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札达沿219国道北上噶尔，行至八公里检查站，一条绵延的绿化带映入眼帘，令人心旷神怡。笔直宽敞的大道两旁，红柳、班公柳、
毛头柳、青海杨……绿树成荫、随风摇曳，一派“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的景色。

曾几何时，这里是一片风沙肆虐的戈壁滩。“上世纪末，这里看不到一棵树，终年风沙不断，不但公路被覆盖，就连整个狮泉河镇也笼罩
在飞沙走石中。”阿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布旺拉告诉记者，经过噶尔县干部群众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建起了这条绿色长廊。如今，
这条长廊与狮泉河两岸绿色走廊连为一体，成为拱卫阿里首府狮泉河镇的一道绿色屏障，也成了全区防沙治沙的一个样板。

就在去年10月，阿里地区被国家生态环境部授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地区”称号。
狮泉河，这个昔日的“不毛之地”，是如何变成绿树葱郁、景观频现的“戈壁绿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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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下愚公之志，誓叫戈壁换
新颜

位于西藏最西部的噶尔县，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属高原亚寒带干旱气候区。
从环境学角度来看，这里是沙砾质戈壁滩，
气候寒冷干燥，地表多呈戈壁和石质山地，
土层天生稀薄，植物种类十分稀有，生态极
为脆弱。

50多年前，噶尔县曾有一片红柳林。由
于能源缺乏，一直以来，这种既耐旱又耐烧
的植物被当地居民世代当做燃料使用。砍
伐红柳成了阿里人心中永远的痛。退休老
干部加措回忆，当时砍伐红柳是为了生存，
却让当地干部群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
儿本就风大。那时候风一起，鼻子嘴里全是
沙子，眼睛都睁不开。出门半小时，回家一
身土。早上起来，发现沙子把门都堵上了，
推都推不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狮泉河流传着一首
打油诗：“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终年不
下雨，干旱鬼见愁。”足见当时狮泉河人内心
的沉重与无奈。

饱经风沙之苦的狮泉河人渴望绿色。
他们从200多公里外的班公湖移栽了红柳，
挖渠引水、精心呵护，尽管有了点绿色，但终
因缺乏规模，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沙城”面
貌。甚至，有人预言：“狮泉河种不了树，种
不活树！”

阿里人没有气馁，也没有放弃。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环境就是民
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论述，为阿里防沙治沙、改善生态环
境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阿里地委、行署把遏制沙漠化作为重要
的民生工程，他们立下愚公之志，以城市绿
化为突破口，确立了“因地制宜、规划引领、
科学推动、分类施策、量力而行”的工作原
则，坚持县城周边防风固沙，公园广场绿化
美化，立足现有基础，高标准、高起点抓好国
土绿化规划。

走好“绿色路”，算好“绿色账”，打好“绿
色牌”，阿里地区推进国土绿化行动重拳频
出——

实施能源替代工程。水能、太阳能等清
洁能源供电覆盖 21 个乡镇、51 个行政村
（居）、2.84万人。仅1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就替代燃煤 3960 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
7411吨，减排二氧化硫33.66吨，减排氮氧化
物29.3吨。

持续整治人居环境。扎实推进“厕所革
命”，户用厕所增至13518座，公共厕所增至
425座。建成运行普兰县霍尔乡、噶尔县昆
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项目，累计清理垃
圾42684吨。

打好“碧水”保卫战。“双总河湖长制”覆
盖7县37个乡镇河湖，累计清理河湖垃圾
373处329吨。创建了饮用水源地“一源一
档”管理台账和风险名录，城镇集中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打响“净土”保卫战。建成投运地区废
机油规范化暂存点，2020年共转移处置废
机油97吨。狮泉河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稳定
正常，6县及普兰县巴嘎乡（塔尔钦）国际旅
游特色小城镇污水处理厂和污水收集管网
已经建成，污水处理率达80%。

阿里，已成为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
地区之一。

坚持科学“筑绿”，昔日“沙
城”变绿洲

说起阿里国土绿化行动，最值得大书特
书的，是旷日持久的“绿色争夺战”。

“在阿里，种活一棵树十分不容易。没

有一股‘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干
劲，是干不成的。”阿里地委书记朱中奎说。

早在2005年，阿里地区就专门从陕西
省聘请了林业专家，进行草木种植技术指
导。

1989年，阿里地委、行署将治理狮泉河
镇风沙列入重要议事日程；1994年，阿里地
区正式启动狮泉河盆地生物防沙治沙工程。

作为阿里城市绿化的主要实施单位，从
2016年开始，噶尔县多次邀请全国知名林业
专家和技术员来阿里实地考察，对造林地
块、面积、树种、造林密度、栽植管理进行系
统科学设计规划。为了确保草木引种的适
应性，他们还派出技术人员到青海祁连县、
门源回族自治县、甘肃张掖市以及陕北和内
蒙古等地考察，拜访林业专家和育林大户。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试种，除了
本地的班公柳、红柳、沙棘，青海杨、新疆杨、
毛头柳、国槐，还有紫花苜蓿等草木，也先后
在阿里高原“安家落户”。

试种的成功，极大激发了干部群众植树
造林的热情。狮泉河滨河路、象雄广场、星
空广场、康乐新居、贡桑林卡、马泉公园绿化
带，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上有树木、下
有花草，乔木、地被、鲜花，相映成趣。随着
狮泉河盆地生物防沙治沙工程的持续推进，
累计完成工程造林5.3万亩，植树885万株，
种草6100亩。绿色，对于狮泉河人来说，已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世外桃源”。

阿里地委、行署顺势而为，在总结狮泉
河镇绿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区重点
打造、道路扩带增量、单位广泛增绿、园区提
档升级、乡镇连片覆盖、村居园林穿插”的插
绿扩绿增绿思路，着力推进重要流域、重点
区域、重要公路、城镇周边和农村“四旁”植
树种草，积极引导有条件的群众在房前屋后
植树种草、在屋内养花养草。

“阿里高寒缺氧、干旱少雨，砂石多、土
质差，常年风沙不断，绿化难度大、成本高，
栽一棵树比养一个孩子还难。”说起阿里绿
化的艰辛，地区生态环境局干部陈在德深有
感触。为此，阿里地区坚持“三分造林、七分
管理”的理念，在高标准栽植草木的同时，严
格管护措施，细化管护责任，加大管护力度，
总结摸索出“注营养液、裹纱棉被、绑支撑
架、涂伤痕剂、建防护罩、施生根粉、覆塑料
膜、打蒸腾剂”八大防护经验，在全地区推
广。

为了实现“栽种一片、成活一片、绿化一
片”的目标，阿里地区“不惜血本”。仅狮泉
河城市绿化，就筹集资金7000余万元，栽种
红柳、班公柳、青海杨、新疆杨、毛头柳、国槐
31.17万株，花草10.87万平方米。2020年，全

地区绿化投资更是达到1.56亿元。
在狮泉河绿化景观带，记者看到，每一

株树都有树木防护罩保护着，每一片草地也
都采取了覆膜防冻保护措施。回填肥土、施
农家肥、搭遮阳网……“十八般手段”，样样
齐全。果如狮泉河人所说：“像养孩子一般，
把树种好，把草养好。”

今天的噶尔，不仅狮泉河镇街道两旁树
木成行，周边的昆莎乡、门士乡、扎西岗乡、
左左乡也都是处处见树、片片成林。

统计数据表明，截至目前，阿里地区累
计完成重点区域造林1.76万亩，高原生态安
全屏障防护林建设46.93万亩，有条件的地
方，全部实现消除“无树户、无树村、无树单
位”目标。

噶尔县狮泉河镇康乐新居易地扶贫搬
迁点，过去曾是一片戈壁，经过五年改造，如
今已是草木连片、绿意盎然，成为一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幸福的小康村。

“一泓碧水，两岸绿色，十里美景”。漫
步狮泉河两岸，但见河岸杨柳依依，河水波
光粼粼，一池春水，留下婆娑倒影。“河变湖，
树成林”，让这条过去连麻雀都不肯光顾的
著名大河，成了棕头鸥等水鸟游弋嬉戏、流
连忘返的天堂，让人仿佛置身江南水乡。

这是狮泉河从未有过的“绿色奇迹”。

胸怀百姓福祉，换得人与自
然共徘徊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持续良好，主要污染

物约束性指标和资源消耗水平控制在国家、
自治区核定范围内；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97%以上，主要河湖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
标准，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
标，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良好——这是今
日阿里的真实境况。

数字最有说服力——经过多年努力，狮
泉河镇无霜期从1994年的83天延长到现在
的170天，降水量从1994年年均76.5毫米增
加到现在的135.3毫米，阿里地区7县县城空
气优良天数也达到了99%以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
金山银山。植树造林改变了阿里恶劣的生
态环境，而良好的生态环境给人们带来了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也为阿里经济社会发展和
百姓致富奠定了坚实基础。

6月的阿里高原，春意渐浓。冈仁波齐
山下，游人如织，噶尔县生态产业园区，绿菜
满畦、瓜果飘香，新鲜的蔬菜正在上市。

燕尾山下，昔日的戈壁滩不毛之地，有
新城拔地而起，一座座藏式白色小楼绿树掩

映，远处雪山皑皑，近处绿意盎然，仿佛“海
市蜃楼”。

“今天的阿里，不仅经济稳步发展、社会
进步、人民安居乐业，而且拥有碧水蓝天净
土、动物植物多样，大部分山川仍处于原生
状态。”罗布旺拉说。

“把生态建成产业、把产业做成生态，造
福阿里百姓！”阿里地委、行署初衷不改，“生
态林业构筑绿色屏障、绿色林业壮大特色产
业、人文林业弘扬生态文明”的主线越来越
清晰，以构建和维护青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
屏障为核心，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增进民生
福祉为目标，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为
载体，以打造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主线的国
土绿化行动路子越走越宽。

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自建设运行以
来，大力发展蔬菜种植、花卉栽培、畜牧养殖
等特色产业，不断丰盈百姓“菜篮子”、促进
农牧民增收、推动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产业园大胆引进西瓜、甜瓜，种植蔬菜
50多种、花卉30多种，并成功试种了油桃、
葡萄等经济效益高的水果，走出一条绿色高
效、特色鲜明、优势明显、可持续发展的高原
特色产业路子。

狮泉河镇加木村不失时机地建起了饲
草种植示范基地和蔬菜种植示范基地，开发
了红柳滩休闲度假村，组织发动群众种植
4000亩紫花苜宿等优质牧草，大力发展蔬
菜产业，不仅有效解决了奶牛养殖饲草料困
难，同时打造出了加木牧家乐旅游品牌。加
木村还动员全村党员群众退牧还草4000余
亩，建设了15平方公里的红柳生态保护区和
生态旅游区，每年为全村带来12万余元的集
体经济收益。

地处索麦和噶尔两村的昆莎产业园，是
一个集饲草林果种植、奶牛肉羊养殖、饲料
加工储备于一体的现代农牧科技产业园。
目前，园内种植的紫花苜蓿、枸杞、豌豆、披
肩草等，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不仅如此，阿里地区还利用当地土壤碱
性重、昼夜温差大、适合枸杞生长的特性，在
昆莎、生态产业园、加木、索麦和那木如投资
建设了800亩的高原枸杞示范园，以期通过
以点带面、辐射推广，推动噶尔县乃至全地
区特色农牧基地和生态环境建设，达到改善
人居环境、促进农牧民增收的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指出，生
态是我们的宝贵资源和财富。阿里各族干
部群众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谱写好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阿里篇章。”展望未来，
阿里地委书记朱中奎信心满满。

西藏日报记者 廖嘉兴 杨军录 章正 扎西白玛

戈壁“沙城”筑绿记
——阿里地区推进国土绿化行动走笔

狮泉河镇一角。记者 刘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