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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三北精神”与蒙古马精神相遇当“三北精神”与蒙古马精神相遇

内蒙古是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最为集

中、危害最为严重的省区之一，境内分布有巴丹

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四大沙漠”和

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呼伦贝尔“四大沙

地”，生态环境基础十分脆弱。

内蒙古生态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全区各族

群众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华北、东北、西北乃

至全国生态安全。

1978 年，为了扭转西北、华北、东北地区风

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带来的生态危机，中国启动

实施“三北”工程。

这是一个规划期限为 73 年的工程。内蒙

古是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重要区域，

工程范围覆盖 12 个盟（市）100 个旗县（市、区）。

截至 2020 年，内蒙古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1.19 亿亩，占全国 25.1%，扛实了建设我国北方

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任。

“三北精神”与蒙古马精神在勇担使命中相

遇，我们用智慧和力量播撒绿色，用心血和汗水

浇灌荒漠，用实际行动诠释实干与担当。

种树“种到”联合国。

王果香的家乡在内蒙古达拉特旗树林召

乡，地处库布其沙漠边缘。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

狂暴的黄沙像一匹野马在这里肆意地践踏、咆

哮。

王果香小时候常听爷爷说：“在明沙里种

树，叶子掉下来变成肥料，土质就会变好，能多

打一些粮食。”可老人种了一辈子的树，活下来

的却没几棵，只好把绿色的希望寄托在王果香

兄妹身上。爷爷给他们起的名字也都与树木有

关，王果香的哥哥叫王果绿，姐姐叫王果梨。

王果香栽树爱树，走上了自己一生最值得

骄傲的事业——为绿色奋争。

一直做，坚持做，王果香凭着执着和顽强，

“一根筋”地将种树进行到底，硬是带领乡亲们

在寸草不长的黄沙之中营造了一片绿洲。

时间不语，却把答案写在大地上。没人说

得清王果香和乡亲们洒下了多少汗水，但人们

却清楚地看到了那累累的战果：全乡耕地面积

由 3 万亩扩展到 16.9 万亩，粮食亩产由 200 公

斤提高到 500 公斤，人均收入达 3300 元。

王果香也以中国唯一一名非政府组织代表

的身份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第 8 次政府间谈判会议。

治沙自有后来人。

2013 年，“90 后”李相儒研究生毕业后进入

亿利集团，成为新一代治沙人。作为亿利集团

沙漠研究院植物所所长，李相儒大部分时间需

要在实验室中研究各类种质资源。

李相儒出生在库布其沙漠边缘，儿时记忆

中的家乡，风沙肆虐，漫天黄沙。也正是因为生

活在艰苦而又贫瘠的环境中，李相儒从小就对

植物感兴趣。读大学时，他选择了生物技术专

业。

2013 年，李相儒回到库布其，开始了一份最

难“回本”的工作，和沙漠化斗智斗勇。

在库布其种质资源库，李相儒和同事通过

引种驯化扩繁等科技手段，保护和培育了 1000

多种耐寒、耐旱、耐盐碱的种质资源，建成了中

国西部最大的沙生灌木及珍稀濒危植物种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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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库。

防沙治沙路上，像李相儒这样的年轻人也

越来越多。

“三北精神”与蒙古马精神在不畏艰辛中

相遇，我们靠着吃苦耐劳的韧劲、一往无前的干

劲、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勇气和毅力，与狂沙抗

争，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向“绿进沙退”的历史

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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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做、持续做，十

分重要。

“治沙愚公”李建国的家在内蒙古鄂尔多斯

市鄂托克旗，地处毛乌素沙漠北缘。以前那里

多是沙子和石头，几乎寸草不生。

为了改变恶劣的自然环境，从上世纪 80 年

代开始，李建国一家就在自家承包的地上种树。

“因为沙子在‘走’，跟着风‘走’，所以种啥都

不活。”李建国回忆说。直到后来开始放沙障、种

固沙植物，情况开始好转。再后来在固定住明沙

流动后，李建国又在树下种上了杨柴等植物。

从开始治沙到满眼绿洲，做对了的事坚持

40 多年，他家的 3000 余亩沙地彻底被李建国征

服了。

“三天不刮风，不叫三盛公。”“小风眼难睁，

大风活埋人。”这是上世纪 50 年代初，内蒙古磴

口县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

磴口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杨力生，上任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带领人民群众植树造林。从 1950

年起，杨力生发起了一场持久的人民义务治沙

战争。

1958 年，308 华里防护林建成，沿黄河西岸

筑起了 20 公里防洪堤，基本上根治了流沙和水

患对农田和家园的侵袭及破坏。

坚韧的“治沙精神”犹如沙生植物一样扎根

土壤，深入人心。

沿着杨力生书记的足迹，磴口县治理乌兰

布和沙漠的热情从未停歇过。经过 70 多年的科

学探索实践，磴口县形成了“以树挡沙、以草固

沙、以光锁沙”的系统治沙创新模式，先后实施

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系列生态建设工程，为 210

万亩的乌兰布和沙漠披上了绿装。

生态要保护，经济也要发展；治沙，也要治

穷，让沙里产“金”。

在阿拉善盟，全力建设梭梭肉苁蓉、白刺锁

阳、黑果枸杞“三个百万亩”林沙产业基地，形

成一条集肉苁蓉、锁阳和沙地葡萄、黑果枸杞种

植、加工、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在茫

茫大漠建起了取之不尽的“绿色银行”，全盟 3

万多户农牧民受益。

在鄂尔多斯，依托丰富的太阳能资源以及

广阔的沙漠、戈壁、荒漠等适宜发展新能源的地

带，推行光伏治沙“板上发电、板间养殖、板下种

植”的模式，不仅实现了“双碳”目标下生态治

理与新能源建设的完美结合，也为世界荒漠化

防治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北精神”与蒙古马精神在久久为功中相

遇，我们以滚石上山的精神防沙治沙，使黄沙变

绿洲、独木成林海，努力为祖国北疆构筑起一道

亮丽的绿色长城。

百战黄沙穿绿甲，不退沙魔誓不休。

当“三北精神”和蒙古马精神相遇，我们勇

担使命，守护家园、鏖战黄沙，努力扛实建设我

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任。

当“三北精神”和蒙古马精神相遇，我们不

畏艰辛，吃苦耐劳、一往无前，努力书写从“沙进

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巨变。

当“三北精神”和蒙古马精神相遇，我们久

久为功，日拱一卒、功不唐捐，努力创造沙漠变

绿洲的人间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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