目，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林

业高质量发展。印发《陕西省铜川市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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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修复项目实施方案》，计划 3 年完成退化林修复 18.4 万亩、

森林抚育 25.8 万亩。

开展“十四个重点行动”一体推进

陕西省“三北”工程区各市县聚焦沙化土地治理、荒漠化土

地综合治理、困难立地植被恢复等制约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难点、

堵点、卡点问题，创新应用新模式、新机制、新技术，实施“十

四个重点行动”。即：流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全面治理行动、锁

边林草带提升改造行动、矿山生态修复行动、农田防护林网建设

行动、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行动、黄河沿岸绿色生态廊道建设行动、

困难立地植被恢复和林草质量精准提升行动、重要湿地保护修复

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行动、高质量林业产业发展行动、国有

林场振兴和集体林场发展行动、林草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行动、

强化科技支撑与国际交流行动、完善政策支持和体制机制行动。

榆林市出台《榆林市流动沙地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按照“一

事一议”原则，试点开展委托造林，委托乡镇（街道）实施流动

沙地治理及管护，支持鼓励群众参与造林，按工程造林模式直接

予以资金补助，极大调动了乡镇（街道）及土地所有权者造林积

极性，市财政安排专项治理资金 1 亿元，2024 年计划全面治理

4.77万亩流动沙地。府谷、绥德等黄河沿岸土石山区，探索推行

山坡垒石造坑、无人机运苗、山顶高位水池、育林板保水固土的

“四位一体”沿黄生态治理模式，应用“石坑客土、深栽深埋、

集雨节水、乔灌混交”的施工模式，解决了山势陡峭、土层浅薄

贫瘠造林成活率不高的问题。2024 累计完成营造林 2.3万亩，造

林成活率达到 90%以上。神木市创新“三定两加强一激励”（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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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规格、定产量质量、定育苗成本和交苗时间，加强过程监管、

强化职责考核、建立激励机制）的国有林场种苗供应机制，全面

保障造林绿化建设新需求，年均提供各类苗木 390万余株，产生

经济价值 4000 余万元。吴起县推行“山顶草灌木林、山腰坡地

经济林、沟坡锁边防护林”的流域治理模式，应用阳向陡坡乔灌

林草复合等 11 种典型树种配置模式，实现了整流域治理目标，

2024年已完成治理任务 2.5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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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