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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启动“三北”工程是基

于什么考虑？整体规划和基本

框架是怎样的？目前进展如何？

目前，“三北”工程机械治沙

造林比例近 50%，科技是如何发挥

支撑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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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治理荒漠化的

主战场，内蒙古进行了怎样的

实践探索？

三北地区分布着多个农产

品主产区，在荒漠化治理的同

时，是如何推动产业发展、实现

富民惠民的？

打 一 场“ 三 北 ”工 程 攻 坚 战
实施“三北”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2021—2030 年是“三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设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2023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时强调，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

北”工程攻坚战。1978 年“三北”工程启动以来，风沙危害得到基本遏制，农田牧场得到有效庇护，绿色惠民成效显著，绿色长城不断加

固延伸。如何推动“三北”工程再上新台阶，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机械化作业提升治沙效能

周建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三

北”工程自 1978 年启动以来，在防风固沙、改善

民生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绿色长城不断向沙漠

边缘延伸。“三北”工程进入六期建设，以防沙治

沙为主攻方向。这一阶段，装备的科技支撑作

用越发凸显。目前“三北”工程机械治沙造林比

例近 50%，这不仅是数字的提升，更是治沙理念、

模式与效率的深刻变革。以机械化为核心的先

进实用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助力打好

“三北”工程攻坚战，为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

屏障提供硬核支撑。

“三北”工程区地域辽阔，自然条件严酷，沙

化土地面积广、治理难度大、地形复杂是长期面

临的突出问题。传统的“人海战术”在效率、成

本和治理规模上难以适应新时期防沙治沙需

求。劳动力成本攀升、极端气候频发、部分区域

人 迹 罕 至 等 因 素 ，对 防 沙 治 沙 提 出 了 更 高 要

求 。 在 此 背 景 下 ，向 科 技 要 效 率 成 为 必 然 选

择。机械化治沙，是科技赋能的集中体现。

从最初的人拉肩扛，到如今的机械化、智能

化集群作业，“三北”工程的治沙手段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在“三北工程攻坚战关键技术

研发”揭榜挂帅项目牵引下，全国“三北”工程装

备产学研机构运用科技力量，针对“三北”工程

区的痛点难点，研发出一系列高效治沙装备，并

不断创新作业模式和技术服务体系。针对不同

沙区特点，采取“适沙适机、多机联合”的系统化

机械化作业模式，改变了以往“一机包打天下”

或单机作业方式效率不高的困窘，机械化防沙

治沙装备配置及作业规程为机械化、标准化作

业提供了依据。建立我国首个防沙治沙装备监

管调度系统“林机云”，利用北斗定位、物联网等

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对设备运行、位置、油量、作

业面积等数据的实时监控与精准分析，为科学

调度、优化管理、成效评估提供保障。一系列探

索实践，开创了“机械压沙”新技术新模式。

数据是最有力的佐证。机械化治沙已在内

蒙古、甘肃、新疆等沙化严重区

域广泛应用，通过各种形式开

展作业，累计治理沙化土地超

34 万亩。通过机械化治沙，作

业效率较传统人工提升了 20 至

30 倍 ，而 治 理 成 本 降 低 了 约

40%。例如，通过螺旋钻孔机进行植树，每台设

备能在 10 秒内完成一棵树的种植，效率是人工

作业的 10 倍；使用自走式稻草沙障铺设机（2 米

行带模式）日均作业面积可达 20 亩，而人工仅为

1 亩/天，综合成本从 1500 元/亩（人工作业）降至

近 1000 元/亩；沙柳网格式沙障一次成型铺设机

效率达 56 亩/天，是人工的 37 倍；等等。这些实

实在在的效益，彰显了科技创新的力量，为“三

北”工程攻坚战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机械化

解决方案。在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核心区域，

例如鄂尔多斯市的毛乌素沙地和库布其沙漠，

机械化治沙已成为主导力量，部分先进沙障铺

设设备单台日均作业面积可达百亩，治沙成效

尤为显著。

科技创新为“三北”工程建设提供了有力支

撑，但防沙治沙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尽管

先进机械设备不断涌现，但目前 80%未治理沙漠

都是“远山大沙”和“沙丘链”，在一些极端复杂

的地形条件下，大型设备作业效率仍受限制；部

分中小型设备对人工依赖程度较高，装备的轻

简化、智能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防沙治沙装备

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如维修、保养、调度、技术支

持网络以及基础设施等尚不健全，一定程度上

影 响 了 先 进 装 备 的 大 规 模 推 广 和 持 续 高 效

作业。

随着科技不断创新与深化应用，更多高效、

智能、绿色的治沙技术和装备将源源不断地投

入“三北”工程一线，未来需聚焦防沙治沙装备

的智能化、轻简化和多功能化，不断创新“机械

压沙”技术和模式。一方面，让装备本身更“聪

明”、更“灵巧”、更“全能”，以适应更复杂的环境

和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加快完善装备的“生

态圈”，通过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确保机械

买得到、用得好、修得快，让装备科技成果真正

落地生根，转化为持久的治沙效能，为打好“三

北”工程攻坚战注入强劲动能。

绿富同兴实现生态与经济双赢

李生宇（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
所正高级工程师）：历经 40 多年艰苦奋斗，“三

北”工程“扩绿—兴绿—护绿”成绩斐然。生态

环境显著改善的同时，各地积极探索生态建设

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模式，实现了生态林与特

色种植产业融合发展，为当地经济注入强劲动

力，走出一条绿富同兴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国北方有枸杞、红枣、酸枣、沙枣、沙棘

等耐旱果树，肉苁蓉、锁阳、甘草等耐旱药用植

物，苜蓿、骆驼刺、罗布麻等耐旱草本与纤维植

物，以及油莎豆、文冠果、薰衣草、沙漠玫瑰等

耐旱油料与香料植物。依托这些具有较高生

态和经济价值的植物资源，在耐旱品种选育、

节水灌溉技术和人工种植技术支持下，我国干

旱地区特色种植产业蓬勃发展，形成了“防沙

治沙+特色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模式，

非常规水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实现了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内蒙古阿拉善盟以防沙林为载体，人工种

植肉苁蓉和锁阳，在固定沙丘的同时创造经济

价值，全盟沙生药用植物年产值超 15亿元。配

套政策方面，每亩梭梭林种植肉苁蓉可获100元

至200元补助，提高了当地群众参与生态建设的

积极性。在库布其沙漠，亿利资源集团与当地

农牧民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农牧民以沙漠

荒地入股，以劳务有偿种树参与治沙，企业依托

甘草种植发展生态产业，参与生态建设的农牧

民每人每年可获直接劳务收入近6000元。

上世纪 90 年代，新疆率先攻克肉苁蓉人

工种植（寄生在梭梭、柽柳、四翅滨藜等植物根

上）技术难题，大力开展肉苁蓉种质资源保育、

高效种植、机械化装备、保健功能挖掘

等科技研发，补齐深加工短

板，不断延伸精深加工链

条 ，目 前 已 形 成 肉 苁 蓉 立

体机械化液体精准接种技术

体系。随着节水滴灌技术广

泛应用，肉苁蓉接种率进一

步 提 高 ，发 展 肉 苁 蓉 产 业

成 为 风 沙 干 旱 地 区 农 牧

民 增 收 致 富 的 重 要 途

径。新疆南疆地区积极

发展防沙林下接种肉苁蓉的沙漠经济，于田县

21.4 万亩经济林肉苁蓉年产量约 4 万吨，年产

值近 4 亿元，产品远销国内外。新疆肉苁蓉人

工种植技术推广到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带

动了北方风沙干旱地区肉苁蓉产业发展。一

些企业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延伸产业

链，生产即食肉苁蓉、肉苁蓉酒、肉苁蓉酵素等

产品，带动当地群众发家致富。

宁夏以“三北”工程建设为契机，发展枸杞

规模化种植，推广标准化种植、绿色防控技术，

枸杞品质和产量显著提升。以中宁县为例，该

县已形成涵盖枸杞种植、采摘、加工、销售的完

整产业链，产品种类丰富，包括枸杞粉、枸杞籽

油软胶囊等功能性食品，枸杞咖啡、枸杞啤酒

等休闲食品，以及以枸杞嫩叶嫩茎为原材料的

糕点等，畅销海内外。宁夏全区枸杞种植保有

面积 32.5 万亩，全产业链综合产值 290 亿元。

枸杞种植在北方风沙干旱地区快速发展，2023

年全国枸杞种植面积 183 万亩，鲜果产量 140

万吨，干果产量 24 万吨。我国已形成多个枸

杞区域公用品牌，仅宁夏“中宁枸杞”品牌价值

2023 年就突破 200 亿元。

此外，生态环境的改善还带动了三北地区

旅游业的发展。例如，宁夏中卫市依托沙坡头

沙漠旅游资源和黄河自然景观，打造特色旅游

新模式，2023 年接待游客首次突破千万人次，

旅游收入超 88 亿元。甘肃临泽县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立足区域特

色资源禀赋优势，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建设，统

筹生态治理与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探索“光

伏+治沙”“光伏+养殖”模式，大力发展特色沙

产业，培育复合型沙产业新业态，建设特色林

果基地，带动葡萄加工、葡萄酒和相关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打造黑河北岸葡萄旅游文化长

廊，涌现出酒庄、葡萄基地等具有一定规模的

沙产业试验示范基地，与周边旅游资源“串点

成线”，形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链条，

实现多方共赢。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更多先进技术将

应用于特色产业，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益和市

场竞争力。“三北”工程建设持续推进，将吸引

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为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

资金支持，同时汇聚更多专业人才，为生态林

与特色种植产业融合发展注入活力。通过不

断探索创新，将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

优势，让人民群众在治沙中致富、在致富中治

沙，努力实现绿富同兴，绘就更加绚丽多彩的

生态画卷。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高晓焘（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内蒙古横跨“三北”，是我国北方面积最

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其生态状况不

仅关系内蒙古自治区各族群众生存和发展，

更 关 系 华 北 、东 北 、西 北 乃 至 全 国 生 态 安

全。由于气候灾害、易被侵蚀的土壤条件，

加之历史上长期过度开垦等因素，内蒙古一

度成为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最为集中、危害最

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境内分布有巴丹吉林、

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等沙漠和毛乌素、

浑善达克、科尔沁、呼伦贝尔等沙地，全区荒

漠化土地 8.89 亿亩、沙化土地 5.97 亿亩，荒

漠化沙化面积约占全国的 20%。

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

内蒙古着手建立国有治沙站、国有林场，拉

开了治沙造林序幕。但草原退化、土地沙化

态势未有效扭转，沙漠戈壁面积由 1960 年

的 1.1 亿余亩扩大到 1977 年的 1.6 亿余亩。

1978 年“三北”工程启动，按照总体规

划，内蒙古承担建设任务 1.67 亿亩，为 13 个

省份之首。作为我国治理荒漠化的主战场，

内蒙古根据不同时期规划要求，结合本地实

际推进工程建设。

1978 年至 2000 年是第一阶段。从集体

造林到保护和发展植被，再到着重治理风

沙、干旱和水土流失，建设生态经济型防护

林体系，克服十年九旱、土壤易沙化等不利

条件，全区完成造林 9713.7 万亩。同时，着

力调整种植结构，通过推广生态经济沟、生

物经济圈以及引农、引草、引药入林等立体

种植模式，优化林业产业结构。

2001 年至 2020 年是第二阶段。“三北”

工程四期规划中，4 个防护林体系建设地区

中内蒙古参与 3 个；五期规划中，东北华北

平原农区、风沙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西

北荒漠区 4 个建设区域均涉及内蒙古。这

一阶段，为破解荒漠化与贫困互为因果难

题，全区将“三北”工程建设与乡村振兴等重

大发展战略相结合，通过防护林、饲料林、能

源林、经济林等基地建设，推进牧区产业结

构调整。例如，库布其探索出“党委政府政

策性主导、企业产业化投资、农牧民市场化

参与、科技持续化创新”的治沙模式，截至

2019 年，1.86 万平方公里沙漠有 6000 多平方

公里实现绿化，植被覆盖度达 53%。七星

湖、响沙湾、恩格贝等地成为生态旅游胜地，

2012 年至 2019 年累计接待游客近 1000 万人

次，实现收入 24.6 亿元。内蒙古将科技兴林

贯穿于林业建设全过程，截至 2020 年，完成

造林 1.19 亿亩，重点治理区实现了从“沙进

人退”到“绿进沙退”的重大转变。

“三北”工程进入六期建设，三大标志性

战役有“两个半”在内蒙古。内蒙古是水资

源严重短缺地区，水资源约占全国总量的

1.92%，且时空分布不均，需统筹解决生态用

水和地区生产生活所需用水问题，加之干旱

加剧等因素影响，原有防护林出现不同程度

退化现象。如何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漠生

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是内蒙古面临的新

考题。

一是围绕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

科学施策。全区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规划库布其—毛乌素沙

漠沙化地综合治理等 11 个重大项目，2023

年以来累计争取资金 151.52 亿元，设立防沙

治沙科技创新重大示范工程“揭榜挂帅”项

目，开展沙漠地区光伏与治沙结合、生态修

复等关键技术集成创新和应用示范。创新

实施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2024

年治理沙化土地 238 万亩、配套新能源装机

2727 万千瓦。同时，大力发展沙区特色旅游

业、林沙草产业。2024 年全区完成“三北”工

程 建 设 任 务 2442 万 亩 ，占 全 国 总 量 的

45.8%；防沙治沙 1954 万亩，居全国首位。

二是创新模式提升治沙效能。在防沙

治沙实践中，各地不断创新治沙模式。磴口

县通过防、治、用、养等措施构建自然保护

地、封沙育草区、防风阻沙区、农田防护林网

“四位一体”防沙治沙综合体，形成“系统防

护、全域治理、科技赋能、产业支撑”磴口模

式，全县生态治理面积 210 万余亩，林草覆

盖度从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的 0.04%提高到

37%以上。赤峰市翁牛特旗探索“以路治

沙”模式，通过修建穿沙公路把沙地切割

成若干个治沙区域，人员、物资得以进入

沙地深处，实现对沙地腹部的综合治理。

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启动，全区

大力推广“以路治沙”模式，2024 年建设

穿沙公路 26 条，建设规模 450 公里，带动治

沙 85.8 万亩。

三是提高治沙综合效益。一方面，推进

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全区基本形成以

特色经济林、药材、灌木原料、沙漠生态旅

游、光伏治沙等产业为主，龙头企业为引领，

“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为利益联结机

制的多层次产业发展模式，阿拉善锁阳、通

辽塞外红苹果等林沙草产品品牌脱颖而出，

2024 年 全 区 林 草 产 业 总 产 值 突 破 1000 亿

元。另一方面，探索多元投入、多方参与机

制，形成强大合力。全区大力推广“以工代

赈”，要求劳务报酬规模不低于项目总投资

的 10％，农牧民成为生态建设的参与者和受

益者，2024 年累计发动 6.3 万名农牧民投工

投劳，发放劳务报酬 8.5 亿元，人均增收超

1.3 万元。

系统谋划推进“三北”工程建设

唐芳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三

北”工程是与我国改革开放一起实施的重大生

态工程。20 世纪 70 年代末，三北地区森林稀

少且分布不均，森林覆盖率只有 5.05%，沙化土

地总面积达 128 万平方公里，风蚀沙化十分严

重，沙尘暴频繁发生，每年风沙天数超过 80

天，形成了东起黑龙江、西至新疆的万里风沙

线。沙化土地以每年超 15 万公顷的速度扩

展，三北地区 1300 多万公顷农田遭受风沙危

害，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农村燃料、饲料、木料、

肥料“四料”俱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

重限制。为从根本上改变三北地区日益恶化

的生态环境，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三北”风

沙危害和水土流失重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

开 启 了 我 国 大 规 模 治 理 风 沙 、改 善 生 态 的

先河。

按照 1989 年编制完成的《三北防护林体

系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三北”工程建设范围

包括 13 个省（区、市）的 551 个县（旗、市、区）和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总 面 积 406.9 万 平 方 公

里 。 规 划 建 设 期 限 73 年 ，从 1978 年 开 始 到

2050 年结束，分三个阶段、八期工程进行。规

划造林 3508 万公顷，力争到 2050 年，工程区森

林覆盖率提高到 14.95%，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

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

活条件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三北”工程建设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

重点，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与时俱进调整工程建设范围和主攻方

向。一期工程为 1978 年至 1985 年，涉及 12 个

省（区、市）的 406 个县，围绕构筑农牧业生态

屏障、促进农牧业稳产高产、解决“四料”短缺

等问题，主攻农田、牧场等防护林建设，累计

造林 535 万公顷。二期工程为 1986 年至 1995

年，涉及 13 个省（区、市）的 514 个县，围绕促

进农民增收致富，统筹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积极建设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累计造林

1078 万公顷。三期工程为 1996 年至 2000 年，

涉及 13 个省（区、市）的 551 个县，围绕改善重

点区域生态状况，率先在东北三省、京津和西

部 8 省 73 个县建设区域性防护林体系，累计

造林 591 万公顷。四期工程为 2001 年至 2010

年，涉及 13 个省（区、市）的 600 个县，围绕沙

化危害扩展加剧问题，主攻防沙治沙，在科尔

沁沙地、毛乌素沙地、新疆绿洲外围等重点

区域安排 70%以上的建设任务，实行区域治

理与重点突破相结合、人工治理与自然修复

相结合，遏制沙化扩展趋势，累计造林 571 万

公 顷 。 五 期 工 程 为 2011 年 至 2020 年 ，涉 及

13 个 省（区、市）的 725 个县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围绕防沙治沙和水土流失治理，坚持扩

绿增量与提质增效相结合，以建设规模化生

态防护林基地为抓手，启动建设 32 个百万亩

防护林基地和 3 个规模化林场，累计完成营

造林 620 万公顷，构筑集中连片、规模宏大的

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经过前五期 40 多年不懈

奋 斗 ，“ 三 北 ”工 程 累 计 完 成 造 林 保 存 面 积

3174 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 5.05%增长

到 13.8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2021—2030 年是“三

北”工程六期工程建设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

沙成果的关键期，是推动“三北”工程高质量发

展的攻坚期。按照“三北”工程六期规划，建

设范围包括 13 个省（区、市）的 775 个县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团场，以筑牢北方生态安全

屏障为根本目标，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

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

克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

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形成了中央统筹、省

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国务院建立

“三北”工程协调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

“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的意见》，中央财

办、国务院办公厅和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统筹

推进重要规划编制、重点项目布局、重大问题

解决。

二是坚持系统思维，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国家林草局联

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修编“三北”工程总

体规划，编制印发“三北”工程六期规划，布局

68 个重点项目区，推进治沙、治水、治山全要

素治理，安排综合治理和成果巩固任务 7.4 亿

亩。强化区域联防联治，统筹沙漠边缘和腹

地、上风口和下风口、沙源区和路径区，划定 10

个联防联治重点区域，推动区域一体化治理。

2023 年 6 月以来，累计安排中央投资 577 亿元，

实施项目 369 个，完成建设总任务超 1 亿亩。

三是突出治理重点，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

战役。围绕“在哪打”，确立了建设布局、目标

任务和关键举措；围绕“怎么打”，以组织实施

项目为抓手，建立重点项目库，实行项目闭环

管理制度；围绕“打什么”，坚持问题导向、分区

施策，东部歼灭战片区重点推进可治理沙化土

地全覆盖，中部攻坚战片区聚焦解决沙患、水

患等六大突出生态问题，西部阻击战片区着力

控制沙漠边缘扩展。

四是科学防沙治沙，赋能工程高质量发展。

加强科技攻关和技术推广，实施七大科技行动

计划和“三北工程攻坚战关键技术研发”揭榜

挂帅项目，新装备、新技术为“三北”工程建设

提供了强劲动力。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

部、国家能源局等部门支持推广“以工代赈”

“以路治沙”“光伏治沙”模式，工程建设更加注

重 提 质 、兴 业 、利 民 ，

实现生态、经济、

社会效益相

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