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26日，一辆橘色汽车沿着中卫市沙坡头区国道 338线拐入一条无名
小路，这里是宁夏中卫沙坡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监测员张志成和赵忠平
巡护路线上的一个打卡点。不远处，一道围网顺着小路的方向不断延伸，内侧
便是两人巡护的主要区域之一——金沙海项目区。

近 10万亩巡护范围，两人不仅要观察动植物的生长和活动情况，更换红
外相机电池，还得负责查看沿途的相关设施是否需要上报维修，以及安全隐患
排查等。

站在金沙海项目区，放眼四周，漫山遍野的“网”，绝大部分已风化发灰，但
方格间的绿意却随着时间越来越浓。今年雨水丰沛，让这些沙海上的“绿花”
生长得更加灿烂。张志成说，两年前种的花棒、柠条等灌木和沙蒿等草籽基本
都活了下来。除了这些，让他感受到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的还有一个细节：去年
冬天，在两人巡护的腾格里湖区域，有部分芦苇丛水域没被冻住，吸引了一个
天鹅种群留下越冬，数量大概有十几只。

从空中俯瞰沙坡头景区，仍能清晰看到卵石防火带、灌溉造林带、草障植
物带、前沿阻沙带、封沙育草带由内而外，以“一带护一带，五带护铁路”的方式
共同构成“五带一体”的治沙防护体系。历经 40年实现“人进沙退”，沙坡头正
被越来越多的绿意浸染，早已不复最初的荒芜。

宁夏中卫沙坡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普科科长郝丽波仍记得，十
多年前确定要建立苗圃植物园后，她和同事从 3月到 5月就没有离开过建设现
场，先推平沙丘，再划分地块种上沙生植物、灌木、行道树和经果林。

看着如今枝繁叶茂的大树，郝丽波一脸自豪。这片曾经全部采用节水灌
溉设施的园圃，如今除了乔木仍需节水灌溉外，柠条、沙蒿等沙生植物已经能
靠雨水存活。

这些年，沙坡头保护区林地面积和植被覆盖率逐渐增加，水域水质也在逐
年改善，加上近年来沙坡头保护区管理局大力实施生态修复项目和野生动植
物保护项目，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种群不断扩大。2023年最新调查结果显
示，沙坡头保护区共有种子植物 515种，分布脊椎动物 303种，甚至连“消失”30
多年的贺兰山岩鹨也在监测中被重新发现。

同时，技术手段不断更迭，助力生态环境守护。郝丽波打开手机上的“宁
夏沙坡头数智中心监测平台”，上面不仅可以实现实时火情监控，也能对生态
环境实现智慧管护。近年来，沙坡头保护区管理局不断拓展生态领域数字应
用，构建智慧保护区“天空地人”一体化全面监测感知网，搭建自然资源时空数
据库与“一张图”可视化平台，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智慧管护水平。“我们现在
通过数智中心构建起沙坡头巡护网格化、监测一体化、全区智能化、服务标准
化和数据规范化的新型‘五化’机制体系，让资源管护真正从‘用脚丈量’走向

‘云端管理’。”郝丽波介绍。
矢志不移推进防沙治沙，中卫市多措并举“驯服”沙海。多年来，中卫市坚

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沙则沙、宜荒则荒”，科学恢复林草植被，因地制宜
扩绿增绿，治理完成 188万亩沙化土地中的 170万亩，实现“沙退人进、绿进沙
退”的历史转变。随着大力实施宁夏南部生态保护修复、国土绿化试点示范等
防沙治沙工程，中卫市先后完成 70万亩营造林和 11万亩草原生态修复，森林
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提高至9.3%和57.4%。

去年以来，中卫市着力构建“一沙”“两河”“三山”“四湖”荒漠化防治格
局，划分腾格里沙漠、香山、南华山、清水河 4大综合治理区，储备生态治理项
目 10大类 41个，力争到 2027年，完成黄河“几字弯”荒漠化治理 225万亩。“我
们将聚焦 59.2万亩防沙治沙年度任务，每年落实项目资金 3亿元以上，加快建
设集生态、旅游、光伏于一体的多结构、多功能、立体化示范引领工程，有力巩
固宁夏中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中卫市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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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护车辆在宁夏中卫沙坡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穿行。

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

中卫市构建“一沙”“两河”“三山”“四湖”荒漠化防治格局：

沙海泛“绿波”山河增秀色
本报记者 张 唯 王 洋 李宏亮 文/图

俯瞰宁夏中卫沙坡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大力实施生态修复项目，林地面积和植被覆盖率逐年增加。

“五带一体”治沙防护体系守护包兰铁路畅通。

张志成（左）和赵忠平清理巡护区内的枯木。

巡护员在金沙海项目区进行观测。

各项实验为科学防沙治沙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郝丽波（左一）与同事远程监控风险点，排查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