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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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国 ，是 全 民 瞩 目 的 两 会 时

间；在黑龙江省，中西部各市县正在

为今年的农田林网筹备新绿。

此时，在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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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京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的张家文代表说，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在 2022 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中，再次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明确提出，这对三

北 工 程 建 设 又 是 一 个 有 力 指 挥 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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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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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

出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

发 展 。 在 讨 论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时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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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

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

赵雨森委员深有感触。

赵雨森委员强调了林业科研技

术创新应用，对三北工程建设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在黑龙江造林绿化

工作中，突出体现出种业科技创新技

术、科学营造林技术、林草防灾减灾

技术、生态系统治理修复技术、数字

林草技术的创新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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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龙江大粮仓撑起绿色屏障
河北日报记者 曹智

“希望在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建设中，

有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实现更高质量造

林绿化，也希望各地加大培训力度，让三

北 防 护 林 工 程 的 造 林 绿 化 更 加 科 学 高

效。”全国人大代表、廊坊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农业推广研究员方金华说。

三 北 防 护 林 工 程 从 1978 年 实 施 以

来，河北省建设范围涉及张家口、承德、秦

皇岛、唐山、保定、廊坊、石家庄、衡水、沧

州、雄安新区等地的 84 个县（市、区）。截

至 2021 年 底 ，河 北 省 累 计 完 成 营 造 林

277.1万公顷。

40 多年来，三北防护林的社会效益

持续发挥，拓展了区域绿色生态空间，优

化了当地社会发展环境，促进了生态文明

建设。工程建设始终坚持走生态经济型

防护林体系建设的路子，把生态建设与群

众利益紧密结合。“十三五”期间，河北省

工程区累计发展以核桃、板栗为主的经济

林 1.74万公顷。

2002 年，三北防护林四期工程实施，

廊坊市进入实施范围。方金华代表清楚

地记得，2002 年至 2003 年 8 月，廊坊市植

树造林 8 万公顷，相当于该市 2002 年以前

10 年间造林面积的总和。值得注意的是

8 万公顷的造林面积中，民营造林占到了

95%。

由于廊坊在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中

取得了突出成绩，2003 年 8 月，三北地区

民营林建设现场会在廊坊召开。以“创新

经营机制、实施产业带动”为主要内容的

民营林建设廊坊经验传播到三北地区。

此后，廊坊市造林绿化的脚步从未停歇。

方金华代表介绍，近年来，廊坊市在

吸引社会资本造林方面仍走在前头。该

市明确扶持政策，有效破解了造林主体动

力不足的瓶颈。

廊坊市按照“谁造林、谁投入，谁经

营、谁受益”的原则，创新 14 种造林利益

联结机制，2016 年至 2021 年共撬动社会

资金 100 多亿元，发动 400 多家企业、大户

主动参与造林，企业、大户造林占比达到

60%以上。同时，廊坊市积极推进土地流

转，拓宽造林绿化空间，有效解决土地制

约的瓶颈。据不完全统计，廊坊市 2018
年以来采用政府、公司、企业和大户等形

式累计流转土地 4 万多公顷，为规模化开

展工程建设提供了土地保障。

去年，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遏制耕地

“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政策，河北省林

草部门还对 11 个承担三北防护林工程建

设任务的平原县进行了督导，各级林草部

门一起探讨利用闲散废弃地、村屯周围、

林网林带造林新模式。同时，还专门印发

《关于科学推进村庄绿化工作的通知》，支

持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先进经验模式，科学

开展村庄绿化美化。

“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的基础上，在三北工程中，各地应进一步

创新造林利益联结机制，吸引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造林。”方金华代表建议，各地相关

部门还要指导社会力量做好造林绿化树

种选择工作，因地制宜，适地适树。

绿化方式也要科学选择。方金华代

表建议，各地要结合实际情况，人工治理

要与自然修复相结合，坚持飞、封、造并

举，实现乔、灌、草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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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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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三北防护林更加茁壮和美丽。”方

金华代表说。

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造林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造林

青海日报记者 乔 欣 张晓英

“我来自青海省，我们在祖

国的西北地区，和华北、东北等

兄弟省份一起，承担着三北防护

林工程建设重任。深知责任之

重、任务之艰巨。”全国人大代

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

市自来水公司职工夏吾卓玛接

受采访时感慨道：“多年来，青海

省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抓得紧

抓得实抓得细，成效显著。与此

同时，我们还担负着保护‘中华

水塔’的重任，两项工作相辅相

成 ，互 相 促 进 。 作 为 一 名 青 海

人，我深感自豪！”

夏吾卓玛代表的自豪，来源

于现实的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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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区内荒漠化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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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公

布的第六次和第五次全国荒漠

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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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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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减少了泥沙在下游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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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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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柴

达木盆地的都兰县香日德农场

和共和盆地的沙珠玉乡，通过营

造防风固沙林，农田防护林，形

成了比较完备的绿洲防护林体

系。

庇护农田草场，促进了农牧

业发展。地处柴达木盆地的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自六十年

代以来就积极组织沙区人民开

展防沙治沙工作，尤其在三北防

护 林 工 程 启 动 后 ，治 理 速 度 加

快，标准提高，使境内的十几个

绿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防护林

体系，保护农田 70 多万亩（1 亩

约等于 0.0667 公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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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柴达木和共和盆地大力发展

枸杞生态经济林，充分调动了沙

区广大农牧民防沙治沙和发展

林产业的积极性，有力促进防沙

治 沙 进 程 ，有 效 增 加 农 牧 民 收

入，实现了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

的 良 性 互 动 。 采 取“ 公 司+基

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在德令

哈、格尔木、都兰、乌兰、共和等

地积极推行规模化、标准化、规

范化枸杞基地建设。

……

记者了解到，青海三北工程

建设区自然条件严酷，海拔高，

加之气候寒冷、干旱少雨，防护

林建设难度大，相关部门的一致

心声是：建议提高三北工程建设

标准，强化技术支撑，并将后期

管护费用列为生态重点工程转

移支付科目予以保障。

夏吾卓玛说，我们呵护水，

水又滋养我们。由于工作关系，

我经常到农村牧区、工厂企业，

亲 眼 看 到 生 态 保 护 带 来 的 好

处。黄南州好几个县建起矿泉

水 厂 ，产 品 很 受 市 场 欢 迎 。 同

时，绿色有机农牧业蓬勃发展，

黄河旅游线路精品迭出，特色文

化产业方兴未艾，乡村振兴有了

可靠依托，老百姓的收入不断提

高。这一切都生动印证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夏吾卓玛表示，我们将坚决

扛 起 源 头 责 任 ，更 好 地 保 护 生

态，让“三江之源”源清流洁，让

“中华水塔”坚固充沛，让各族人

民群众生活滋润甘甜。

为打造青藏高原
生态文明高地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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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多 年 的 时 间 里 ，一 代

又一代的林草工作者扎根荒

漠戈壁，用汗水浇灌绿色，将

荒山变成青山，让黄沙变成金

沙，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省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以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态需求为目标，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全

面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大力开

展生态保护修复，着力构筑西

部绿色生态屏障，甘肃全境生

态环境明显改善，各地生态环

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不断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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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境内从西到东分布

有库姆塔格沙漠、巴丹吉林沙

漠、腾格里沙漠、毛乌素沙地

以及玛曲高寒沙地，全省沙化

土地面积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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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万公顷的防风固沙

林，逐步形成沙漠边缘防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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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生态系统、主要物

种 得 到 有 效 保 护 ，成 群 的 岩

羊、藏野驴在祁连山区域经常

出没，特别是野骆驼、雪豹、大

熊猫等旗舰种群有较大增长，

充分反映了我省生态建设成

效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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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惟

一同时推进 3 个国家公园建

设的省份，甘肃省自然保护地

达到 233 个，占全省国土总面

积 的 23.42%，远 超 全 国 平 均

水平。

“防沙治沙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必须要更加重视科

学 绿 化 、精 准 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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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治沙科技工作者开

展多学科交叉研究，防沙治沙

在理论和技术上取得了很大

的进步，在流沙控制技术、治

理模式、机械化治沙等生物固

沙方面取得系列成果，形成了

许多行业标准和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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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林，创建高标准农田项目，

走生态改观、经济发展的可持

续发展之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努力打造绿色宜居的生态

新农村。

广袤的陇原大地上，绿色

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让绿色成为让绿色成为
陇原大地的深厚底色陇原大地的深厚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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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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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甘肃日报、青海日报等与三北工程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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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甘肃日报、青海日报共话三北防护林建设

筑起中国北方的绿色长城
20222022年年33月月1111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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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黑龙江泰来县治沙 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供图 丰宁满族自治县造林队员栽植樟子松苗
河北日报通讯员 刘环宇 摄

高台县三北农田防护林网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供图

沙区林业有害生物检测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供图

▼沙区周边生物多样性逐步显现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