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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市以“四抓”促“四做”

奋力打好防沙治沙攻坚战、持久战

大庆市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地处科尔沁沙地边缘，是国家

“三北”工程和防沙治沙建设的重点地区。今年以来，大庆市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6•6”重要讲话精神，把“三北”工

程建设作为维护生态安全、建设绿色龙江、推动大庆转型的战略

举措，坚持以“四抓”促“四做”，不遗余力推动荒漠化综合防

治和“三北”工程六期规划建设取得新成效。

抓顶层设计，全力做好“规划”文章。铆定筑牢祖国北方生

态安全屏障目标任务，组织编制《大庆市防沙治沙规划》，明确

全市“十四五”及 2026—2030 年全市防沙治沙主要目标、总体

布局、沙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任务及保障机制，作为今后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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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全市防沙治沙工作的有力抓手。召开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

北”工程建设研讨会，邀请省内外 10 余名林草专家学者为全市

“三北”工程建设问诊把脉、建言献策，按照以水定绿、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原则，深入研究防风固沙林栽植管护模式、沙化盐

碱草地综合治理技术等具体方向措施，不断提升科学植绿护绿、

防沙治沙水平，以科学理念指导“龙江塞罕坝”建设。把科学绿

化作为第一要务，针对以往造林全过程执行标准不统一、技术不

规范、成活不保证等问题，聚焦问题精准施策，在黑龙江省率先

制定出台《大庆市级造林绿化工作规范》，明确各环节工作要点

和具体措施流程，严密规范营造林程序，为切实提高营造林质量

提供重要制度遵循。同时，大力开展造林技术业务培训，举办 2

期造林实务培训班，指导 80 名基层林业工作者强化业务能力和

实操水平，为适应造林项目化管理奠定工作基础。

抓上下联动，全力做好“项目”文章。抢抓国家支持“三北”

工程建设历史机遇，结合大庆市林草资源发展现状，围绕国家“三

北”六期规划支持的重点项目方向、建设任务、治理目标，系统

谋划 79个总投资 38.65亿元的林草项目，其中 17个项目已推送

至国家重大项目库。坚持高位推动，大庆市政府领导多次赴黑龙

江省沟通汇报，积极争取项目支持，大庆市嫩江中游退化草原湿

地综合治理项目、大庆市“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

项目等 3 个项目被列为国家林草局支持黑龙江省建设的重点项

目。全力做好超长期国债项目谋划储备工作，成立林草领域超长

期特别国债项目工作专班，按照“储备一批、开 工一批、建设

一批、竣工一批”滚动接续项目建设机制，组织全市林草系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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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前期项目储备和国家“三北”政策支持方向，高质量谋划 13

个具备实施条件的拟推进重点项目，总投资共计 17.46 亿元，已

全部上报至国家重大项目库。

抓全民参与，全力做好“动员”文章。在“三北”工程六期

建设全面启动之年，大庆市积极争取全省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

北”六期工程建设启动仪式在大庆市红旗林场举行，全市 3000

多名干部群众齐聚现场，在“西北风口”中心区域栽种栽植云杉、

樟子松等苗木 2 万余棵，共同开启“三北”六期工程建设活动，

在黑龙江省率先打响新时代荒漠化防治和“三北”工程攻坚战“第

一枪”。大庆市影响力最大、号召力最强、覆盖面最广的公益绿

化活动组织——大庆广播电视台“大凤带你去 种树”活动已连

续 13 年成功举办，活动累计参与市民 10 万余人，植树 12 万余

株，每年积极参与“三北”工程建设已成为大庆市民的“绿色公

约”，“三北精神”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 一样融入了

城市发展血脉。今年以来，大庆市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成效

亮点、先进典型、经验措施等受到全社会普遍关注，中央广播电

台中国之声、中国绿色时报、黑龙江新闻、黑龙江日报、大庆新

闻、大庆日报、《对话大庆》等主流媒体开展宣传报道 30余次，

取得良好的行业效果和社会效果，植绿护绿的“绿色声音”在“三

北”工程攻坚战阵地上空久久回荡。

抓绿色发展，全力做好“转化”文章。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森林“四库”重要论述精神，坚持生态产业化和产业

生态化理念，坚定不移走好“林草兴绿、绿色富民”的发展道路。

今年以来，组织国内林草专家召开全市林草产业发展谋划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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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林草产业发展形势任务，共同研究推进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路径措施。结合林草专家宝贵建议，从小切口破题，制定大庆

市林草经济发展方案，明确 6 条大庆发展特色林草产业的思路举

措，稳步提升产业规模和质量效益，做大林草产业“盘子”，力

争让更多林农参与其中，依托林草资源增收致富。坚持创新引领

发展，借助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有利契机，以加快推进“三权

分置”促进林业适度规模经营，经充分调研，创新“以地养林、

以林养林”发展思路，确定试点地块 1500亩，探索“窄带宽行”

造林新技术模式改革，为林粮、林药、林菌间作和林下养殖等复

合经济发展拓展空间，通过栽培成本低、见效快、收益高、市场

竞争力强的林下经济产品，不断扩大林地综合利用率、价值产出

率，预计亩均增收达 600 元。同时，借助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资

源优势，大力培育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产业新业态，大

庆湿地旅游文化节、龙凤湿地观鸟节、大庆帐篷节等系列文旅活

动火爆“出圈”，持续放大“旅游+”融合效应。据不完全统计，

大庆市每年生态旅游吸引游客 200 余万人，实现生态旅游收入

96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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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