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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记者青海日报记者 乔欣乔欣 张晓英张晓英

““我来自青海省我来自青海省，，我们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我们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和和
华北华北、、东北等兄弟省份一起东北等兄弟省份一起，，承担着承担着‘‘三北三北’’防护防护
林工林工程建设重任程建设重任。。深知责任之重深知责任之重、、任务之艰任务之艰
巨巨！”！”青海省全国人大代表夏吾卓玛接受采访时青海省全国人大代表夏吾卓玛接受采访时
感慨道感慨道：“：“多年来多年来，，青海省青海省‘‘三北三北’’防护林工程建防护林工程建
设抓得紧抓得实抓得细设抓得紧抓得实抓得细，，成效显著成效显著。。与此同时与此同时，，
我们还担负着保护我们还担负着保护‘‘中华水塔中华水塔’’的重任的重任，，两项工两项工
作相辅相成作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促进。。作为一名青海人作为一名青海人，，我深我深
感自豪感自豪。”。”

青海省“三北”防护林建设区涉及 31 个县
（市），建设区面积 3710万公顷，占全省总面积的
51.4%。“三北”工程实施以来，工程区内荒漠化趋
势得到了整体遏制，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
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治沙产业得到了较好
发展。

沙化、荒漠化面积双缩减，沙化程度持续逆
转。2019年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
结果与2014年国家公布的第五次监测数据相比，
全省沙化土地面积减少 10.63万公顷、年均减少
2.13万公顷；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 8.8万公顷，年
均减少 1.76万公顷。全省荒漠化面积和沙化面
积呈现出“双下降”态势。总体上实现了从“沙进
人退”到“人进沙退”、从扩展至缩减的跨越式转
变。

控制了水土流失，自然灾害减轻。青海“三
北”工程共营造水土保持林300万亩，治理水土流
失面积 1195万亩，控制水土流失 5486平方公里，
占建设区水土流失面积的 20％以上。工程区内
土壤侵蚀模数已由 1978年的 5000~7000吨/平方
公里，减少到2000~3000吨/平方公里。经过治理
的丘陵山区基本达到洪水不下山、泥流不出沟、
暴雨不成灾、粮食不减产。每年可减少8230万吨
泥沙流入江河，减少了泥沙对下游河道、水库的

淤积，与此同时也减少了土壤养分的流失。
增绿增水成效显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截

至 2020年共完成人工造林 88.95万公顷，封山育
林 104.06万公顷。全省“三北”地区的森林覆盖
率由 1978年的 2.47％提高到目前的 6.3％，增加
了 3.83个百分点。全省“三北”地区林地总面积
达到 1102.5 万公顷，活立木蓄积量由 1977 年的
1547.1立方米增加到3057万立方米。

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南北山，自1989年至2014
年涵养水源由 114万立方米/年增加到 1011万立
方米；年固碳量由 787吨/年增加到 14463吨/年。
全市年均降雨量由上世纪 90年代的 370毫米增
加到 400毫米以上。“三北”工程区基本消除了干
热风对农作物的危害，晚、早霜期提前和推迟 10
天左右，延长了作物生长期。

庇护农田草场，促进了农牧业发展。青海省
“三北”地区年均完成“四旁”植树1000万株左右，
其中农田林网植树500万株。目前全区农田林网
保存 1.2亿株，折合造林面积 50万亩，防护农田
201万亩。

青海省东部黄河、湟水谷地基本实现了林网
化。据测算，“三北”工程区年均粮食增产总量
1.67万吨。地处柴达木盆地的海西州，在“三北”
防护林工程启动后，治理速度加快，标准提高，境
内的十几个绿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防护林体系，
保护农田 70多万亩，全州农业连年丰收，粮食亩
均单产由原来的 118公斤提高到现在的 300多公
斤，昔日的荒漠不毛之地变成了重要的粮食基
地。

大力发展沙产业，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近
年来,按照“东部沙棘、西部枸杞、河湟杂果、南部
藏茶”的林业产业发展思路，截至2020年底，青海
全省枸杞种植面积达到 74.8万亩，其中黑果枸杞
种植面积 8.87万亩。认定有机枸杞种植面积 18
万亩，已通过有机枸杞产品认证基地面积近12万
亩，成为全国最大的有机枸杞种植省区。

正如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所说：“这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青海省愿与其他兄弟省份
一道，勇担重任，勠力同心，为“三北”工程建设再
添“青海动力”！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洪文泉

春日的陇原大地，绿色从东至西渐次晕染
着山峦沟壑，黄土地上的人们又迎来一年好光
景。

从高空俯瞰，一道“绿色城墙”东起陇东原
上，西至河西走廊，守护着陇原大地。

这一抹绿色，正是世界历史上建设规模最
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三北”防护林工程。

防风固沙的“绿色传奇”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

原三大高原交会处，是黄河、长江上游的重要
水源涵养区，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中具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

武威市民勤县城西南 20多公里处的巴丹
吉林沙漠南缘，这片曾经风沙肆虐的土地上，如
今成片的沙枣、梭梭等固沙植物交织在一起，顽
强地抵抗着百米外的沙丘。

“这些年，通过实施‘三北’防护林建设、退
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国家生态工程，我省
生态状况得到明显好转，山更绿、水更清、空气
更清洁、沙尘天气明显减少。”全国政协委员、甘
肃省治沙研究所副所长马全林对此深有感触。

“防沙治沙是甘肃生态建设的重点。”马全
林介绍，如今甘肃已在河西北部风沙前沿地带
建成了长达 1200公里、面积 460万亩的防风固
沙林，逐步形成腾格里、巴丹吉林、库姆塔格沙
漠边缘防护林体系，对阻止腾格里、巴丹吉林两
大沙漠合拢，保护河西走廊绿洲发挥了重要作
用。

马全林说，“十三五”期间，甘肃省林地面积
有较大增长，沙化土地面积年均减少超过 10万
公顷。这些成绩的背后，是甘肃人民“困难面前
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当代愚公精神。

科学绿化的探索实践
“三北”工程带给甘肃的变化，不止在河西：
——位于黄河上游的甘南州玛曲县重点地

区沙化土地扩展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一度被风沙吞噬的黑河、石羊河下游

干
涸 多
年的居延
海和青土湖重
现生机，分别形成
40平方公里、106平方
公里以上的水域或湿地；

——水土流失严重的陇东
黄土高原，如今绿荫遍野，水不下
山，泥不出沟。

马全林说，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是这些年甘肃在实践中
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在防沙治沙的实践中，甘肃在民勤、敦煌等
地建立了一批防沙治沙实验基地和示范县。甘
肃省治沙研究所建成了沙漠化与风沙灾害防治
国家重点实验室、荒漠化防治国际培训中心等
重点科研基地。

1974年建立的民勤沙生植物园，长期以来
持续开展固沙植物引种驯化工作，为不同生态
区域防沙治沙筛选出众多优良的固沙植物，
2021年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为国家种质资
源库。

未来可期的“绿色梦想”
“三北”工程在改变大河大山地貌的同时，

建设区内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也发生着明显
变化，越来越多的陇原儿女享受到了绿色带来
的生态福利。

随着“三北”防护林体系的纵深推进，甘肃
已经建成以农田林网为主的百万亩农田防护为主的百万亩农田防护
林林，，创建高标准农田项目创建高标准农田项目，，走生态改观走生态改观、、经济发经济发
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努力努力
打造绿色宜居的生态新农村打造绿色宜居的生态新农村。。

““保护生态的最终目的还是群众受益保护生态的最终目的还是群众受益。”。”甘甘
肃省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肃省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林业科技部门积林业科技部门积
极推广极推广，，在全省范围内引进苹果在全省范围内引进苹果、、核桃核桃、、花椒等花椒等
优良林果优良林果，，逐步建成陇东苹果逐步建成陇东苹果、、河西走廊葡萄河西走廊葡萄、、
沿黄灌区枸杞及油用牡丹沿黄灌区枸杞及油用牡丹、、文冠果等一大批新文冠果等一大批新
兴产业基地兴产业基地。。

甘甘
肃 不 仅 在肃 不 仅 在
特色林果产业特色林果产业
上下功夫上下功夫，，还依托还依托
现有森林资源现有森林资源，，积极尝积极尝
试培育森林旅游试培育森林旅游、、休闲休闲、、康康
养等新兴业态养等新兴业态，，以林业多功能发以林业多功能发
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服务全域旅游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服务全域旅游
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和一二三产业融合，，真正实现了真正实现了““国家国家
有投资有投资、、生态得修复生态得修复、、农民有收益农民有收益”。”。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新时代呼唤新作为。。
20212021年年，，甘肃省林草主管部门认真对接中甘肃省林草主管部门认真对接中

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全省全省““三北三北””地区开展地区开展
退化林草修复调查工作退化林草修复调查工作，，依据森林资源管理依据森林资源管理““一一
张图张图””数据和数据和““国土三调国土三调””成果成果，，摸清全省退化林摸清全省退化林
草底数草底数、、分布情况分布情况、、退化成因及退化程度退化成因及退化程度，，首次首次
建立了建立了““三北三北””工程退化林草数据库和图形库工程退化林草数据库和图形库，，
为精准修复改造退化林草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精准修复改造退化林草奠定了坚实基础。。

站在新的起点站在新的起点，“，“三北三北””工程带给甘肃的生工程带给甘肃的生
态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愈加明显经济和社会效益愈加明显。。广袤的陇原大广袤的陇原大
地上地上，，绿色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绿色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在我国的西北、华北北部和东北东部，广布着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广袤的戈壁，是我国林草植被最稀少、生态环境最脆弱、生态产品最短缺的地区。广袤的
“三北”地区，森林覆盖率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却集中了全国83.7%的沙化土地、67.0%的水土流失区。1978年，作为改革开放伊始我国启动的第一个重点
林业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集中力量，开始了一场计划长达73年的环境迎战。

如今，40多年过去，“三北”工程已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014.3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5.05%提高到 13.57%。持续的生态建设在为中国北方
筑起一座“绿色长城”的同时，也为调整当地农村产业结构、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作出了积极贡献。

2022年全国两会隆重召开，黑龙江日报针对我国生态建设新蓝图新目标，聚焦我国改革开放伊始的第一个重点林业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
联合与“三北”工程密切相关省份的省级党报同仁一起，共话这项生态工程给我国北方各地带来的城乡巨变，共同呈现这项造福亿万人民、注定载入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史册的工程，给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贡献和发展意义，共同畅谈各地在“三北”防护林建设中的经验和成就。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长虹

惊蛰一过，草木萌动，万物生
发。在京，是全民瞩目的两会时间；
在黑龙江，中西部各市县正在为今年
的农田林网筹备新绿。

此时，在大庆市林甸县林草局，
工作人员边热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有关生态建设话题，边制定着本县
今年的造林苗木进场计划。

林甸，是黑龙江“三北”防护林建
设六期工程实施县。自1978 年我国
启动改革开放伊始第一个重点林业
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建设工
程后，黑龙江省作为全国粮食生产核
心产区，是“三北”工程的东部起点、
重点实施省份，在黑龙江广袤的黑土
地上，“三北”工程建设涵盖全省13个
市（地）的113个县（市、区），建设区域
总面积4174.18万公顷。

“林不足，土不牢；林不密，水不
保；林不茂，粮不丰。”这是黑龙江省

“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多年来得出
的结论。40 多年来，黑龙江依托“三
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全力推进松嫩
平原和三江平原农田防护林建设，以
巩固修复、提质增效为目标，围绕国
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持突
出重点、规模治理，大力发展混交林
和异龄复层林，不断提高农田防护林
质量，筑起了近50万公顷的农田防护
林网。如今，松嫩平原75%、三江平原
60%的农田实现林网化，全省 80%以
上的农田得到了林带庇护，仅农田防
护林对全省三大主栽作物小麦、大
豆 、玉 米 的 平 均 增 产 效 应 就 超 过
15％，护田增产年增产粮食23.8亿公
斤，为推动全省粮食连续稳产增产贡
献了责任担当和绿色力量。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科学开展国土绿化，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这部分内容，使正在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全国
政协常委、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赵雨森深有感触。

赵雨森委员说：“我的研究方向是造林学、林业生态和水土保持与荒
漠化防治，近些年做的很多工作都和“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有关。”他强
调，林业科研技术创新应用，对“三北”工程建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说，近年来黑龙江积极开展了大规模的国土绿化行动，城乡生态
环境不断改善，这些都离不开林业科技创新应用所做出的努力。在黑龙
江造林绿化工作中，突出体现出五个技术的创新应用：一是种业科技创
新技术。黑龙江省培育了大批抗逆、速生、遗传稳定的林草种质。二是
科学营造林技术。应用高效、环保、经济的人工造林、封山封沙育林，实
施森林资源高效培育与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三是林草防灾减灾技术。
应用林火预警与扑救技术、病虫鼠害防治技术、外来入侵生物防控技术
等，有效保护“三北”工程区造林成果。四是生态系统治理修复技术。重
点开展了林草生态保护与修复、沙地植被恢复、退化林修复、沙化土地综
合治理等。五是数字林草技术。采用林草遥感智能监测、智慧林草大数
据管理、数字林草感知和管护工作信息化等技术，构建全方位、多角度、
高效运转、“天空地一体”的天然林智能管护网络，对“三北”工程区林草
资源消长、土地沙化动态、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气候变化情况进行准确测
定和评估。

作为林业专家，赵雨森委员建议，在“三北”工程建设中，继续强化科
技和典型示范引领，科学推进重点区域植被恢复。充分利用乡土树种，
营造多层次多林龄针阔混交林。有序实施退化林修复，升级存量、做大
增量、拓展容量，推进森林抚育和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推动“三北”工程高
质量发展。

科学开展国土绿化
创新科技做大增量

此时，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一班人，正
在谋划着今年的防沙治沙方案。

近两年来，杜尔伯特，这个曾经的严重风沙干旱区，
大庆油田的“西北风口”，通过防沙治沙，收获了十分可观
的生态红利——

有明显沙化趋势土地减少92万亩，粮食平均亩产由
5年前的 581斤提高到 899斤，最高单产 1500斤；草原平
均产草量由 5年前的每亩 80公斤提高到 140公斤，最高
单产160公斤；森林覆盖率、村屯绿化率分别达到13.6%、
100%，年空气环境优良天数达到340天以上。

这些数字和成绩，也令正在京参加全国人大十三届
五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家文深有感触。

张家文说，我是土生土长的杜尔伯特人。由于多种
因素，杜尔伯特生态环境在上世纪末期急剧恶化，一年四
季风沙肆虐。多年来实施“三北”工程造林绿化，杜尔伯
特完成“西北风口”治沙造林 63.6万亩，筑起一道长 89.8
公里、宽5公里~25公里的绿色屏障。

如今的杜尔伯特草原大地，山清水秀、林茂草盛、土
沃粮丰、湖兴鱼肥，“跑风地”“扫碱场”一去不返，“高产
田”“绿色银行”“黄花海”“蘑菇屯”梦想成真，百姓持续收
获生态红利。“十三五”期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
著，较“十二五”末，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分别增长53.4%、32.9%，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
长35.6%、42%。

记者了解到，在去年的全国两会时，张家文代表就
提交了《关于修改防沙治沙法的议案》，根据沙区治理
实际提出建议，得到议案审查委员会的认可。此议案
作为领衔代表议案，交由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
员会审议。

张家文代表说，抓生态建设就是抓经济发展，生态
建设是县域经济转型和城市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是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的有力抓手。黑龙江
就是要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前进的通道，推进生态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

造林守住“西北风口”
百姓收获生态红利

吸引更多社会
力量参与造林

□河北日报记者 曹智

““希望在希望在‘‘三北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建设中防护林工程的建设中，，
有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有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实现更高质量造林实现更高质量造林
绿化绿化，，也希望各地加大培训力度也希望各地加大培训力度，，让让‘‘三北三北’’
防护林工程的造林绿化更加科学高效防护林工程的造林绿化更加科学高效。”。”全全
国人大代表国人大代表、、廊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农业廊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农业
推广研究员方金华说推广研究员方金华说。。

20022002年年，“，“三北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实施防护林四期工程实施，，
廊坊进入实施范围廊坊进入实施范围。。方金华代表清楚地记方金华代表清楚地记
得得，，20022002年至年至 20032003年年 88月月，，廊坊市植树造林廊坊市植树造林
120120万亩万亩，，相当于该市相当于该市 20022002年以前年以前 1010年间年间
造林面积的总和造林面积的总和。。值得注意的是值得注意的是，，120120万亩万亩
的造林面积中的造林面积中，，民营造林占到了民营造林占到了9595%%。。

由于廊坊在由于廊坊在““三北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中防护林工程建设中
取得了突出成绩取得了突出成绩，，20032003年年 88月月，“，“三北三北””地区地区
民营林建设现场会在廊坊召开民营林建设现场会在廊坊召开。。以以““创新经创新经
营机制营机制、、实施产业带动实施产业带动””为主要内容的民营为主要内容的民营
林建设廊坊经验传播到林建设廊坊经验传播到““三北三北””地区地区。。此后此后，，
廊坊市造林绿化的脚步从未停歇廊坊市造林绿化的脚步从未停歇。。

方金华代表介绍方金华代表介绍，，近年来近年来，，廊坊市在吸廊坊市在吸
引社会资本造林方面仍走在前头引社会资本造林方面仍走在前头。。该市明该市明
确扶持政策确扶持政策，，有效破解了造林主体动力不足有效破解了造林主体动力不足
的瓶颈的瓶颈。。

廊坊市按照廊坊市按照““谁造林谁造林、、谁投入谁投入，，谁经营谁经营、、
谁受益谁受益””的原则的原则，，创新创新1414种造林利益联结机种造林利益联结机
制制，，20162016 年至年至 20212021 年共撬动社会资金年共撬动社会资金 100100
多亿元多亿元，，发动发动 400400多家企业多家企业、、大户大户（（500500亩以亩以
上上））主动参与造林主动参与造林，，企业企业、、大户造林占比达到大户造林占比达到
6060%%以上以上。。同时同时，，廊坊市积极推进土地流廊坊市积极推进土地流
转转，，拓宽造林绿化空间拓宽造林绿化空间，，有效解决土地制约有效解决土地制约
的瓶颈的瓶颈。。据不完全统计据不完全统计，，廊坊市廊坊市 20182018年以年以

来采用政府来采用政府、、公司公司、、企业和大户等形式累计企业和大户等形式累计
流转土地流转土地 6060多万亩多万亩，，为规模化开展工程建为规模化开展工程建
设提供了土地保障设提供了土地保障。。

方金华代表表示方金华代表表示，，遵循国家和地方相关遵循国家和地方相关
政策政策，，全省林草部门应全力支持耕地保护战全省林草部门应全力支持耕地保护战
略略。“‘。“‘三北三北’’防护林工程在平原地区开展时防护林工程在平原地区开展时，，
各地要注意创新农区林网建设新模式各地要注意创新农区林网建设新模式，，拓展拓展
平原地区造林绿化空间平原地区造林绿化空间。”。”

去年去年，，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遏制耕地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遏制耕地
““非农化非农化”、”、防止防止““非粮化非粮化””政策政策，，河北省林草河北省林草
部门还对部门还对1111个承担个承担““三北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防护林工程建设
任务的平原县进行了督导任务的平原县进行了督导，，各级林草部门一各级林草部门一
起探讨利用闲散废弃地起探讨利用闲散废弃地、、村屯周围村屯周围、、林网林林网林
带造林新模式带造林新模式。。同时同时，，河北省还专门印发河北省还专门印发
《《关于科学推进村庄绿化工作的通知关于科学推进村庄绿化工作的通知》，》，支持支持
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先进经验模式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先进经验模式，，科学开展科学开展
村庄绿化美化村庄绿化美化。。

““遏制耕地遏制耕地‘‘非农化非农化’、’、防止防止‘‘非粮化非粮化’’的的
基础上基础上，，在在‘‘三北三北’’工程中工程中，，各地应进一步创各地应进一步创
新造林利益联结机制新造林利益联结机制，，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
与造林与造林。”。”方金华代表建议方金华代表建议，，各地相关部门还各地相关部门还
要指导社会力量做好造林绿化树种选择工要指导社会力量做好造林绿化树种选择工
作作，，因地制宜因地制宜，，适地适树适地适树。。

绿化方式也要科学选择绿化方式也要科学选择。。方金华代表建方金华代表建
议议，，各地要结合实际情况各地要结合实际情况，，人工治理要与自然人工治理要与自然
修复相结合修复相结合，，坚持飞坚持飞、、封封、、造并举造并举，，实现乔实现乔、、灌灌、、
草结合草结合，，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希望各地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科学绿化希望各地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科学绿化
精神精神，，更多举办工程造林管理技术培训班更多举办工程造林管理技术培训班，，
有效提高造林一线人员的技术水平和技能有效提高造林一线人员的技术水平和技能，，
让让‘‘三北三北’’防护林更加茁壮和美丽防护林更加茁壮和美丽。”。”方金华方金华
代表说代表说。。

为龙江为龙江

““三北三北””工程建设涵盖工程建设涵盖

全省全省1313 个市个市（（地地））的的113113 个县个县（（市市、、区区））

建设区域总面积建设区域总面积41744174..1818万万公顷公顷

““三北三北””防护林工程体系建设总体规划图防护林工程体系建设总体规划图

生态
之

绿色屏障绿色屏障

“‘“‘三北三北’’工程在黑龙江的重点工程在黑龙江的重点，，是保护好黑土是保护好黑土
地这一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耕地中的大熊猫’，’，以以‘‘更好支持生态建设更好支持生态建设
和粮食生产和粮食生产’’为主要目标为主要目标，，坚持突出重点坚持突出重点、、规模治规模治
理理，，充分发挥防护林防风固沙充分发挥防护林防风固沙、、增加空气湿度增加空气湿度、、提高提高
土壤含水量土壤含水量、、改善小气候和土壤状况等多重防护效改善小气候和土壤状况等多重防护效
能能，，有效促进农作物增产有效促进农作物增产。”。”黑龙江省黑龙江省““三北三北””林业建林业建
设服务站副站长高振寰接受记者采访时设服务站副站长高振寰接受记者采访时，，以黑龙江以黑龙江
中西部几个县为例中西部几个县为例，，展示了展示了““三北三北””工程给龙江大粮工程给龙江大粮
仓带来的发展成效仓带来的发展成效。。

齐齐哈尔市拜泉县齐齐哈尔市拜泉县，“，“三北三北””工程开工后工程开工后，，这个这个
县走上了发展生态农业之路县走上了发展生态农业之路，，大规模开展农防林大规模开展农防林、、
护路林护路林、、护村林的护村林的““三林三林””建设建设。。全县划分为全县划分为44个生个生
态农业建设类型区态农业建设类型区，，确定为确定为 3232个小流域个小流域 150150个生个生
态小区态小区，，实施以实施以““三北三北””防护林二期工程植树造林防护林二期工程植树造林、、
治沟治坡为主旋律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治沟治坡为主旋律的生态农业发展战略。。

如今如今，，与与2020世纪世纪7070年代初相比年代初相比，，拜泉县坡耕地拜泉县坡耕地
泥沙流失量减少泥沙流失量减少 8989% ,% , 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
00..5151%,%, 土壤径流减少土壤径流减少 7777%%；；风速降低风速降低 3838%%，，连续连续 2222
年未出现年未出现““风剥地风剥地””现象现象。。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态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增强了
农业发展的后劲农业发展的后劲，，粮食总产连续粮食总产连续 1818年突破年突破1010亿斤亿斤
大关大关。。近近 55年来年来，，全县粮食总产连年达全县粮食总产连年达 2020亿斤以亿斤以
上上，，实现稳步增长实现稳步增长。。

齐齐哈尔市泰来县齐齐哈尔市泰来县，，是全国是全国 3030个精准治沙重个精准治沙重

点县之一点县之一，，由于时常遭受旱灾由于时常遭受旱灾、、风灾等自然灾害的风灾等自然灾害的
侵袭侵袭，，造成了耕地地力严重退化造成了耕地地力严重退化，，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有机质含量
下降下降，，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多年来多年来，，泰来县在失败泰来县在失败
中一次次探索半干旱地区中一次次探索半干旱地区、、沙化土地上植树造林经沙化土地上植树造林经
验验，，利用针阔叶混交利用针阔叶混交、、乔灌草结合法乔灌草结合法、、针刺式压力注针刺式压力注
水法水法、、保水扦插法保水扦插法、、封闭式管理等方法封闭式管理等方法，，探索出探索出““半半
干旱沙区低密度造林模式干旱沙区低密度造林模式”，”，取得一定经验和效取得一定经验和效
果果。。据了解据了解，，近两年近两年，，泰来县以这种模式营造防风泰来县以这种模式营造防风
固沙林固沙林 30003000亩亩。。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泰来泰来
县县““三北三北””六期工程规划中六期工程规划中，，计划每年递增推广至计划每年递增推广至
50005000亩亩。。

高振寰说高振寰说，，目前目前，，黑龙江按照国家三北局要求黑龙江按照国家三北局要求
开展退化林修复工作开展退化林修复工作，，针对松嫩平原农田防护林林针对松嫩平原农田防护林林
带不整带不整、、缺苗断空缺苗断空，，以及国有林场林缘带农林交错以及国有林场林缘带农林交错、、
人畜损坏的残破林相等问题人畜损坏的残破林相等问题，，利用红松利用红松、、樟子松等樟子松等
针叶树种以及柠条针叶树种以及柠条、、沙棘等灌木经济树种沙棘等灌木经济树种，，采取封采取封
山育林山育林、、林冠下更新造林林冠下更新造林、、补植补造等修复方式补植补造等修复方式，，以以
发展混交林发展混交林、、复层林复层林、、异龄林和生态经济林为目标异龄林和生态经济林为目标，，
对退化防护林进行修复对退化防护林进行修复。。截至截至 20212021年年，，共完成退共完成退
化林修复建设任务化林修复建设任务 4242..1111万亩万亩，，有效提升了防护林有效提升了防护林
整体林分质量整体林分质量、、防护效能和经济效益防护效能和经济效益。。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及四省林业和草原局提供

围田造林在龙江
织密绿色防护网

海北州海晏县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典型海北州海晏县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典型。。

夏吾卓玛代表夏吾卓玛代表。。

马全林委员马全林委员。。

静宁县静宁县““三北三北””工程营建的经济林已硕果累累工程营建的经济林已硕果累累。。

方金华代表方金华代表。。20212021年年88月月1717日日，，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林业建设工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林业建设工
程程，，造林队员在栽植樟子松苗造林队员在栽植樟子松苗。。

赵雨森委员赵雨森委员。。
张家文代表张家文代表。。

““三北三北””防护林工程体系防护林工程体系涉及北京涉及北京、、天天
津津、、河北河北、、山西山西、、内蒙古内蒙古、、辽宁辽宁、、吉林吉林、、黑龙黑龙
江江、、陕西陕西、、甘肃甘肃、、青海青海、、宁夏宁夏、、新疆等新疆等1313个省个省
（（区区、、市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25725个县个县
（（旗旗、、区区、、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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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尔伯特新店林场万亩樟子松林杜尔伯特新店林场万亩樟子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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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筑起中国北方的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 黑龙江日报联合冀黑龙江日报联合冀、、甘甘、、青青
三省省报共话三省省报共话““三北三北””工程带来的工程带来的

河河
北北

青海青海““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让绿色成为让绿色成为陇原大地陇原大地深厚底色深厚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