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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9 日至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
强调，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统筹推进森林、草
原、湿地、荒漠生态保护修复和盐碱地综合治理，让

“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宁夏作为唯一全境纳入“三北”工程六期和黄河“几

字弯”攻坚战片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的

重要前沿阵地。一年来，我区各地各部门担当作为，奋力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打好黄河“几字
弯”宁夏攻坚战，各项任务稳步推进。截至目前，营造林
203万亩，草原生态修复 29万亩，保护修复湿地 21万亩，
工程治沙 13万亩，光伏治沙 14万亩，呈现出整体向好、多
点开花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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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鹿？”已经在林区
巡护多年的李雪伟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定睛
辨认，他才确定真的是一
只鹿。

李雪伟在固原市原
州区东马场林场贺家湾
管护站干了 20多年护林
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在林
场见到鹿，而且与鹿的距
离只有10多米。

提起 2021 年和鹿的
不期而遇，李雪伟笑得合
不拢嘴。“本来在六盘山
保护区大生态圈才能看
见的野生动物，在贺家湾
管护区见到了，表明原州
区的生态好起来了。”

之后的 3年间，李雪
伟不断与“新朋友”相
遇。他印象最深的是在
候鸟迁徙时，有 3对朱鹮
出现在贺家湾。李雪伟
说，这些都是造林绿化、
生态修复的功劳。

作为护林员，李雪伟身在林中，常和
大自然亲密接触。而身在林外，家住原
州区开城镇上青石村的村民马启军也切
身感受到了生态环境之变。

贺家湾管护站位于原州区开城镇贺
家湾库区上游，距离固原市区 22公里，
林区海拔1600米至1800米。

马启军说，20年前，整个管护区域
光秃秃的，一到秋冬时节，风一吹尘土飞
扬，眼睛都睁不开。荒凉变美景，始于
2009年。当年，原州区在贺家湾流域造
林2.6万亩，栽植各种树木200余万株。

今年，原州区持续推进大规模国土
绿化，计划营造林 10万亩，其中新造乔
木林 1.5万亩，退化林修复 8.5万亩。贺
家湾流域今年将造林 3800余亩，其中新
造林2600余亩，退化林修复1200余亩，种
植苗木32.6万株，主要种植云杉、油松、桦
树等，森林覆盖率50%以上。

顺着盘旋而上的防火通道便可走进
贺家湾管护站，正在林边巡逻的李雪伟认
真地检查着防火设施。他说，三分种植，七
分管护，进入防火期除了日常巡检外，还
要在乡镇街道、学校以及周边村庄进行防
火知识宣传，增强大家的森林防火意识。

好林也要创造好价值。原州区现有
林地面积 123万亩，草地面积96万亩，林
草面积占国土总面积410万亩的53%，森
林覆盖率27.3%，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达
84.7%。原州区不断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
径，大力发展林下养鸡、林下养蜂、林下种
植中药材等林下经济。今年争取林下经济
补助资金100万元，林下养禽12万只，林下
养蜂5000箱，林下中药材种植25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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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惠农区是
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
个县（区）。在石嘴山三
五排入黄段人工湿地，
沟水在这里被净化后，顺
流而下汇入黄河。

石嘴山市久久为功，
对排水沟流域进行生态
治理，投资约 9亿元，实
施18个治理项目，在第三
排水沟及三二支沟沿线建
设 7个生态湿地，通过植
物吸附、微生物降解等措
施削减污染物浓度，基本
实现排水沟水量全处理。

排水沟中碧流淙淙，
岸上芦苇青青。退休老
人芦文武在排水沟边遛
弯儿，“这排水沟里的鱼、
湿地里的鸟一年比一年
多”。排水沟与黄河交汇
处，一沟碧水汇入黄河之
中：两水泾渭分明。就

这样，一沟碧水向北流，中途被人工湿
地重重净化，化为款款清流，注入母亲河

“肌体”。
在位于石嘴山市的宁夏农垦前进农

场有限公司A区泵站，管理人员李学军
操作手机，对 7100多亩饲草玉米基地进
行检测管控。李学军介绍，借助自动化
管理系统、暗管排碱、集中连片的现代农
田建设模式，让前进农场达到亩均节水
52%、节肥 40%、增产 10%，年节约灌溉
取水量970万立方米以上。

今年以来，石嘴山市抢抓全境地处
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片区和“三北”工程
全覆盖的“双优势”，谋划实施重点项目
29个，完成营造林 6.98万亩、沙化土地
生态修复 2.6万亩、退化草原修复 1.6万
亩、湿地修复 4.5万亩。目前，贺兰山东
麓水源涵养和生态治理等 22个项目已
开工建设，完成营造林 5.2万亩，采取“以
林养林”重点建设 5000亩沙生产业植物
园，创造“沙地增绿、经济增效、农民增
收”新路径。

这个夏天，石嘴山市各个工业园区
“绿”意更浓、“绿”能更足。“公司将持续
引领和推动氰胺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
智能化、融合化发展，为石嘴山市打造世
界‘氰胺之都’贡献力量。”贝利特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顾自安表示。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由 2015年
的 72.6%提升至 82.5%，黄河石嘴山出境
断面平均水质连续 6年保持Ⅱ类，万元
GDP用水量较 2012年下降 39.9%，贺兰
山生态环境修复先后被列入中国特色生
态保护修复十大典型案例和国家首批
15个山水工程优秀典型案例……山水
之城一派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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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扎草方格固沙，
再在草方格中种植沙拐
枣、柠条等灌木防沙防
风，这样在草方格逐渐
失去作用后，这些灌木
依旧能起到防风固沙作
用。”6月 19日，在宁夏
灵武白芨滩沙漠公园，
灵武市自然资源局工作
人员杨微查看 700亩流
动沙丘治理情况时，看
到今年开春种植的柠
条、沙拐枣等植被均已
成活，很是欣慰。

没有参与过沙漠治
理的人，无法真正体会
一片贫瘠的沙漠被绿
色 覆 盖 是 怎 样 的 心
情。灵武白芨滩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森林病虫害防疫及生
产技术科科长王小林
已在这里工作 22 年。

看着如今的自然保护区，王小林不由
感慨：“以前夏天治理沙漠，沙子烫脚，
如今生态变好了，‘伙伴’也来了。从拉
菜拉水住帐篷治沙，到现在豹猫、猪獾、
野兔、狐狸随处可见，连片的灌木林
就是治沙人用汗水浇灌出来的生命
底色。”

今年以来，灵武市充分发挥“全国防
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引领作用，因地制
宜、分类施策，精准谋划国土绿化、“三
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科学
绿化示范建设、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示范等重大项目，规划黄河“几字弯”攻
坚战治理任务 6.82万亩。白土岗乡海子
井村引进宁夏圣友德实业有限公司，对
境内原本退化的草原植绿造绿，种植 6
万余棵树木，有效恢复了生态，同时巧妙
运用水权、土地权、排污权、山林权等，对
当地矿井水及养殖粪污水进行处理，达
到工业生产及农耕用水标准，成为“多权
融合”改革示范点。

郝家桥镇大泉村距离灵武白芨滩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只有 7公里路程，20世
纪 90 年代，只要一刮风，村里人就犯
愁。“每年开春，沙子打得人脸疼。到了
坐果时节，只要一场风，果树上剩不了几
朵花。”大泉村党支部书记杨克明提及防
沙治沙成效，连连叫好：“风沙治理前，一
棵苹果树能摘 40到 50 公斤苹果，现在
一棵苹果树能摘 250至 500公斤苹果，
果农的腰包鼓起来了。”如今，大泉村
的温棚一栋连着一栋，村民们依靠种
温棚韭菜致富。“这都要感谢咱们的治
沙英雄，没有他们，温棚都不敢搭建，
更别提一栋温棚能每年带来 2万元收
入了。”杨克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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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一场
喜雨普降吴忠市红寺
堡区广袤大地，给近
百万亩农田“解了渴”。

红寺堡区气象部
门监测数据显示，红
寺堡区年降雨量由过
去的 200毫米增加至
目前的 220毫米。红
寺堡区生态环境持续
向好的同时，更多的
移民群众享受到生态
带来的福利。

位于红寺堡区的
宁夏永进健康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致力于
探索发展枸杞林下生
态鸡鸭养殖和加工销
售，试种甘草、黄芪、
板蓝根、丹参等 400
亩，实现种植和特色
养殖、产品深加工流
通的深度融合。目
前，成功注册两类农

产品商标 7 件和“炎杞庄园”枸杞品
牌。生态鸡鸭年饲养量达 10万只，注
册“美杞鸡”品牌，产品远销北京、西安
等地，年销售收入近千万元。

“我们公司种养收益比达 4：6，形
成‘以林养禽、以禽促林、林禽共生’的

‘林+’生态循环立体复合种养模式，带
动周边移民群众就近务工，年劳务创
收达百万元。”宁夏永进健康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闫立林说。

近几年，红寺堡区坚持以“谋”破
题，面对新要求、新挑战，谋划储备重
点项目 5 个，概算投资 5.7 亿元。深
入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
复，实施小流域治理，科学开展国土
绿化。该区坚持以“治”答题，破瓶
颈、强保障、优服务，完成科学绿化
造林、退化林修复、沙化土地封禁保
护、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林草有害生
物防治、新能源“光伏治沙”等项目。
以“用”扩题，转化价值促发展。兼顾
生态和发展，高质量建成毛乌素沙地
西缘沙化土地综合治理等一批可推
广、可示范引领的标志性工程，着力打
造“御沙丰草护牧富民”的沙农牧复合
系统生态屏障区。

同时，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激发林地资源活力，拓展增值途
径。科学发展林下种植 0.56万亩、林
下养殖家禽 10万只，带动企业和农户
增收近千万元，让改革红利和生态福
利惠及更多群众，逐步构建“集约、绿
色、高质、高效、系统”的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模式。

“近年来，红寺堡区森林覆盖率达
11.53%，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红寺堡
区林业和草原局林技中心主任田育蓉
介绍，红寺堡区将厚植生态绿色基底，
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路径，努
力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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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窗可观沙、卧榻
可观星、伸手可摘星，这
种体验太奇妙了！”6月
20日，从浙江杭州到宁
夏中卫大漠黄河（沙坡
头）旅游度假区旅游的
萨沙说。

从美丽壮观的大漠
朝霞到天水一色的黄河
落日，从惊险刺激的沙
漠冲浪到银河浩瀚的大
漠星空，再到诗与远方
的南岸半岛黄河·宿集
民宿集群，随着防沙固
沙科学体系的建立，中
卫市以沉浸式体验游为
特色，建成黄河宿集等一
批高端休闲度假产品，让
游客解锁沙漠游的更多
玩法。“没有治沙，就没有
沙坡头景区。”扎根腾格里
沙漠30多年的治沙人、中
卫市国有林业总场总工
程师唐希明感慨道。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公布 2024年新一
批认定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卫大漠黄
河（沙坡头）旅游度假区入选，成为宁夏首
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全国首个沙漠旅游
度假区。

多年来，中卫市通过锲而不舍推进荒
漠化综合治理和“三北”工程建设，治理西风
口、北干渠系等八大沙区 73.1万亩，市域内
沙漠治理率由47%提高到90%，全市荒漠化
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双逆转”。“我们采用新
技术、新方法、新模式，在腾格里沙漠北部打
造锁边带，形成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
的家园，保护着我们的黄河。”唐希明说。

作为黄河入宁第一站，中卫市既是黄
河“几字弯”攻坚战宁夏战役的核心攻坚
区，也是黄河中上游十分重要的生态屏障，
肩负着守护黄河安澜的重任。黄河“几字
弯”攻坚战启动以来，中卫市高起点规划腾
格里沙漠、香山、南华山、清水河 4大综合
治理区，综合运用工程固沙、光伏治沙、人
工造林、退化林修复、围栏封育等工程措施
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规划到 2030年，总
投资 26.82亿元，完成黄河“几字弯”荒漠化
治理225万亩。

“早些年，我们在沙坡头景区靠种庄
稼、果树吃饭，现在随着周边生态环境越来
越好，直接带动了旅游业发展，村里人都吃
上了‘旅游饭’。”沙坡头区迎水桥镇沙坡头
村村民童发兵说。如今，沙坡头村靠沙吃
沙，乡村旅游风生水起，全村 42户农家乐
年总收入达 1000万元以上。村里 190多
名村民在沙坡头旅游景区就业，年总收
入达到1900万元。

中卫大漠黄河（沙坡头）旅游度假区带
动周边村民参与到民宿建设运营、特色美
食经营等配套产业旅游，使他们从庄稼人
转型为农家乐的大管家、农村美食的巧厨
娘、乡野工坊的手艺人。

“一半是繁华，一半是沙漠”。正是坚
持防沙治沙用沙相结合，既防沙之害、又用
沙之利，当前，沙漠区的光、热等资源被有
效利用，中卫市沙漠旅游、沙漠光伏、沙漠
农业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2023年，中卫
市共接待游客超 15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超 88亿元。今年一季度中卫市共接待游
客 35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16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37.8%和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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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粮丰物阜粮丰物阜，，塞上江南塞上江南。“。“四水四四水四
定定””是破解宁夏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是破解宁夏水资源短缺问题的
必由之路必由之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鼎王鼎 摄摄

银川市区航拍图银川市区航拍图。。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楠马楠 摄摄

国家5A级旅游景区——宁夏沙湖景区。 本报记者 马楠 摄

原州区东马场林场贺家湾原州区东马场林场贺家湾
管护站林草葱茏管护站林草葱茏。。

本报见习记者本报见习记者 郭小立郭小立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