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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2 月初，我和同事一起到沙特阿拉伯

参加《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六次缔约

方大会，在利雅得的“中国馆”向全世界讲述了

中国坚持不懈、艰苦卓绝的科技治沙故事。

大会期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线上公布了

2024 年度“地球卫士奖”的六位得主。我有幸

获得了其中的“科学与创新类”奖项，这也是中

国人首次在该类别获奖。

收到消息那一刻，既激动兴奋，又紧张忐

忑。我深知这个奖不是给我个人的，而是颁给

这个时代所有中国治沙人的。它代表着我国

在生态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效被国际认可，

更代表了中国治沙科学事业取得的显著成绩。

20 世纪 50 年代防沙固沙，我们筑起“绿

墙”阻挡沙丘前移，与风沙抗争；1978 年，国家

批复“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开启了我国

以重大工程建设改善生态环境的序章；进入新

时代，从传统治沙到合理用沙，我们从沙里找

到了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防沙、治沙、用沙，数

十年来治沙人接续奋进，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中

国治沙成绩单。

大风吹来的工作

我常和我的学生开玩笑说，我们的工作是

“大风吹来的”。

中国是世界上荒漠化和沙化面积大、分布

广、危害重的国家之一，土地荒漠化、沙化严重

威胁着我国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八

大沙漠、四大沙地、84%的沙化土地都分布在西

北、华北、东北“三北”地区。要想实现社会经

济高质量发展，治沙是绕不开的话题。

1995 年，博士刚毕业的我，第一次出差就

来到了宁夏中卫的“沙坡头”，见到了真正意义

上的大沙漠——腾格里沙漠，那种辽阔和一望

无际深深震撼了我。“沙坡头”有着当时我国乃

至全世界最先进的铁路治沙模式，比如，我们

耳熟能详的“固沙魔方”草方格，确保包兰铁路

60 多年顺畅通行。这种铁路沙害防护体系，被

国外专家誉为“中国人创造的奇迹”。“沙坡头”

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最早向世界输出的治沙

技术，也对我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1996 年，国家首次为防沙治沙设立了科技

攻关项目，我有幸成为技术攻关的一员。如果

把这些年的科技治沙工作比作一场马拉松，这

个点位就是起跑线。科技攻关项目的一个子

课题的第一个试验点在青海省。

“青海好，青海好，青海满山不长草。”在

青海共和县的沙珠玉乡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

溜，我到现场才了解，那里常年西北风盛行，

是 青 海 省 风 沙 化 最 严 重 的 地 区 之 一 。 在 那

里，我认识了曾任沙珠玉治沙试验站副站长

的张登山。

作为一个从小在内蒙古长大的汉子，张登

山大学毕业后选择到青海治沙。我十分惊讶

于他的这一决定。要知道，那个年代村里难得

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他完全可以选择去城市

发展。他却说，自己从小跟沙子、植物打

交道，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彼时

国内治沙人才少、任务重，“既然

学了治沙，就要去最需要

的地方”。后来，他

和同事就在治沙站年复一日地打沙障、种乌

柳、栽青杨⋯⋯我问他这么做能有多大效果？

他回答“治一点就少一点”。如今，沙珠玉已成

为享誉全国的“高原荒漠绿洲”，张登山他们当

年栽下的那片固沙林仍屹立于此。

还有一个地方，令我至今难忘。

在新疆和甘肃交界处有一座沙漠名叫库

姆塔格，维吾尔语是“沙山”的意思。2007 年以

前，这里一直是我国八大沙漠中唯一未经系

统、综合科学考察的处女地，地貌、气象、水文

等方面的基础数据更是一片空白。

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老一辈沙漠科学家

朱震达等人以航空相片为基础，首次提出库

姆塔格沙漠分布有羽毛状沙丘的判断，这也

是羽毛状沙丘在我国的唯一分布区。朱震达

先生曾多次表达过到库姆塔格沙漠进行实地

考察的想法，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直

到他 2006 年去世愿望也没能实现。考察库姆

塔格沙漠是老一辈沙漠科学家的夙愿乃至一

块心病，就好比明知家里有块传家宝地，但连

它长啥样、啥脾气、地下有啥你都说不清，这

怎么能行！

为了摸清“家底”，也为了却几代沙漠人的

心愿，自 2004 年开始，我和时任甘肃省治沙研

究所所长王继和一起，邀请中国科学院、兰州

大学等单位的同行开始为库姆塔格沙漠科考

立项而奔走，并多次开展探路式考察调研。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 年底，“库姆塔格

沙漠综合科学考察”正式被科技部确立为科考

类重点项目，由我担任项目主持人和首席科学

家；2007 年，项目正式启动，65 人的科考队集结

甘肃敦煌，向库姆塔格沙漠进发。经过多年不

懈努力，我们终于揭开了中国唯一“羽毛状沙

丘”的神秘面纱，还在沙漠南北分别建立了标

准气象站，首次得到了气候、地貌、水文甚至是

堰塞湖等方面的一手数据，为治沙、护沙、养沙

积攒了更多经验。

天生我沙必有用

与“沙”打了 30 多年交道的我，笑称自己

是“职业沙手”。从以前的见沙治沙，到如今

的与沙为伴、以沙为友，我明白了“天生我沙

必有用”。

在许多人眼中，荒漠也好，沙漠也罢，都代

表着荒芜、苍凉甚至恐怖，提到防沙治沙的第

一反应往往是要去消灭沙漠。荒漠作为一类

独特的生态系统，有着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

我们人类如何与沙漠、荒漠相处呢？简单来

讲：天然的沙漠要保护好，后天造成的沙漠要

治理好，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为一片原生沙海留白。

经常有人问我：“卢老师，你们治沙治了这

么久，怎么北方城市到了春天还会出现沙尘

暴？”我十分理解大家的想法，于大多数人而

言，与防沙治沙效果最直接相关的印象便是沙

尘暴。事实上，从科学观测的数据来看，近 50

年来北方沙尘暴次数呈显著减少趋势，北京的

沙尘暴更是明显变少了，且强度也大大减弱。

沙尘暴更多时候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自然

过程，只要气象条件具备，只要地球上有沙子

存在，就有沙尘暴出现的可能。“平沙莽莽黄入

天”“千里黄云白日曛”“黄埃散漫风萧索”⋯⋯

沙尘暴在漫长地质时期一直存在，只是进入到

人类历史时期“人类世”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沙

尘暴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危害

和破坏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沙尘暴在全球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阳

伞效应”“冰核效应”“中和酸雨效应”等，更重

要的是“铁肥效应”——沙尘带来的铁元素消

耗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是海洋固碳的

催化剂、助推器，这便是人们常说的“撒哈拉的

沙滋养了亚马逊的雨林”。

沙尘暴不能被消灭，但土地沙化可防可

治。数十年来，我国荒漠化防治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在全球也处于领先水平，实现了荒

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程度“双减

轻”、功能大提升。我国开展的一系列重大生

态工程，如“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退

耕还林还草等，对改善“三北”地区生态环境起

到了重要作用。我们提出“该保护的保护、该

治理的治理”，把自然原生的、为人类提供生态

服务的保护下来，对过度利用或是人为破坏导

致的沙化土地积极治理。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宜林则林、宜草则

草、宜荒则荒，才是长久之道。

与沙打交道这些年来，我既研究如何治

沙、知沙，也呼吁“养沙”“护沙”，学会与沙子交

朋友。沙漠里条件差，手机经常没信号，晚上

我们就躺在沙漠看星星；偶尔邂逅双峰野骆

驼、鹅喉羚等珍稀动物，就对它们进行近距离

观察；车辆沙陷、帐篷吹丢、风餐露宿更是家常

便饭。我们库姆塔格科考一期的司机队长叶

荣曾说，“没见过卢老师心这么大的科学家”。

在我看来，好心态是应对工作的前提，沙子里

不仅有挑战，更有机遇。

我们先后两次去库姆塔格沙漠无人区科

考时的司机兼向导杨海龙，种起了李广杏，可

甜了，这是沙区特色的林果产业。沙漠旅游业

也火了，我们在敦煌沙漠科考时的司机、向导

兼厨师段海林，不仅经营起旅游公司，还成为

当地自然保护区的守护人。

打造中国绿色长城

“三北”工程被誉为中国绿色长城。这个

横跨中国“半壁江山”、由森林—草原—荒漠构

筑的绿色长城，抵御风沙、涵水护土、护农促

牧，守护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底。

2023 年 8 月 27 日，国家林草局依托中国林科院

正式设立三北工程研究院，我受聘担任首任

院长。

1978 年，我国第一代治沙人高尚武先生牵

头筹建了中国林科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前

身中国林科院磴口实验局，让我国林业拥有了

永久性的沙漠实验基地和科技实验平台，为

“三北”工程提供了持久的科技支撑，我与磴口

也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内蒙古磴口县，位于黄河“几字弯”顶端，

被誉为守沙要塞。据磴口县志记载，1950 年，

308.5 亩林木、5 万余棵树木是磴口县仅有

的“绿色家底”，剩下大部分土地都被

流沙淹没，农作物常被大风连根吹

走，亩产不到百斤。“一天进

嘴四两土，白天不够夜里补”是

那时当地生活的真实写照。

以前治沙，我们是被动抵御；

现在治沙，则是系统治理综合利用，

实现价值转化。在前两代治沙人不懈

努力的基础上，我们不仅要提升治沙技

术，更要向林沙产业要效益。

2001 年，磴口县开始发展人工梭梭林接

种肉苁蓉、发展林下经济；2020 年，发展人工

梭梭林 50 余万亩，接种肉苁蓉 14 万亩，年产肉

苁蓉鲜品 500 吨，开发的原生态苁蓉系列产品

走向了国际市场。

2012 年，结合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提出的

“光伏治沙、恢复生态”理念，团队开展科技攻

关。3 年后，磴口县开启“借光治沙”新模式，将

光伏发电与生态治理相结合，实现了“板上发

电，板下生金”，当地群众过上了“喝着沙棘，吃

着枸杞，用着光伏”的好日子。在这过程中，科

学技术始终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科学变成

技术、技术变成产品，既治了沙害、又发了绿

电、还增加了群众收入，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打造了“三北”工程

中科技范儿满满的“磴口模式”。

从 1978 年启动至今，“三北”工程已覆盖了

我国北部地区的 3000 多万公顷土地。作为世

界上最大的植树造林项目，“三北”工程此前全

称叫“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目前正在实施的

项目更名为“三北”工程六期。这不单单是名

字的变化，也体现了内涵外延质的飞跃。

新时期的三北地区，在生态建设、乡村振

兴、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同发展等方

面遇到的新机遇新挑战，对“三北”工程六期提

出了新要求。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精彩。我们是站在前

辈的肩膀上工作的，靠一代又一代治沙人传承

下来的经验铺就科技治沙路，推动荒漠化防治

工作取得新成效。未来，科技在防沙治沙全过

程中不仅要“前置”，还要像芯片一样集成“内

置”贯穿全过程，还要依靠更多年轻人不断

创新来解决问题。

治沙没有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

惟有坚持不懈、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

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越来越多人正

不断加入到治沙、养沙、用沙的行列

里来，让一道道连绵的绿色长城在

祖 国 大 地 上 扩 展 延 伸 ，让 一 个 个

“沙漠变绿洲”的奇迹不断发生，

这 是 新 时 代 治 沙 人 共 同 的

心愿。

（作者系联合国“地
球卫士奖”获得者、三
北工程研究院院长，
姚亚宁采访整理）

与 沙 为 友 治 沙 用 沙
卢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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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 驰 的 南 疆 巴 扎
乔文汇

“呜——”，伴着一声汽笛，7558 次“和

田玉龙号”列车缓缓驶入新疆和田地区墨玉

站。熙熙攘攘的候车室里，坐满了背着各类

农产品的村民，听闻汽笛声，大家满脸兴奋。

对乡亲们来说，他们等待的这趟列车，既是交通

工具，也是特殊的巴扎（意为“集市”），可以售卖

自家的农产品。

列车停稳后，乘警迪里亚尔·皮尔东一跃而出，跑

向车站候车室出口，他要帮助海日妮萨·阿卜来提搬运

农产品。“我准备了两大箱红枣和葡萄干！”海日妮萨·

阿卜来提一脸歉意，“东西有点重，让你受累啦！”

热闹的车厢里，飘荡着欢快的乐曲，人们有说有

笑，气氛十分热烈，小桌板上、行李架上、问询台上，摆

放着核桃、红枣、石榴、葡萄干、无花果酱等特产。“火

车巴扎开市喽！都是乡亲们自家产的农副产品，各位

旅客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购。”列车长坡拉提汗话音

未落，声声吆喝便在车厢里响起，一阵高过一阵。

“这红枣是自家种的吗？”“都是称好的呗？”“啥

价格呀？”在海日妮萨·阿卜来提身边，围满了旅客。

“自己种的，先尝尝，买不买没关系！”朴实的海日妮

萨·阿卜来提给大家递去红枣和葡萄干。

“火车上没开巴扎那会儿，因为没有好的销售渠

道，1 公斤葡萄干才卖 12 元，自从有了火车巴扎，在

列车上 1 公斤甚至能卖到 20 元呢。”村民艾麦提·阿

布都热依木快人快语，“坐上这趟车，可高兴了，去走

亲戚，顺便就把东西卖了。”

如今在新疆，每天穿行于高山大漠间的“和田玉

龙号”公益性列车，拓宽了沿线特色农产品销售渠

道。坡拉提汗说，这趟列车全程 1960 公里，最低票价

仅 4 元。去年办了 60 多场火车巴扎，帮助沿线农户

增收 70 余万元。卧铺车厢还设有信息板，上面写满

了沿线农产品销售信息。

每次火车巴扎开市前，乘警都会办起“助农小课

堂”。作为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库尔勒公安处乘警

支队乘警，迪里亚尔·皮尔东围绕乘车安全、防范电

信诈骗、保证产品品质等向乡亲们和旅客作提示。

“其实大部分是老熟人，一上车就像和老朋友见面，

但有些注意事项还是要反复提醒。”迪里亚尔·皮尔

东说。

火车巴扎不仅是流动的，还开设了“线上版”。

“家人们快看一看，这就是和田大枣，个大皮薄肉厚，

特别好吃，还有核桃、石榴、葡萄干，都是产地直销发

货⋯⋯”工作之余，列车乘务员变身主播，直播火车

巴扎实时场景，销售农副产品。

和田、墨玉、昆玉、皮山、叶城、泽普、莎车⋯⋯迎

着新年的朝阳出发，“和田玉龙号”仿佛披上了一层

金纱，驰骋在南疆大地，乐曲声、吆喝声、笑声交织在

一起，在车厢里久久回荡。

库木库里沙漠位于新疆若羌县境阿尔金山国家级库木库里沙漠位于新疆若羌县境阿尔金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自然保护区内，，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

崔桂鹏崔桂鹏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①②①②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位于内蒙古自位于内蒙古自

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作为中国第三大沙漠和第二大作为中国第三大沙漠和第二大

流动沙漠流动沙漠，，这里以其壮观的沙山和湖泊群而著称这里以其壮观的沙山和湖泊群而著称。。20242024 年年

77 月月 2626 日日，，其成功列入其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名录》。》。

崔向慧崔向慧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