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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嘴罗汉二十三，库布其里斗沙
山。播绿成金换人间，草原牧民赛神
仙……”

一碧千里的蓝天下，一望无际的草
原上，神怿气愉的内蒙古杭锦旗牧民达
楞太赶着成群的牛羊，唱着豪放的牧歌，
一幅悠闲快乐的草原美景跃然眼前。
“是咱杭锦旗人武部带头开展生态

扶贫，让我过上了神仙般的好日子！”今
年 64岁的达楞太，亲历了草原沙化的残
酷，也见证了人武部降服“沙魔”、播绿成
金的奇迹。

如今，他天天唱着自己编写的牧歌，
逢人不忘“炫耀”自己的幸福生活：“我现
在有 400 多只羊、20 多头牛，还有 2000
多亩林地，每年收入都不下20万！”

黄色的哀叹

风无常，

日无光，

沙暴卷风狂。

驼铃声声诉幽怨，

绿洲遥遥在何方……

广阔的草原造就了达楞太豪爽奔放
的性格，也赋予了他高亢动听的歌喉。
然而，在上世纪 90年代以前，豁达奔放
的达楞太唱出的却是哀婉的长调。

达楞太的家乡杭锦旗，位于鄂尔多
斯高原西北部，我国第七大沙漠——库
布其沙漠横贯东西。

库布其，蒙古语意为“弓上的弦”，奔
腾不息的黄河似弓，横亘东西、绵延 360
多公里的沙漠如弦。库布其沙漠寸草不
生，飞鸟难越，被称为“死亡之海”，也被
称为“悬在首都上空的一盆沙”。
“一碗米、半碗沙，五步不认爹和

妈。”回忆起“沙魔”肆虐时的威力，达楞

太至今心有余悸。
“那时候，大的沙尘暴每年都要刮上

四五十次，沙漠每年以近 30平方公里的
速度向外扩张。”从小生活在这里的人武
部原政委王中强回忆道，“最严重的时
候，沙丘已逼到旗委、旗政府门口，我们
人武部的大楼就是铲平了几座沙丘才建
起来的。”

沙逼人走、沙进人退。无孔不入的
风沙，无法摆脱的贫困，让这片草原逐渐
变成不毛之地，陷入绝望的牧民举家迁
徙。“让家乡绿起来，让百姓富起来，是人
武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使命。”看着乡亲
们一步一回头地离去，王中强下定决心
与“沙魔”搏斗到底。

1994年春天，王中强带着人武部 22
名干部职工，走进“死亡之海”，为百姓寻
找希望之门。
“别白费劲了！沙漠里哪能种活

树？”乡亲们感到不可思议，在他们的记
忆中，以前也有人来种树，但都没逃过
“一年青，二年黄，三年进灶膛”的结果。

“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让‘沙魔’低
头，我们决不回头！”王中强就是不信这
个邪，他带领官兵顶着风沙不回头，盯着
绿色猛加油。沙漠里不通车，他就把七
八十斤的树苗背过去，3公里的路程每
天要走六七趟。一天结束，人都散了架；
几天下来，整个人瘦脱了形。

风吹、日晒、沙打，官兵的脸膛被晒得
黝黑，嘴唇干裂就抹上口红，满头沙子便
干脆剃光了头。“包公脸”“红嘴唇”“和尚
头”，成为大漠里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
就是达楞太歌里唱的“红嘴罗汉二十三”。

大漠若起尘，起尘活埋人。有一天，
王中强一行人正在沙漠中种树，远远地
看到沙尘暴刮了过来，大家赶紧钻到卡
车底下躲避。大风过后，大半个卡车被

风沙埋了起来，挡风
玻璃被打成了磨砂玻
璃，车牌被磨成了“光
板 ”，刚 刚 种 下 的
3000 多棵杨树苗和 1
万多株沙柳，有的被
沙丘掩埋，有的被连
根拔起……

看 着 眼 前 的 情
景，许多官兵一屁股

坐在地上，发出无奈的叹息。

绿色的希望

一身迷彩绿，

两手死肉茧。

为民蹚沙海，

播绿斩穷源……

在前往“万亩林”的路上，远远看到有
5棵杨树如地标一般挺立其中。人武部
老职工高立军介绍说，在人沙大战最胶着
的时候，这5棵树给大家带来了希望。
“那场沙尘暴对大家的打击太大

了。”高立军回忆说，后来，人武部领导受
瓶中插花的启发，组织大家将5棵杨树苗
插进装满水的瓶子里，种在当时最高的
沙丘上。在他们精心护理下，5棵杨树终
于在“死亡之海”扎下了根。

在与“沙魔”搏斗几个回合后，人武
部干部职工意识到：“沙漠里种树，光有
愚公移山的精神不够，必须讲究科学。”

为了摸清沙丘的“脾性”，他们戴上
泳镜钻到沙丘下，仔细观察沙丘流动的
走向与树木成活的关系，发现沙丘迎风
处的树苗大都被连根拔起，背风处的树
苗大都被掩埋，只有半坡的树苗能幸存
下来。于是，他们探索着在沙丘迎风面
三分之一处种植沙蒿或沙柳，在背风面
的前 30米处种植沙柳或高干杨树。

这一招儿果然灵验：沙柳成活率达
到 80%以上，一个个流动的沙丘被牢牢
地拴住，高度也被削减近半。

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官兵总结出
“固身削顶”“撵沙腾地”等 20多种治沙
方法，苗木成活率达 85%以上，逐步建成
总面积7.4万余亩的“万亩林”。

在 1.86 万平方公里的库布其沙漠
中，“万亩林”只是一片小小的绿洲，但它

令杭锦旗的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在人
武部成功实践的鼓舞下，不到几年工夫，
“政府林”“老兵林”“青年林”“学生林”
等，如雨后春笋，染绿了库布其。

杭锦旗人武部治沙的成功，也为旗
委、旗政府下决心修建第一条穿沙公路
提供了依据。
“杭锦”，突厥语意为“造车的地

方”。然而多年来，这个造车的地方却没
有路，横亘中央的库布其沙漠把整个旗
一分为二。“万亩林”的成功实践，打破了
库布其沙漠不可战胜的魔咒。在军民齐
心协力下，历经 3个春秋，一条全长 115
公里的穿沙公路，直插库布其沙漠腹地，
将沙漠拦腰劈断，成为人民群众的希望
之路，杭锦旗的发展之路。

鄂尔多斯市军地各级也纷纷行动起
来。如今，库布其沙漠治理面积达 6000
多平方公里，绿化面积达 3200多平方公
里，森林覆盖率由 2002 年的 0.8%，增加
到 2016 年的 15.7%。数据显示，库布其
每年向黄河输入泥沙量锐减八成，沙尘
暴也从每年四五十次减少到一两次。

库布其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
治沙模式，为世界抗击“地球之癌”开出
了“中国药方”，为实现“土地退化零增
长”的世界目标提供了“中国方案”。
2017年 9月 6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鄂尔多斯市
召开，库布其治沙的成功实践被写入
190 多个国家代表共同起草的《鄂尔多
斯宣言》。

杭锦旗人武部先后被授予“全国防
沙治沙先进单位”、“全军绿化模范单
位”，多次被原北京军区、内蒙古自治区
和内蒙古军区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先
进集体”“生态建设先进单位”，荣立集体
二等功 2次、三等功 1次。王中强被授予
“全国防沙治沙十大标兵”，荣获全国首
届“母亲河奖”。

红色的火种

聚起一团燎原火哟，

烧红了百姓绿色的梦；

人民军队为人民哟，

染绿了大漠宽慰了心……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预言：农、

林、沙、草、海五大产业，将在21世纪掀起
第六次产业革命。钱老的预言，如今正
在“万亩林”变成现实：曾经吞没了无数
文明记忆的沙漠，生长出一条条金色的
产业链，承载起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希望。

治沙不治穷，到头一场空。人武部
党委在治沙之初，就注重探寻治沙与致
富相结合的路子。官兵一边种树，一边
研究各类植物的固沙作用和经济效益，
还专门建立沙生植物园和特种种植园，
研究沙漠中最适宜种植的固沙植物和经
济作物。
“沙柳生命力极其顽强，成活率高，

适应性强，是固沙绿化的上选植物。”人
武部政委王东海介绍，“沙柳条既可当种
苗卖，也可作为制作刨花板、中密度板的
原材料出售，还可与苜蓿、杨柴等混合做
成饲料。沙柳燃烧热值较高，是生物质
发电最为理想的原料。”
“这里还有沙冬青、蒙古扁桃、四合

木、麻刺、半日花等 20余种沙生植物，这
些植物有的在库布其沙漠一度绝种，是官
兵想方设法从外地弄来的……”王东海自
豪地说，“万亩林”中共有190余种植物。
“近些年，我们在沙漠中探索种树、

种药、种草，养牛、养鸡、养鱼，开发生态
旅游业，引进生物制药企业，为群众蹚出
一条绿色发展的路子。”王东海介绍说，
他们总结摸索出一条“沙漠变林地、林地
变良田、良田产饲草、饲草搞养殖、养殖
变资金、资金再投入”的沙漠地区生态建
设和经济发展链路，让昔日避之不及的
沙漠，成为发家致富的聚宝盆。

人武部“治沙+致富”的思路犹如红
色的火种，不断向四周传播，引领农牧民
纷纷投身绿色产业，带动企业不断创新
林沙经济模式。
“生态搭台、经济唱戏。”杭锦旗人民

政府王羽强旗长说，“要想让人民群众积
极投身治沙造林的大潮，就要让他们看
到好处、尝到甜头、得到实惠。杭锦旗人
武部最大的贡献就是做到了这一点。”

金色的收获

车有路，弓搭箭，

经济社会大发展；

大漠绿，百姓富，

美好日子在后头……

正如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所说：
“在库布其，沙漠不是一个问题，而是被
当作一个机遇，当地将人民脱贫和发展
经济相结合。我们需要这样的案例，为
世界提供更多治沙经验。”

人武部在“万亩林”中蹚出的“生
态+”治沙致富新路子，为周围农牧民和
企业提供了一个发展沙漠经济的新模式。

被迫举家迁徙的布日瓦带着妻儿、
赶着牛羊回来了。他找到人武部，请求
学习治沙养殖技术，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他的牧场又绿了起来。布日瓦逢人便
说：“是人武部让我的千亩沙窝窝变成了
‘金窝窝’！”

随着沙漠生态的修复，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呈现勃勃生机。生态光伏发电综
合治理示范项目区，目前已建成并网发
电 310兆瓦，治沙面积 2万亩，实现年收
入近4.5亿元。

目前，全鄂尔多斯市逐步打造了
生态修复、生态农牧业、生态健康、生
态旅游、生态光伏、生态工业“六位一
体”的产业体系，培育了自治区级林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4 家、国家林业
重点龙头企业 2 家，累计提供就业机
会 100 多万人次，直接带动 10 万多人
脱贫致富。

2011 年，杭锦旗摘掉了“国家级贫
困旗”帽子。2018年，杭锦旗退出了“自
治区级贫困旗”名单，经济增速位于鄂尔
多斯市第一，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3万元，
全旗贫困人口锐减至43人。
“库布其治沙的成功在于，不仅让沙

漠绿起来，还让当地居民富起来。”联合
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莫妮
卡·巴布说，“库布其沙漠生态经济是一
种新型生态商业模式，通过政府与企业
合作，运用市场化机制，实现土地退化修
复的可持续发展。这可供非洲、中东、拉
美等饱受沙尘肆虐的国家和地区借鉴，
我们已经组织了许多国家的代表到中国
学习。”

左上图：入秋后，杭锦旗人武部干部

职工在“万亩林”栽种沙柳。

王继东摄

“死亡之海”播绿人
—内蒙古杭锦旗人武部开展生态扶贫纪实

■杨建荣 贺志国 本报记者 安普忠

让优质中国粮保

障中国人的饭碗

前不久，一名“90后”火遍线上与线
下。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90大寿的视频在网上点击量过
亿，“90后梗王袁隆平”“只有袁隆平爷
爷可以说我胖”等话题热度在社交媒体
上居高不下。9月中旬，袁隆平出席湖
南农业大学开学典礼并致辞，引发场下
学生阵阵欢呼，上演“大型追星现场”。

袁隆平为什么火？他所创建的超
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我国粮食安全、
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了
杰出贡献。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
就曾指出，手里有粮，心里不慌。70年
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但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没有改变。

这样一组数据，标定着中国在保障
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2018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近 6.6亿吨，是 1949
年的近 6倍；2018 年，我国平均每公顷
粮食产量达 5621 公斤，比 1996 年增长
25%以上；目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
到 470公斤左右，比 1949年新中国成立

时增长了 126%。新中国成立 70年，中
国人的饭碗填满优质中国粮。
“我国用占全球 9%的耕地、6%的淡

水资源，养活了近 20%的人口，实现了
从饥饿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巨
变。”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
委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
长张务锋表示，自 2004年以来，我国粮
食生产实现“十五连丰”，口粮实现完全
自给，谷物自给率一直保持在 95%以
上，粮食库存充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物质基础是坚实的。

粮食仓储物流体系、粮食市场体系、
粮食储备体系和应急保供体系不断完
善……在粮食产能稳步提升、粮食连获
丰收的同时，我国的粮食储备能力也显
著增强。“这些都说明了我国当前的粮食
安全形势是好的，中国的粮食是安全的，
老百姓的饭碗是有保障的。”张务锋说。

发展粮食产业经

济端牢手中的饭碗

此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注意
到，这次发布的白皮书与 1996年粮食安
全白皮书相比有一个新提法——进入
新时代，实现粮食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

向转变，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
超市货架上，“绿色”“天然”“无公

害”的字眼，吸引着更多消费者的目光；
做面包用强筋面粉，做馒头用中筋的，
做饼干用弱筋的……随着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稳步提升，如今，消费者对粮油
消费已经由“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
更追求吃得健康、吃出个性。然而需求
升级了，有效供给却没跟上。有专家表
示，当前，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
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阶段性的供过于
求和供给不足并存。

产业强，粮食安。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既需要以足够的粮食产量和合理库
存为前提，又离不开相应的加工流通能
力和产业链掌控能力。只有经过加工
转化和物流配送，把成品粮油及时供应
给消费者，才最终真正实现了粮食安全。

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经济不断发
展。一批骨干企业成为粮食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排头兵，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美
誉度的粮食品牌不断涌现；地方特色粮
油食品产业化，杂粮、杂豆、木本油料等
具有地域特色产品端上更多消费者的
餐桌；开展“互联网＋粮食”行动，推广
网上粮店、主食厨房、农商直供等零售
业态。
“粮食产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

着消费，基础性强、涉及面广。”张务锋
表示，今后，中国将坚持政府引导、市场
主导，资源节约、绿色循环，问题导向、
底线思维，加快推动粮食产业创新发
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持续提高粮食
产业综合素质、市场竞争力和社会效
益，全面夯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产业
基础。

为世界粮食安全

贡献“中国力量”

热带沙漠出现“人造绿洲”，而且还
长出了中国水稻！

2018年 7月，袁隆平带领的青岛海
水稻研发中心团队，在迪拜热带沙漠实
验种植的水稻最高亩产超过 500公斤。
这是全球首次在热带沙漠实验种植水
稻取得成功，为沙漠地区提升粮食自给
能力、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和改善沙漠地
区生态环境再添“中国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后，中国在依靠自身力量端牢
饭碗的同时，不断扩大粮食市场开放、
加强对外合作，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作
出了重要贡献。

白皮书数据显示，1996 年以来，中

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实施了 20多个多
边南南合作项目，向非洲、亚洲、南太平
洋、加勒比海等地区的近 30个国家和地
区派遣近 1100人次粮农技术专家和技
术员，约占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项
目派出总人数的6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苏伟介
绍道，为扩大粮食市场对外开放，中国
进一步放宽农业领域外商投资的准入
限制，取消稻谷、小麦、玉米收购批发
的外商投资准入限制。此外，中国还
积极响应和参与国际组织的倡议和活
动，在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农业
投资，推广粮食生产、加工、仓储、物
流、贸易等技术和经验。2013 年以来，
中国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与参
与国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积极开展
粮食领域的合作。
“中国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不断

深化粮农领域的国际合作，愿与各国
分享农业和粮食方面的技术、经验和
成果，积极参与世界粮食安全治理，维
护世贸规则，促进世界粮食安全。”苏
伟说。

上图：金秋十月，黑龙江农垦建三

江管理局勤得利农场，呈现一派丰收景

象。这是种植户驾驶机械在稻田作

业。 新华社发

粮 丰 仓 实 天 下 安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谈粮食安全

■■本报记者 方 帅 通讯员 赵 威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这
是 10 月 14 日发表的《中国的粮
食安全》白皮书中的第一句话。
继 1996 年《中国的粮食问题》白
皮书后，这是我国发布的第二部
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白皮书。

当前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如
何？如何保护和调动种粮农民
积极性？怎样守住管好天下粮
仓，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
自己手上？日前举行的国新办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
负责人对此进行了解读。

制图：扈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