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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荒漠化严重的国家，我国对于荒漠化

防治，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

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退牧还

草、退耕还林等一系列生态工程的实施，不仅加快了

防治步伐，还促进了沙区生态状况的好转。

据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示，截

至 2014 年，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由 262.37 万平方公

里减少到 261.16 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由 173.11 万

平 方 公 里 减 少 到 172.12 万 平 方 公 里 。 尤 其 是 自

2004 年出现缩减以来，我国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

面积连续 10年保持“双缩减”。

如今，在沙化地区的生态建设中，还面临哪些困

难和问题？值得推广的有效经验和做法又有哪

些？ 6 月 17 日是第 22 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

日”。此前，我们跟随国家林业局来到河北省张家口

市探访风沙源治理。

黄羊滩不再黄沙漫漫

横穿而过的洋河，郁郁葱茏的侧柏、榆树、槐树

等乡土树种，再搭配上色彩相兼的新疆胡杨、内蒙古

沙柳、东北樟子松等外引品种，交相辉映，如一幅绿

染的“江南水乡”画卷，令人赏心悦目。

这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黄羊滩，

站立其中，很难想象它曾经是风蚀严重、沙尘暴肆虐

之地。

“2000 年前，这儿都是沙地，冬春季节风一吹，

黄沙漫天。”饱受风沙之苦的王德忠，今年 58 岁，家

住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河南坊村，他讲道，“伸手不见

五指”，每年得有大半年的风沙天。

作为西北风沙南侵京津冀地区主要通道的张家

口市，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常年干旱少雨，年平均降

雨量仅 380 毫米，土壤贫瘠，全市沙化土地面积达

663.9万亩，是全省防沙治沙的主战场。

“尤其是黄羊滩，风沙泥沙成灾，是加速官厅水

库淤积、京城水质与空气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

一。”宣化林场场长李澍贵介绍，截至上世纪末，黄羊

滩内全部由流动沙丘、半固定和固定沙地组成，其中

流动沙丘占到 40%，林草盖度低，数十道荒沙壤遍布

全滩，加上特定的地形地貌、立地条件和气候因素，

决定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2000 年，黄羊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为改善和优化京津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治理沙化

土地，国家启动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范围包

括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山西等五省（区、市）的

75个县（旗、市、区）。

“黄羊滩获益颇多，创造了造林成活率超九成的

奇迹。”李澍贵高兴地讲，北京林业大学、河北林科院

等省市 20多家科研单位和企业的参与，使昔日的黄

沙漫漫和寸草不生不复存在，呈现出一道道林带和

茂密丛生的灌草，成为京西北名符其实的绿色屏

障。“发展潜力大的优质李、杏等经济林，也首次落户

黄羊滩。”

十六年的时间，黄羊滩沙地披绿，旧颜换新貌，

如今，再想要寻找黄沙的踪迹，却全都被成片、手腕

粗的绿树占满了视野。

“看这一大片黄沙地上，全是树草，风沙天儿不

见了，被治住了。”王德忠乐呵呵道。

清风来自植树与治水

如此大的变化是怎么治理的？张家口市林业局

局长王海东和李澍贵的回答是：因地制宜，科学治

沙，两腿并重，植树治水。

“绿色崛起是全市防沙治沙的战略目标。”王海

东强调，要大力推行造林新科技应用，并利用租地、

合作、社会、承包等 21 种造林模式，开创数量、质量

双增的工程造林新局面。

在张家口市塞北林场，只见斜坡上的一片片沙

丘，一束束麦草呈方格状铺设，置于其中的沙柳等植

物，正茁壮成长。

“用麦草在沙上筑成一个个‘围脖’，是缚住流

沙的好办法，然后再种耐旱植物，以遏制沙漠扩

张。”王海东介绍，截至目前，塞北林场治理沙地面

积 20 万亩，栽植各类苗木近 3 万株。“生态恢复最

明显的就是，遏制沙漠化恶化趋势，有效治理水土

流失，现在治理流域区流出的不是浊水，而是清澈

的一类饮用水。”

塞北林场草场沟护林员高旭光也觉得空气质量

明显改善，“原先一刮风黄沙盖天，足不出户，如今是

清风送爽，空气清新。”

据统计，2015 年，全年达到或好于Ⅱ级天数

为 339 天，其中，Ⅰ级天数达到 178 天，比治理前增

加 76 天。

而黄羊滩的变化，除了综合防治、科学治沙外，

还总结出“黄羊滩”的经验，即“治沙两条腿，植树与

治水。”

李澍贵说，有水没有树，沙荒压不住，有树没有

水，沙荒治不美。

在长期的防沙治沙中，黄羊滩积极引进、应用科

技手段。尤其是在树种选择上，优选易于成活的乡

土树种侧柏、榆树、槐树等，相继引进的新疆胡杨、内

蒙古沙柳和沙枣、东北樟子松等 30 多个治沙物种，

来丰富本地生物资源。

经过多年治理，张家口市每年以 100 万亩的速

度持续推进造林绿化。森林覆盖率由 2000 年的

20.4%增加到现在的 37.05%，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

沙里自有黄金屋

从防沙治沙到建立永久的绿色屏障，并让沙害

成为发展经济的资源，以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同步增

长。这是近年来张家口市一直想要破解的难题。

位于怀来县小南辛堡镇小七营的德尚庄园，建

立在质地偏沙、砾石含量高，且由风化石灰岩和褐色

沙壤土构成的特殊“三明治”上。

但是，占地面积达 3000 余亩的葡萄园内，绿色

枝条，迎风摇曳，显得生机勃勃。

“虽然生态条件脆弱，却是我国葡萄和葡萄酒的

极佳产地。”该庄园负责人贾季伟讲，这里昼夜温差

大、雨量偏少，再加上早晚风大，葡萄病害少，有利于

葡萄糖分和其他有效成分的积累。

盯着“黄沙”要效益的，不仅是怀来，还有蔚县代

王城镇张南堡村，在沙石地上大力发展林下产业，为

当地农民脱贫致富找到新的突破口。

该县林业局副局长李明喜称，从 2014 年开始，

通过采取林药间作模式，在林下种植了知母、黄芪、

射干等中草药共 300 亩。农户每年每亩收入 1000

元，最好时每亩甚至达到 5000元。“这些药材具有适

应性强、多年生，且技术容易，又可规避药材价格不

稳定等优点。”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促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道

路两旁、灰白相间的四方大院里，张家口市万全区霍

家房村的农家乐，开展的红红火火。

“尤其是暑假期间，住房全满，都预订不上。”村

民们七嘴八舌道，他们还以入股的形式，引来外资，

建起集高科技农业展示、新品种农业种植、餐饮旅游

采摘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园。预计，五年后其将全部

建成，届时为霍家房村提供就业岗位 200多个。

葡萄、药材、旅游……如今，在“黄沙”上悄然兴

起的这一个个富民增收特色产业，正茁壮成长。

“治沙不能只有生态效益，没有经济效益，不

可持续。”王海东强调，要在防沙治沙的同时，加

大产业开发力度，实现“国家要绿、农民要利”的

双赢。

治沙两条腿，植树与治水
——写在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来临之际

□ 胡利娟

“科研是枯燥的，

作为一名科技人员，

我深知不要停下前进

的步伐，只要是有益

于果农的事情，要坚

持下去，做果农的贴

心人。”吴美华说。

梅雨花开春季，

吴 美 华 经 常 冒 雨 行

走在田间地头；高温

烈日夏季，他不顾酷

暑穿行于果树行间；

即 便 是 寒 冬 腊 月 冬

季，他依然顶着凛冽

的寒风，在田间为果

农 指 导 果 树 冬 季 修

剪、为小苗盖上温暖

的“嫁衣”。

魁梧的身板、黝

黑的脸庞、眯缝的双

眼、说起话来掷地有

声，江西省农科院园

艺研究所研究员吴美

华，给果农们留下了

深 刻 的 印 象 ，32 年

来，他的足迹踏遍江

西各地。

2015 年 4 月 ，正

是风和日丽、春暖花

开时节，但靖安县梨

树 却 大 面 积 感 染 了

“梨锈病”，当地果农

不了解“梨锈病”防控

措施，不知如何是好。

“4 月 15 日，我出

差 靖 安 县 得 知 该 情

况，便到达 2 个发病

严重的梨园，给果农

讲解‘梨锈病’症状、

发 病 规 律 、防 控 措

施，并就梨树栽培管

理 中 的 问 题 提 出 建

议，使受益果农达 60

户、面积 1800 亩。”吴

美华说。

2015 年 5 月 15

日，乐平市洪岩镇果

树基地的杨梅没有挂

果，这可愁坏了基地

负责人张建平。

吴美华便冒着斜风细雨赶到基地，查看杨梅树后

说：“你这杨梅树没挂果，主要原因是树体修剪、肥料管

理问题。”接着他耐心讲解杨梅修剪等栽培技术，同时

对其基地果树品种结构、园地规划等提出建议。张建

平看着他湿透的衣服说：“吴专家风雨无阻地现场技术

指导，而且在果树品种结构、经营策略等方面都给了我

新的理念，收获很大，感激啊！”

2016 年春节前夕，20 多年来极端低温的冻害威

胁江西柑橘，吴美华心急如焚，柑橘可是江西第一大

果业，他电话通知鄱阳、靖安、永修、乐平、万安等县

相关技术服务点做好柑橘防冻措施，交待其技术要

点；在低温来临前，身为万安科技特派团团长的他于

1 月 22 日顶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万安查看柑橘防冻措

施实施情况。看到他双手冻得发紫，丰达公司肖冬

华总经理说：“吴团长真是我们的好团长，是我们的

贴心人。”

2016 年 3 月 14 日，在万安县韶口乡万安县“柑橘

栽培技术培训班”上，吴美华采取边讲课、边示范、边互

动方法，就柑橘栽培中常见问题、园地规划、品种选择、

栽培技术等现场授课。

吴美华说，江西果树产业发展，一是要进一步优化

果业结构，变“一桔独大”为“优化柑桔果业，加速发展

特色果业”；二是栽培技术轻简化，为节省人工，采用省

力化修剪模式、水肥一体化、树盘控草保墒等技术，便

于公司或大户规模化经营果树产业。

“以前培训一直停留在课堂，今天这种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很好，学到了很多实在的技术，有信

心依靠果树产业致富。”参训果农说。当天，参加培训

班果农人数 100多人，直接受益面积 3000亩。

32年以来，吴美华在科研上成果丰硕，育成 5个果

树品种，曾获国家、农业部科技进步奖 2 项等，但他始

终没有忘记初衷，做果农的贴心人，得到了果农的赞

誉，已成为“政府津贴专家”，是江西“信息田园”网站

特聘果树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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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个生态修复重点项目将推出
科技日报讯（胡利娟）《林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

出，“十三五”时期，在实施筑牢屏障和富国惠民

作用显著的国土绿化行动、森林质量精准提升、

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防沙治沙等 9项林业重大工

程基础上，规划 100 个区域重点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作为国家工程的重要补充。此举体现了

中央与地方合力推进重点区域生态建设。这是

近日从国家林业局获悉的。

据了解，这 100 个区域重点项目将按照主

导功能，分为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沙治沙、生

物多样性保护、森林质量提升、生态功能提升 6

大类。

为使国土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稳固、林业

生态公共服务更趋完善、林业民生保障更为

有力、林业治理能力明显提升，《规划》明确

了 到 2020 年 ，我 国 森 林 覆 盖 率 提 高 到

23.04%，森林蓄积量增加 14 亿立方米，湿地

保有量稳定在 8 亿亩，新增沙化土地治理面

积 1000 万公顷，森林年生态服务价值达到 15

万亿元，林业年旅游休闲康养人数突破 25 亿

人次，国家森林城市达到 200 个，林业产业总

产值达到 8.7 万亿元。

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开园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春天离开最晚的

国家森林公园开园啦！近日，经过半年的修

整抚育，已是郁郁葱葱、鸟语花香的北京八达

岭国家森林公园正式开园。第七届丁香节同

期开幕。

为给游客创造一个良好的游览环境、提供

更多便利，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在森林防火戒

严的“冬歇期”，对停车场、赏丁香道路、森林体

验营地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

据了解，该公园内原来的石子停车场，现

通过平整场地，铺设成渗水砖，并规划了停车

位，配备卫生间等，同时，还重新规划整理了

四条赏丁香路线，并在沿途安装有护栏和观

景台。

“大本营森林体验营地建设是今年的亮

点。”该公园负责人介绍，它主要包括两层大

本 营 箱 式 建 筑 和 户 外 树 屋 帐 篷 营 地 。 尤 其

是树屋帐篷，防潮防雨防风，且高于地面 1.5

米，宽敞明亮，可听鸟鸣观星辰，现在接受团

队预约。

而作为拥有华北地区面积最大的天然暴

马丁香林,则是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的又一大

特色。其是一种高大乔木，素有“西海菩提

树”之称，公园内现有 700 多亩，共计 2 万多

株。其中最大的一株丁香胸径已经达到 50 厘

米，树高 16 米。

除此之外，在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游客

还可亲自体验在森林环抱中阅读的那份惬意

和辽阔。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6 月 13 日，以“关注全民

健康、助推绿色产品，有你有我”为主题的大型系列

主题公益活动，“百名公益明星助推绿色产品”在北

京启动。

该活动是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中国

绿化基金会等单位联合主办，旨在号召大家关注全

民健康，了解并支持有益人体的绿色产品。

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被称为地球之

肺，具有固碳释氧、涵养水源、防风固沙、积累营养物

质等多种功能。

“尤其是森林内产出的坚果、鲜果、食用菌、木本粮

油等产品，都是有益人类身体健康的绿色食品。”国家

林业局副局长张永利说，绿色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

潮流。近年来，以生产绿色食品为主要特色的林下经

济发展迅猛，体现出人对健康的关注度和绿色食品的

需求量越来越高。同时，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不仅是促

进农民增收、提高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根本举措，还是

实现生态保护脱贫、产业发展脱贫的有效途径。

张永利表示，这次“绿色中国行”大型公益活动

首次联手大型央企中国供销集团和黑龙江省七台河

市，共邀百名公益明星助力绿色产品宣传，就是要推

广生态建设经验，创新绿色食品宣传模式，今后，该

活动还将伴随“绿色中国行”的脚步走到更多地方，

让大家认识、了解更多的绿色产品和生态产品。

据了解，“绿色中国行”大型公益活动旨在弘扬

生态文明，传播绿色理念，现已开展七年，先后在 11

个省（区、市）24个城市举办。

百名公益明星助推绿色产品

樱桃采摘将实现“一键”直达

科技日报讯 （胡利娟）樱桃何时成熟？到哪里采

摘？今后再也不用烦恼了。6 月 13 日，北京市园林绿

化局与高德地图合作，首次将 46家樱桃采摘园信息标

注在高德地图上，大家通过高德地图搜索“北京樱桃

园”，就可实现“一键”直达，方便采摘。

该局相关负责人称，“一键”直达解决了每到采摘

季节，很多人因不了解北京各类鲜果的成熟期而错过

休闲采摘时机。今后，还将继续与高德地图合作，使公

众通过高德地图搜索“北京樱桃园”、“北京苹果园”、

“北京梨园”、“北京葡萄园”等关键词，即可选择心仪的

采摘目的地，直接导航，“一键”直达。

在今年高考中，河南新乡市十一中学师生使用

的一种绿色无芯笔，吸引了其他学校考生们的目

光。让无芯笔技术走进师生中的人，就是韩天祥。

目前，学生们较为普遍使用的中性笔，有着较顺

滑的书写感，并且便于携带。然而，当把中性笔的笔

芯用完之后就会随之丢弃，产生环境污染问题。

“个人处理一次性笔和笔芯、墨囊的能力太小，

而企业回收一次性笔和笔芯、墨囊的效果也很不理

想，并且回收以后也没有很好的和有效的处理办法，

徒增企业成本和社会成本。”韩天祥认识到一次性笔

污染的现状。于是，经过大量试验，他研制的无芯笔

应运而生了。

无芯笔，顾名思义，就是没有笔芯。它的笔头直

接安装在笔杆上，笔杆性能兼有储、存、供油墨水的

功能，没有独立储、存、供油墨水的笔芯（囊），并且非

一次性，可以重复使用。该工艺生产产品的各种笔

杆、笔头、油墨水之间可以通用，不用依赖进口油墨。

这种无芯笔不仅便于书写，还可用于绘画。韩

天祥打破常规，将毛笔也统一到本生产工艺中，制成

自来水毛笔。

韩天祥说，相比有芯笔，无芯笔具有更多优势：

“不会断芯”、没有“有油写不出字的困扰”、没有保质

期的概念、无芯笔的笔杆在使用液体油墨的各类笔

杆之间可以通用等。

经过检验，无芯笔的质量、性能稳定可靠，所采

用的笔杆、笔头（含连接件）、油墨水等仅有的 3个组

成部分的原材料都来自于现有制笔企业使用的原材

料，生产工艺和设备也是现有制笔企业或注射器企

业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因此，无芯笔的质量有保障，而且，无芯笔的制

造过程可砍去多余的生产程序、减少使用原材料、直

接降低能耗,有利于环保。”韩天祥说，无芯笔既是钢

笔化的中性笔水笔类，又是中性笔水笔类的钢笔化。

2013 年 7 月，韩天祥的无芯笔产品开始投放市

场，得到了用户的好评。这种无芯笔授权企业直接

生产，无需大量投资，也不需对现有制笔生产线大幅

改动，仅需更换笔杆模具即可。

2015 年 7 月，韩天祥发明的“无芯笔”实现了大

工业化批量生产，商品化投放市场，并发出了《拒绝

白色垃圾杜绝环境污染和一次性笔说再见倡议书》。

新乡市十一中学从校友韩天祥处了解到这种无

芯笔发明后，决定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

起，从一支笔做起，使用了校友韩天祥发明的无芯笔。

同学们说，这种无芯笔真的很好用，不使用笔

芯，没有独立存储供油墨墨水的部分，笔头直接安装

在笔杆上，可以反复添加墨水，循环使用；更重要的

是，它省钱、省时间、省精力，将笔头直接安装在笔杆

上，笔杆功能兼有储、存、供油墨水的功能。

此外，“无芯笔”推广开以后，就可到任何“无芯

笔”销售点无理由折价以旧换新或无理由原折价退

换货。

“无芯笔”是接力前行的事业，韩天祥说，还有一

段艰苦的路程，这最艰苦的任务就是提高大众的环

保参与意识，接下来，以飞红船长为核心领导者的团

队，将驾驶这艘绿色“无芯笔”航船乘风破浪。据了

解，飞红是韩天祥“无芯笔”事业的核心技术带头人，

该团队已经开发出节能环保无用后一次性垃圾无芯

笔等环保项目。

韩天祥说：“对于环保，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明

白了多少，而是做了多少。很多情况下治理环境污

染的问题不在于技术和财力的困难，而是急需提高

全民的环保参与意识。”而在韩天祥的人生中，只有

实际行动才是最好的表现。

韩天祥与绿色无芯笔
□ 本报记者 马爱平

■一片绿叶

6 月的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
县强汗春季牧场格外热闹和繁忙，
牛羊在哈萨克族牧民的吆喝声中
早出晚归，牧民早早起来拆搬毡
房，赶着牛羊走在通往深山牧场的
牧道上。

近年来，青河县加快推进哈萨
克族牧民定居兴牧的同时，把草原
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坚持草原
资源可持续发展，在利用夏季丰富
牧草资源的同时，科学控制牲畜数
量，让广大牧民从草原生态建设与
保护中得到实惠。

图为在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
县强汗春季牧场上，哈萨克族牧民
扬鞭策马，追赶羊群。

新华社记者 沈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