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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推进防沙治沙
高质量发展的成就与经验启示

□段 娟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防沙治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防沙治沙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在完善顶层设计和政策支

持体系、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绿富同兴、实现共同富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

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新时代新征程，我国防沙治沙形势依然严峻，需要继续坚持党对防沙治沙工作的全面领

导;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推进防沙治沙工作;加强“三北”等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加强宏观调

控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相结合，推动绿色生态沙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荒漠化防

治交流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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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
生态问题，中国是受土地沙化危害最为严重的国
家之一。防沙治沙承载着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
屏障、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实现共同富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推
动全球环境治理保护等新使命和新任务，对于保
障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保障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等具有
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指引下，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防
沙治沙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据第六次全国荒漠化
和沙化调查结果表明，我国首次实现所有调查省
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逆转”，面积持续“双缩
减”，程度持续“双减轻”，沙漠、沙地植被盖度和固
碳能力持续“双提高”，沙区生态状况呈现“整体好
转、改善加速”态势，荒漠生态系统呈现“功能增
强、稳中向好”态势。当前，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尽管荒漠化防治取得
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大、分
布广、程度重，防沙治沙形势依然严峻。要推进绿
色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需要深入总结新时代我国推进防沙治沙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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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经验，为继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
性、持续性，高质量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
鉴和启示，为继续推进全球荒漠化防治贡献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荒漠化防
治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推进防沙治沙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荒
漠化防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全局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就防
沙治沙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
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荒漠化防治的重要论
述为新时代推进防沙治沙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 一)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建设

2022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大兴区
黄村镇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讲话中强调，
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开展国土绿化，提升
林草资源总量和质量，巩固和增强生态系统碳汇
能力，为推动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1］2023 年 2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
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
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可持续发展，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
发展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开辟了广阔
前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
治理，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加
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
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以高品
质的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2］

( 二) 充分认识防沙治沙工作的长期
性、艰巨性、反复性和不确定性，增强使命感
和紧迫感

2018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指出，“胡焕庸线”西北方 57% 的国
土，供养大约全国 6%的人口，以草原、戈壁沙漠、

绿洲和雪域高原为主，生态系统非常脆弱。［3］2023
年 6 月 6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
尔考察时指出，人类要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一定
要防沙治沙。这是一个滚石上山的过程，稍有放
松就会出现反复。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
治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持续抓好
这项工作，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和后代。6 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主持召开加强荒
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座谈会时强调，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
而且荒漠化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区、少数民族聚居
区等高度耦合。荒漠化、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导
致的生态灾害，制约着三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
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构成挑战。当前，我国荒漠
化、沙化土地治理呈现出“整体好转、改善加速”的
良好态势，但沙化土地面积大、分布广、程度重、治
理难的基本面尚未根本改变。这两年，受气候变
化异常影响，我国北方沙尘天气次数有所增加。
现实表明，我国荒漠化防治和防沙治沙工作形势
依然严峻。我们要充分认识防沙治沙工作的长期
性、艰巨性、反复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提高站位，
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4］

( 三) 加强党的领导，锲而不舍推进“三
北”等重点工程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
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
题。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必须加强党的
领导。［5］P20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生态环境矛盾
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
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
胸怀和意志。［6］P82023 年 6 月 6 日上午，习近平总
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考察时指出，像“三北”防
护林体系建设这样的重大生态工程，只有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干成。6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
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时强
调，实施“三北”工程是国家重大战略，要全面加强
组织领导，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
的工作机制，完善政策机制，强化协调配合，统筹
指导、协调推进相关重点工作。要健全“三北”工
程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撑体系，建立稳定持续的投
入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保持战略定力，一张
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锲而不舍推进“三
北”等重点工程建设，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
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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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合理利用水资源，大力发展节水
林草，坚持科学治沙

2023 年 6 月 6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
古巴彦淖尔考察乌梁素海南岸的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时，对当地开展盐碱沙荒地改良改造和综合利
用，推动科学灌溉，推广现代农业表示肯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示范园区要在推广现代农业
方面真正发挥作用，不断探索，找到适宜这里的品
种、技术和耕种方式，成本要降下去、效益要提上
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河套地区条件得
天独厚，虽然不缺水，但也要节约水资源，大力发
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不能搞大水漫灌。
总体上看，内蒙古的草原已经过牧了，要注意休养
生息。6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
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
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时强调，要坚持科学治沙，
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要合理利
用水资源，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
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大力发展
节水林草。要科学选择植被恢复模式，合理配置林
草植被类型和密度，坚持乔灌草相结合，营造防风
固沙林网、林带及防风固沙沙漠锁边林草带等。要
因地制宜、科学推广应用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4］

( 五) 加强荒漠化防治，筑牢我国北方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统
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
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7］P140生态环境
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7］P154 2018 年 3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
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
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精心组织实施京津风
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建设、天然林保护、退耕
还林、退牧还草、水土保持等重点工程，实施好草
畜平衡、禁牧休牧等制度，加快呼伦湖、乌梁素海、
岱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加强荒漠化治理和湿地
保护，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在祖国北疆构
筑起万里绿色长城。［8］2018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
记对三北工程建设作出指示时强调，三北工程建
设是同我国改革开放一起实施的重大生态工程，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标志性工程。要坚持
久久为功，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措施，持续不
懈推进三北工程建设，不断提升林草资源总量和
质量，持续改善三北地区生态环境，巩固和发展祖
国北疆绿色生态屏障，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9］P80 － 812019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时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集
中集聚集约上找出路，加强草原保护，强化土地沙
化荒漠化防治工作，保护好生态环境，筑牢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10］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
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时
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
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
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的崇高事业。要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
为功，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把祖
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屏障构筑得更加牢固，在建
设美丽中国上取得更大成就。［4］

( 六) 加强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积极
推动全球环境治理

2017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高级别会议的
贺信中强调，土地荒漠化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全球重大生态问题。公约生效 21 年来，在各方
共同努力下，全球荒漠化防治取得明显成效，但形
势依然严峻，世界上仍有许多地方的人民饱受荒
漠化之苦。［9］P185 2019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
第七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的贺信中强调，人类
只有一个地球家园。荒漠化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
发展的伟大事业。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努力，加强
防沙治沙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全面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还自然以和谐美丽，为人
民谋幸福安康。［9］P183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
话时指出，中国愿同非洲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应
用清洁能源、防控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保护野生动
物等生态环保领域交流合作，让中国和非洲都成
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家园。［11］2022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举
行会谈时强调，中方赞赏蒙方“种植十亿棵树”计
划，愿同蒙方探讨设立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
心。［12］2022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
阿拉伯国家峰会上提出，中方愿同阿方设立中阿
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实施 5 个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项目。［13］2023 年 6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时
强调，中方积极推进全球环境治理，愿同蒙方开展
防治荒漠化合作，继续支持蒙方“种植十亿棵树”
计划。［14］2023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
古巴彦淖尔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
“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时强调，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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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积极参与全球荒漠化环境治理，重点加强同
周边国家的合作，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荒漠
化防治，引领各国开展政策对话和信息共享，共同
应对沙尘灾害天气。［4］

二、新时代我国推进防沙治沙高
质量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指引下，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高度高质量推进防沙治沙工作取得重大
进展。

( 一) 防沙治沙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
体系不断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体制建设。我国加强防沙治沙的顶层
设计，荒漠化防治工作迎来集中发力期。2015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中强调要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
加快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形成以青藏高原、黄土高
原—川滇、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
地带、近岸近海生态区以及大江大河重要水系为
骨架，以其他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重要支撑，以禁止
开发区域为重要组成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要实
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
提高沙区、草原植被覆盖率，有序实现休养生息。
要继续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黄土高原地区综合
治理、石漠化综合治理，开展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试
点。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国土绿
化行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提升生态系统多
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加快实施重
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为高质量推进新时代防沙治沙工作，2020 年，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
划( 2021—2035 年) 》明确提出实施“北方防沙带
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等九大工程。2021 年，
《北方防沙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
( 2021—2035 年) 》强调，以防沙治沙和荒漠化防
治为主攻方向，重点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保
护和修复、内蒙古高原生态保护和修复、河西走廊

生态保护和修复、塔里木河流域生态修复、天山和
阿尔泰山森林草原保护、北方防沙带矿山生态修
复等 6 项重点工程，共 29 个重点项目。继《全国
防沙治沙规划( 2011—2020 年) 》目标和任务全面
完成后，2022 年 12 月，我国新一轮防沙治沙规划
发布。《全国防沙治沙规划 ( 2021—2030 年) 》强
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按照保护优先、重
点修复、适度利用的总体思路，依托全国重要生态
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以全国防沙治沙综合
示范区为引领，以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
重点，以保护生态和改善民生为目标，充分调动各
方面力量，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全力推进防沙
治沙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和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规划》还提出，到 2025 年，规划完成沙化土地治
理任务 1 亿亩，沙化土地封禁保护面积 3000 万
亩; 到 2030 年，规划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 1． 86
亿亩，沙化土地封禁保护面积 0． 9 亿亩。党的十
八大以来，在全国防沙治沙规划的指导下，防沙治
沙的政策支持体系也不断完善。《国家沙化土地
封禁保护区管理办法》《国家沙漠公园发展规划
( 2016—2025 年) 》《创建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
区实施方案》《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考核验收
办法》《全国沙产业发展指南》等相继发布，为高质
量推进新时代防沙治沙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

( 二) 一系列防沙治沙重点生态工程建
设取得重要进展，为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
屏障作出重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防
沙治沙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三北”防护林工程建
设、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新一轮退耕还林还
草工程建设等取得重大进展，为推动生态系统修
复保护工作和沙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
贡献。

自 2011 年三北五期工程实施以来，三北工程
按照东北华北平原农区、风沙区、黄土高原丘陵沟
壑区、西北荒漠区 4 大分区的不同功能定位，以植
树造林和退化林修复为重点，工程建设由注重数
量向数量和质量并重，三北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呈
现稳中向好趋势，风沙危害得到有效缓解。截至
2020 年底，五期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保存面积
527． 12 万公顷，40 多年累计完成营造林保存面积
达 3174． 29 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四期末



第 6 期 段 娟 新时代中国推进防沙治沙高质量发展的成就与经验启示 · 45 ·

的 12． 40%增加至五期末的 13． 84%，累计前四期
工程建设成效，工程区 45%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
面积得到初步治理，45． 59%以上的农田实现林网
化，61%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得到有效控制。黄土
高原、毛乌素沙地、科尔沁沙地和呼伦贝尔沙地等
重点区域建成了一批集中连片、规模宏大的绿色
基地，巩固和发展了祖国北疆绿色生态屏障。

2013 年，京津风沙源二期工程启动。在一期
工程的基础上，二期工程开始向交通不便、水源缺
乏、土壤贫瘠的地区进军。同时，二期工程进一步
丰富植物品种，改善森林植被质量，因地制宜保护
和种植灌木以及原生草本，巩固和提升了山区生
态功能。在营林造林的同时，二期工程还对密度
偏高的林地开展科学经营，提高了森林防风固沙
和固碳增汇的生态作用。截至 2022 年，京津风沙
源治理工程已完成营林造林 921． 9 万亩，北京山
区森林覆盖率已达到 58． 8%，比 2000 年增加了 19
个百分点。工程的实施在京畿大地上筑起了一道
绿色屏障，保障了首都生态安全，为京津冀协同发
展注入了绿色动能。

1999 年以来，我国先后开展两轮大规模退耕
还林还草工程，共计完成退耕还林还草任务 2． 13
亿亩，同时完成配套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育林 3． 1
亿亩。20 多年来，这项工程先后在 25 个省 ( 区、
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取得了重大的生态
效益。据统计，工程区林草植被大幅度增加，森林
覆盖率平均提高 4 个多百分点，年生态效益总价
值量达 1． 42 万亿元。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重
要湖库周边水土流失状况明显改善，北方地区土
地沙化得到有效治理。

( 三) 绿色生态沙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
效，推动了乡村振兴、绿富同兴、共同富裕、
“双碳”目标的实现和生态、产业、文化的融
合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防沙治沙工作的推进，
在修复沙区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促进了绿色生态沙
产业发展。沙产业是指在保护修复荒漠生态系统
基础上，科学合理利用沙区光、热、水、土、气、生、
风、景观等独特资源，适度有序发展特色林草沙产
业，主要涉及沙区节水型种植业、循环用水型沙产
品加工业、环境友好型沙区服务业等领域。据国
家林草局初步统计，我国林草沙产业企业已经超
过 1． 55 万家，沙产业年产值约 5000 亿元; 建成国
家沙漠公园 98 个，占地 38． 2 万公顷; 建成沙区特
色树种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 121 个、国家林木
种质资源库 39 个。沙产业已在新疆、内蒙古、青

海、甘肃、宁夏等省( 区、市) 达到了一定规模。沙
产业发展对拉动沙区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助力
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生态、产业、文化融合发展
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沙区在开展防沙治沙工作的同时努力探索适
合本地区的沙产业发展模式，促进了沙区经济发
展和乡村振兴。新疆阿克苏地区探索以林养林的
模式，以“既治沙又致富”为目标，大力发展林果产
业。阿克苏在戈壁滩上建成了 7800 亩的苹果基
地，林果产业年产值达到 160 亿元，产量占全疆四
分之一;农民人均林果收入超过 5000 元，占农民
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一。内蒙古坚持治沙惠民，
完善“企业 +合作社 +基地 +农户”利益联结机
制，带动林沙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优质化方向
发展;创新“治沙 +发电 +种植 +养殖 +扶贫”的
生态光伏产业模式，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
间养殖、带动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模式。甘肃将
防沙治沙与沙产业开发有机结合，已发展沙产业
企业、基地 1000 余家，全省沙产业累计产出 153
亿元，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和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

荒漠光伏发电产业进展顺利，为实现“双碳”
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塔里
木、吐哈、准噶尔、柴达木盆地太阳能资源充足，具
备建世界级沙漠光伏电站的条件。2022 年，国家
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以沙漠、戈壁、荒
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方
案》明确提出，到 2030 年，规划建设以沙漠、戈壁、
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光基地总装机容量达到
4． 55 亿千瓦。其中，库布齐、乌兰布和、腾格里、巴
丹吉林沙漠基地规划装机 2． 84 亿千瓦。2023 年，
《关于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规范用地管理有关
工作的通知》从光伏基地布局、用地管理、手续办
理和用地监管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优先将大型光
伏基地用地列入重点项目计划清单; 提倡在严格
保护生态的前提下，鼓励在沙漠、戈壁、荒漠等区
域建设大型光伏基地，鼓励采用林光 /草光互补模
式;对于光伏方阵用地实行备案制，不需按建设用
地进行审批;强化部门协同，建立用地用林用草联
审机制，加快项目用地审批等。这一系列措施的
出台，为沙漠光伏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利
条件。截至 2021 年，西北地区风电和光伏发电装
机合计占全国风光发电装机容量的 40． 2% ; 光伏
发电量约占全国光伏发电量的 26． 9%。2022 年，
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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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设进展顺利。第一批 97． 05GW 基地项目已
全面开工、部分已建成投产，第二批基地部分项目
陆续开工，第三批基地已形成项目清单。截至
2023 年 11 月，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完成
光伏治沙项目共 8 个，治沙面积 4． 4 万余亩，筹备
开工光伏治沙项目 11 个，治沙面积 83． 8 万亩。

沙漠公园建设大力促进了沙漠文化产业发
展，为治沙注入新内涵。沙漠公园是以沙漠景观
为主体，以保护荒漠生态系统为目的，在促进防沙
治沙和保护生态功能的基础上，合理利用沙区资
源，开展公众游憩、旅游休闲和进行科学、文化、宣
传和教育活动的特定区域。在内蒙古地区，库布
其国家沙漠公园力图打造世界级的沙漠生态旅游
度假胜地。近年来，当地农牧民人均收入超过 3
万元，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阿拉善右旗九棵树国
家沙漠公园自 2020 年获批设立以来，广泛吸纳社
会资金投入宣教展示、生态保育、娱乐体验、服务
管理等方面建设，利用自然与人文景观资源，在开
展生态旅游和生态体验、展现多民族文化风情和
大漠风光、实现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效。

( 四) 防沙治沙国际合作取得新进展，
为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和参与全球环境治
理等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近年来，我国坚持深化履约和国际合作，推动
“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合作，彰显了我国负责任
大国形象，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
2013 年以来，为促进中蒙治沙经验交流，我国多次
为蒙古国举办荒漠化防治研修班。2017 年以来，
我国在蒙古国布尔干省南部开展中国治沙典型技
术示范，治理示范面积达 27 公顷。2022 年 12 月
以来，亿利集团与沙特国家农业发展公司和沙特
植被发展和荒漠化防治中心分别签署了战略合作
协议。沙特国家农业发展公司获得的基于亿利库
布其光伏治沙和数字化创新实践的成功经验技
术，使用后推进了沙特荒漠化防治、退化土地恢
复、数字农业和农产品溯源。亿利治沙科技将应
用于沙特百亿棵树种植计划。2023 年 6 月，第三
届塔克拉玛干沙漠论坛暨非洲绿色长城建设技术
培训班在库尔勒市举行。来自中国、埃塞俄比亚、
尼日利亚、乌兹别克斯坦等 14 个国家的 180 余位
荒漠化防治领域专家和代表参加。论坛期间还举
行了“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荒漠化防治联盟
( ANSO － ACD) 启动仪式，开展了“一带一路”国家
荒漠化防治科技合作圆桌对话以及企业家对话等
活动，会后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塔克拉玛干沙漠

研究站、塔里木沙漠公路防护林生态工程。2023
年 7 月，中国( 甘肃) —沙特阿拉伯荒漠化防治与
绿色产业合作对接会在兰州召开。甘肃省人民政
府和沙特阿拉伯环水农部围绕推进荒漠化防治与
绿色产业合作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对接。2023 年 8
月，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
书处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
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的谅解备忘录》。中阿干旱、
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揭牌并启动首批
合作项目。2023 年 9 月，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
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与蒙古
国经济发展部、建设和城市发展部、环境和旅游
部、国家林业局共同签署了关于支持蒙古国“种植
十亿棵树”计划暨开展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的框
架协议，并举行了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揭牌
仪式。

三、新时代推动防沙治沙工作迈向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重要经验与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指引下，防沙治沙的顶层设计和政策体系更加完
善、防沙治沙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绿色
沙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不
断深化。坚持党对防沙治沙工作的全面领导; 坚
持系统观念，加强治沙、治水、治山全要素协调和
管理，强化区域联防联治，坚持经济生态化与生态
经济化的统筹，科学推进防沙治沙工作; 加强“三
北”等重大生态工程建设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加强
宏观调控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相结合推动
绿色生态沙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强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荒漠化防治交流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等是新时代推动防沙治沙工作迈向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重要经验与启示。

( 一) 坚持和加强党对防沙治沙工作的
全面领导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
环节。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是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重要目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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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把生态文明建
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战
略部署，努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新时代以来，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根本在于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在推进防沙治
沙工作中，国务院林草行政主管部门要全面负责
全国防沙治沙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将防沙治
沙作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一项基础性工作，切实加强组织管理。国家发展
改革、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
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气象主管机构要密切配合，按
照职能分工，共同推进防沙治沙工作。沙区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要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引，心怀“国之大者”，当好生态卫士，牢固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推动党中央关于防
沙治沙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要编制本
行政区域的防沙治沙规划，并将防沙治沙规划纳
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每年向同级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防沙治沙工作情况，
自觉接受监督;要完善防沙治沙考核评价指标和督
查制度，严格落实省级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任考核
和林长制督查考核，科学评估防沙治沙工程实施质
量和成效，依法制止导致土地沙化的行为。

( 二) 坚持系统观念，加强治沙、治水、
治山全要素协调和管理，强化区域联防联
治，坚持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的统筹，
科学推进防沙治沙工作

生态保护和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要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科学布局全国重
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从自然生态系
统演替规律和内在机理出发，统筹兼顾、整体实
施，着力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加强治沙、
治水、治山全要素协调和管理，增强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培育健康稳定、功能完备的森林、草原、湿
地、荒漠生态系统，促进自然生态系统质量的整体
改善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全面增强。其次，要
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强化区域联防联治，实行沙漠
边缘和腹地、上风口和下风口、沙源区和路径区统
筹谋划，构建点线面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沙地
涉及的省市区域要建立区域联动和齐抓共管的联
防联治机制，构筑“防风阻沙带”，共同推进沙地交
界区域生态治理，全力打好防沙治沙攻坚战，形成

协同防沙、治沙、管沙、用沙新局面。再次，要统筹
兼顾生态文明大系统中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
文化等一系列“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在防沙治沙
工作中，注重荒漠化治理中的环境—经济—社会
三大系统耦合效应，坚持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
化的统筹，实现沙区生态治理、沙区经济发展、沙
区生态文化建设的同步发展。

( 三) 加强“三北”等重大生态工程建
设，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保障国家生
态安全
“三北”工程是保障水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安

全、能源安全等重大战略的基础工程，对筑牢我国
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改善三北地区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条件等意义重大。要把“三北”工程建设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生态保护和民生改善相
统一，充分发挥“三北”工程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要尽快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
编制“三北”工程六期规划和三大标志性战役实施
方案，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每个战役的主攻
方向。要建立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
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协调机制，为推进“三北”工
程建设注入强大动力。“三北”工程建设过程中要
严格贯彻落实防沙治沙法，充分发挥林长制引领
作用和防沙治沙责任机制作用。要积极举办三北
地区经济林提质增效技术培训班，立足三北地区
特殊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大力推广三北地区荒
漠化综合防治新模式和新技术，积极推动“三北”
工程及沙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加强“三北”等重大生态工程建设的过程
中，要突出治理重点，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
要全力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以毛乌素沙地、
库布其沙漠、贺兰山等为重点，全面实施区域性系
统治理项目，加快沙化土地治理，保护修复河套平
原河湖湿地和天然草原，增强防沙治沙和水源涵
养能力。要全力打好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
歼灭战，科学部署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集
中力量打歼灭战。要全力打好河西走廊—塔克拉
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全面抓好祁连山、天山、阿
尔泰山、贺兰山、六盘山等区域天然林草植被的封
育封禁保护，加强退化林和退化草原修复，确保沙
源不扩散。

( 四) 加强宏观调控与充分发挥市场机
制的作用相结合，推动绿色生态沙产业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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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宏观调控，加强政策引导、机制创新以
及平台建设，畅通沟通渠道，统筹组织协调，促进
沙产业持续发展; 对运营良好、管理规范、效益较
好的沙产业企业进行重点扶持并加以宣传示范，
为促进区域间开展多种形式的沙产业合作交流搭
建平台;深刻认识沙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充
分挖掘沙产业发展潜力，将沙产业发展纳入区域
产业发展总体规划; 促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
沙产业企业合作，推动建设以企业为主导的沙产
业技术创新中心与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加大沙产
业发展科技支撑力度，积极推进沙生植物深加工
利用、沙生植物发电、光热风能高效利用等技术研
发;加强沙产业实用技术培训，加强沙产业管理人
员和沙区农牧民技能提升; 推动沙产业高新技术
应用和高科技产品产业化，建立沙产业高新技术
应用示范区，辐射带动沙产业发展。

要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吸引更多
的人力、财力、物力等生产要素流向沙产业; 激发
沙产业市场行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推
动沙产业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完善沙区资源培育
与利用、科技支撑与集成创新、规范市场与配套服
务等政策体系，释放沙产业发展活力; 落实有关促
进沙产业发展的改革举措，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优
化审批流程，完善”互联网 +”政务服务，降低沙产
业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明确沙产业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加强对沙产业企业信用监管，规范市场行
为，创建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 五)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荒漠
化防治交流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
色发展

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也是人类到目前为
止唯一的家园。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
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自然心
存敬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同保护

不可替代的地球家园，共同医治生态环境的累累
伤痕，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让自然生态
休养生息，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9］P94生态兴则
文明兴。人类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和极端天气频
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世界是同
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
雄心和行动，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
环境治理体系，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9］P97

党的十八大以来，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取得
重要进展，我国防沙治沙工作中积累的重要经验
为“一带一路”荒漠化国家提供了如何平衡沙区生
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案以及可供借鉴的治
沙技术、模式和产业产品。今后，高质量推进荒漠
化防治工作，中蒙双方要加强荒漠化监测评估，了
解蒙古国重点生态治理区情况; 开展技术示范培
训，提升蒙古国荒漠化治理能力; 推进中蒙荒漠化
防治合作的重要平台建设，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
中心要积极参与中国政府支持蒙古国“种植十亿
棵树”计划，在蒙古国援建生态保护与修复示范
区，推广中国成熟的植树造林种草和防沙治沙技
术和模式;中蒙荒漠戈壁地区要建设沙尘监测站，
开展沙尘暴监测与早期预警合作，减轻东北亚地
区沙尘天气危害，共同推动构建蒙古高原生态安
全屏障。中阿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
中心要重点聚焦关键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经验
分享，整合中阿在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的资源，
为中阿双方防治荒漠化与土地退化提供科技支撑
和决策支持。要积极践行中非绿色发展合作理
念，构建适宜于非洲“绿色长城”建设的荒漠化防
治技术，在公路铁路防沙、地下水补给等方面开展
深入合作，推动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全社会都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推动者 让祖国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N］．人民日报，2022 － 03 － 31．

［2］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J］．求是，2023( 16) ．
［3］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 3) ．
［4］人民日报．习近平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考察并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
时强调 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 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N］．人民日报，2023 － 06 － 07．

［5］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2．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7］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



第 6 期 段 娟 新时代中国推进防沙治沙高质量发展的成就与经验启示 · 49 ·

［8］人民日报．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脱贫攻坚［N］．人民日报，
2018 － 03 － 06．

［9］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10］人民日报．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强调 牢记初心使命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 把祖国北部边疆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N］．人民日报，2019 － 07 － 17．

［11］朱竞若，管克江，杜尚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隆重开幕 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强调携手打造新时
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重点实施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
流、和平安全“八大行动”［N］．人民日报，2018 － 09 － 04．

［12］新华社．习近平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举行会谈［N］．人民日报，2022 － 11 － 29．
［13］人民日报．习近平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提出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N］． 人民日报，2022 － 12 －

10．
［14］杨依军．习近平会见蒙古国总理奥云额尔登［N］．人民日报，2023 － 06 － 28．
［15］人民日报．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N］．人民日报，2023 － 07 － 19．

The Achievements，Experiences and Enlightenment of China’s
Promoting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Desertifica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New Era
DUAN Juan

(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esert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taskfor promoting the high － quality devel-
opment and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arty，we have made efforts in desertifica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cusing on the principal task of high － quality devel-
opment，we have made achievementsin perfecting the top － level design and policy supporting system，building a
strong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in the north，promot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realiz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boosting the 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and carbon neutrality campaign，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global envi-
ronmental governance． On the new journey in the new era，our country still faces a severe situation in desertifica-
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and we must go on upholding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over the work of deserti-
fica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e must adhere to the systematic concept to scientifically promote the work of
desertifica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e must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ajor ecological projects in the
north，northwest and northeast of China，so as to ensure the ecological securityof our country; we must both
strengthen the macro － control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logical sand industry; and we must strengthe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Ｒoad on desertification control，and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along the Belt and
Ｒoad．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sertifica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sand indus-
try;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 责任编辑:朱文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