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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四大沙地之一的浑善达

克沙地位于锡林郭勒盟南端，总

面积为 5,766 万亩，其中 4,809 万

亩分布于锡林郭勒盟境内，占浑

善达克沙地总面积的 83.4 %。乌

珠穆沁沙地位于锡林郭勒盟东

北部，总面积为 485 万亩。近年

来，关于锡林郭勒盟沙地治理的

科研成果中，主要是浑善达克

沙地的植被、土壤、水文、气

候等指数变化，或采取造林、

封育、种草等治理措施相关研

究。以锡林郭勒盟的治理经验为

内容的系统分析较少。因此，锡

林郭勒盟的沙地生态治理经验

与成效对整个内蒙古的沙地治

理，乃至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

屏障建设意义深远。

一、浑善达克沙地治理

经验与成效

（一）沙地治理经验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以高

锡林郭勒盟的沙地治理经验、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基于浑善达克沙地和乌珠穆沁沙地的实地调查

度重视沙地治理、实施多样的

治沙工程、积极落实草原生态

奖补政策、及时调整畜牧业产

业结构等方式治理沙地，取得

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 高度重视，全面推进了防

沙治沙工作。2000 年 5 月 12 日，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到锡

林郭勒盟视察，做出“治沙止漠

刻不容缓，绿色屏障势在必建”

的重要指示后立即启动了京津

风沙源治理工程。此后，国家

实施一系列项目工程及政策措

施，为锡林郭勒盟以浑善达克

为主的大规模防沙治沙工作提

供了难得历史机遇。此后，锡

林郭勒盟始终高度重视草原生

态保护及防沙治沙工作，常态

化研究部署，层层压实责任，

落实防沙治沙目标责任制，保

证了防沙治沙各项措施的顺利

实施。依托国家、内蒙古自治

区项目和政策支持，锡林郭勒

盟先后实施了“围封转移”“一

转双赢”“两转双赢”战略，大

力推行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

制度，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积

极转变经营方式，坚持不懈推

进防沙治沙，取得显著成效。

2. 实施多样的防沙治沙工

程。锡林郭勒盟依托国家、自治

区项目和政策支持，坚持自然修

复和工程治理相结合，先后实

施京津风沙源治理（2000-2020

年）、内蒙古高原生态保护和修

复（2021 年）、内蒙古东部草原

沙地综合治理（2022 年）、退耕

还林还草（第一轮为 2000-2006

年，第二轮为 2014 年）等重大

工程，坚持不懈推进防沙治沙工

作，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累

计投资 97.84 亿元，治理浑善达

克沙地总面积达到 2,330 万亩。

防沙治沙工程的主要措施有人

工造林 291 万亩、飞播造林 562

万亩、封山育林 937 万亩、人工

种 草 97.4 万 亩、 飞 播 牧 草 51 万

亩、围栏封育 2，568 万亩、暖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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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万平方米、青贮窖 42.5 万立方

米、贮草棚 70 万立方米、饲料机

械30,752台、水源工程18,233 处、

节水灌溉 9,793 处、谷坊 578 处、

生态移民 51,171 人等工程。

3. 积极落实草原生态奖补

政策和调整畜牧业产业结构。国

家从 2011 年全盟范围内启动实

施了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其中，

第一轮（2011-2015 年）总投资

42.85 亿元 ，实施总规模为 2.71

亿亩 ；第二轮（2016-2020 年）

总投资曾加到 57.08 亿元 ；第三

轮（2021-2025 年）计划总投资

24.6 亿元，实施总规模扩大至

2.72 亿亩。实施禁牧、休牧和草

畜平衡制度，增强广大农牧民爱

护草原、保护生态意识，逐步实

现草原生态退化转为整体恢复，

推动草原增绿、牧民增收“双

赢”目标。

同时 , 以国家农畜产品生产

基地建设为主攻方向，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深化畜牧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减羊增

牛”战略，保护乌珠穆沁羊、苏

尼特羊种质资源，培育“华西

牛”品种，优化肉羊、肉牛产业

布局，在转方式、调结构、促创

新、补短板上求突破 , 提升动物

防疫体系，探索以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为导向的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新路子 , 努力实现生态保护和

农牧民增收。

（二）沙地治理主要成效  

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

略定力，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要求，积

极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以筑牢

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为目标，

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实现草原

生态明显好转、生态质量逐年提

升的良好态势。

1. 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实施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

退耕还林还草等国家生态重点工

程，采取人工造林种草、封沙育

林、飞播治沙、围封禁牧等方

式，有效防止土地沙化，实现沙

地局部地段植被开始恢复 , 生态

系统活力明显增加。截至目前，

锡林郭勒盟森林面积约 1,059 万

亩，森林覆被率为 3.53%。草原

面积约 26,190 万亩，草原平均植

被覆盖度为 46.39%。与 2000 年

相比，森林覆盖率提高 2.29 个

百分点，草原平均植被盖度提高

了 23 个百分点，草原生态退化

趋势得到遏制，草原生态持续向

好。尤其是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形

成了长 420 千米、宽 1-10 千米的

生态防护体系，横跨 5 个旗县的

生态防护体系初步形成，有效遏

制了沙地的扩展蔓延。

2. 经济效益明显提高。锡林

郭勒盟深入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实施“减羊增牛”战略，坚

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化

运作，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

家庭牧场、农牧民的利益联结机

制，将农牧业现代化发展推上新

的台阶，实现农牧民收入逐年提

高，到 2022 年底全盟农村牧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2,326

元。

3. 畜牧业结构和生产经营

方式更趋科学化。通过核定载畜

量，严格执行禁休牧、草畜平衡

和草原生态奖补制度，深入实施

“减羊增牛”战略，推动畜牧业

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效益转变，到

2022 年牧业年度（6 月末）牛存

栏约 212 万头，比 2000 年度增

长 95 % ；羊存栏约 1,063 万只，

比 2000 年度下降 35 %。总体上

看，畜牧业生产方式由过去靠天

养畜的粗放生产经营模式逐步向

集约化养殖转变，农牧民综合生

产能力不断增强，呈现出质量稳

步提高、效益逐年提升的良好现

象。

二、沙地治理中存在问题

（一）沙地治理成果巩固

难，后续治理难度加大、成本高  

随着沙地生态建设的稳步

推进，林草植被逐步恢复，但经

过治理形成的林草植被处于生长

和恢复阶段，稳定性较差，近年

来遇到的干旱少雨、自然灾害给

沙地治理带来不少困难，需要加

强补植补造和后期管护工作。

锡林郭勒盟的沙地治理基

本上按照“由近及远、先易后

难、先急后缓”的原则逐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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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容易治理的沙化土地已基本

得到有效治理。目前，尚有 597

余万亩流动、半固定沙地以及大

量退化沙化草原亟需治理。已经

治理区域的乔木林退化需要修

复，灌木林需要平茬，一些天然

榆树难以更新，树木老化、结构

不合理等问题依然存在。受自然

条件、劳动力等主要因素的制

约，今后的恢复治理难度大、成

本高。

（二）农牧民对防沙治沙工

程的积极性不高  

畜牧业是沙地农牧民的主

要收入来源。由于部分地区农牧

民的承包地面积小、生态补偿金

少，导致现行国家草原生态补奖

标准无法从根本上弥补禁牧、休

牧、减畜后的收入及生活保障问

题。另外，目前的沙源治理工程

建设实行招投标制，由造林绿化

公司承建，农牧民无法直接参与

工程建设，难以形成利益联结

机制，导致农牧民参与沙地生

态保护与治理意愿不强，落实

管护责任不到位，内生动力不

足。

（三）生态产业发展滞后  

近年来，在国家支持、政

府引导和市场需求下，锡林郭勒

盟各地积极谋划了林、沙、草、

旅游等多个产业发展项目。但是

发展进度缓慢、方式粗放、产业

化水平不高、龙头企业少、尚未

形成规模化、带动力较弱。多个

领域仍处于探索和培育阶段，效

益不明显。

三、持续推进沙地治理

的对策建议

（一）以全社会力量加快推

进沙地治理  

以扎实推进治沙战略和“三

北”工程建设攻坚战、完善草原

生态补偿机制、落实河湖长管理

制度等全社会力量加快推进沙地

治理。

1.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坚持工程建设和自

然恢复为主。扎实推进治沙战略

和“三北”工程建设攻坚战，争

取将浑善达克沙地、乌珠穆沁沙

地治理纳入国家“三北”生态工

程总体规划，做好“三北”六

期工程（2021-2030 年）需求规

划。拓宽项目支撑渠道，优化总

体布局和系统治理模式，高质高

效治理沙地。

2. 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补

偿机制。使生态系统步入良性循

环，稳步提高农牧民生产生活水

平，逐步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草原。

3. 严格落实河湖长管理制

度。重点保护滦河、乌拉盖、锡

林河、查干淖尔四大水系湿地和

生态环境治理，制定最严格的水

资源管理制度，严管水资源开

发，提高用水效率，加强水功能

区的监督管理机制，推进河道、

小流域治理和湿地资源保护，完

善农村牧区水资源保护支撑体

系，增强水源涵养功能。

（二）以加快推进畜牧业转

型发展持续沙地生态保护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持续调整优化沙地产业结构，大

力发展现代肉牛肉羊产业、林沙

草产业和休闲畜牧业，推进畜牧

业转型发展。巩固“减羊增牛”

成果，以市场化经营为导向，严

格实施以草定畜、草畜平衡、农

区禁牧、沙地禁羊等制度，加快

调整结构、优化品种、科学养

殖，谋划“少养、精养”发展思

路，推进畜牧业转型升级，采取

规模化养殖、产业化经营、品牌

建设等新型经营模式，转变畜牧

业经营方式，使畜牧业结构布局

更加优化，质量效益明显提升，

实现畜牧业现代化。

（三）以促进特色产业发展

推进沙地治理  

以促进生态产业化、立足沙

地特色产业、饲草产业、农畜产

品生产基地建设等特色产业发展

推进沙地治理。

1. 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

产业发展生态化原则。以因地制

宜，推进生态与产业深度融合，

鼓励沙地草产业、林下经济、

“ 光 伏 治 沙 ” 模 式 等 沙 产 业 发

展，实现生态改善与产业发展良

性互动，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把产业发展落到实处。

2. 立足沙地特色。立足沙

地的独特景观和草原文化、民族

风情，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及示范

景点，促进地区乡村旅游发展，

带动当地农牧民稳定增收。

3. 引导支持饲草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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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草产品深度开发干草、青

贮、秸秆、灌木等饲草产品，建

立现代饲草饲料加工体系。

4. 以建设国家农畜产品生产

基地为重点，通过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市场化运作，加大农畜

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引进和培育

力度，支持建设一批精深加工企

业，促进农畜产品深度开发。重

点支持牛羊骨血、脏器、胎盘、

皮张等副产品综合利用，延长养

殖、加工、营销、配送、消费一

体化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促进

农村牧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四）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推进沙地治理  

以坚持工程治理和自然恢

复相结合为基础，探索沙地治理

主体的多元化发展。

1. 坚持工程治理和自然恢

复相结合。以坚持工程治理和自

然恢复相结合，建立完善“政府

统一组织、部门协同实施、社会

积极参与”的多元化生态保护建

设机制，大力推广生态治理社会

化模式，提高防沙治沙生态建设

的质量和成效。

2. 探索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探索先建后补、以奖代补、以工

代赈等政策措施，发挥农牧民的

主体作用，调动其参与沙地治理

积极性，鼓励以自建、承包、投

工投劳、联户合作等形式参与草

原生态修复和沙地治理，达到生

态修复和增加收入双赢目标，提

升农牧民参与沙地保护与治理的

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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