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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陕西省榆林市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位于沙漠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
带，属于中温带寒冷干旱大陆型气候，是西伯利亚寒流必经之地。其独特的地理位

置和气候类型，造成风旱同季，加之不合理的开垦和长期的滥樵滥伐，造成严重水

土流失和土地沙化，是我国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直是全国防沙治沙的

重点。几十年来，榆林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支持、领导下，依靠科学的防沙治沙方法，

创新防治机制，取得了防沙治沙的阶段性成功，全市８６０万亩流沙有７３０多万亩得
到了固定、半固定，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林逼沙退”的转变，沙区生态环境实现

了根本性好转。

【关键词】　榆林市　荒漠化　防沙治沙

　　一、研究背景

（一）我国荒漠化状况
１荒漠化概念
土地荒漠化也称为土地沙漠化，按照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定义，土地荒漠化

是指“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等因素，使干旱、半干旱和具有干旱灾

害的半湿润地区的土地发生了退化。”但在国内，关于沙漠化的定义存在着争议，主要

有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是朱震达等提出的比较传统的观点，即，沙漠化是指“在具有一定的沙物

质基础和干旱、大风动力条件下，由于过度人为活动与资源、环境不协调所产生的一种

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环境或土地退化过程”。该定义将沙漠化与沙漠进行了区

分，将沙漠定义自然形成的，沙漠化限定为人为活动形成的沙漠，突出了人类历史以来

人类的作用，从时间上限定为沙漠化发生于人类历史时期，以此与人类历史时期以前

纯自然因素形成的沙漠相区别，并进一步根据沙漠化的性质分为草原沙漠化、固定沙

丘活化和沙丘入侵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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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以董玉祥为代表的观点，即根据联合国的荒漠化定义对风营力引起

的沙漠化所下的定义：“在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内，由于气候变化与人

类活动等因素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土地退化过程。”这

一定义结合了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且没有限定在人类历史时期，内涵明显要比

第一种定义宽泛。

第三种是以吴正为代表提出的观点，即沙漠化是指“在干旱、半干旱和部分半湿

润地区，由于自然因素或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脆弱平衡，使原非

沙漠的地区出现了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过程，以及在沙

漠地区发生了沙漠条件的强化与扩张过程。”这一定义较前两个定义更宽泛，但没有

涵盖湿润地区的沙漠化。

对于不同的沙漠化的定义，学者争论比较多，孰是孰非，不是本文的重点，在此不

予更多探讨。但从通俗的理解看，沙漠化的实质是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以风沙活动为主

要标志的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从沙漠化形成的过程看，固定沙丘活化和流动沙

丘入侵是沙漠化形成的两个主要类型，而存在固定沙丘和流动沙丘的地区原本就是沙

漠地区，它的沙漠环境条件的强化与扩张也是沙漠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将人类历

史出现以前的沙漠也归为沙漠化的产物。因此，本文将沙漠化定义为：“原非沙漠地

区出现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以及原本为沙漠地区的沙

漠环境条件的强化与扩张过程”。这样定义，就可以忽略对沙漠化在时间、成因和空

间上的限制。

与土地沙漠化很相近的一个概念称为“土地沙化”。土地沙化是指“因气候变化

和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天然沙漠扩张和沙质土壤上植被破坏、沙土裸露的过程。”土地

沙化的最终结果就是沙漠化。

２我国荒漠化及沙化土地分布现状①

根据我国第四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显示，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全国荒漠化土
地面积为 ２６２３７万 ｋｍ２，沙化土地面积为 １７３１１万 ｋｍ２，分别占国土总面积的
２７３３％和１８０３％。

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河南、海

南、四川、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１８个省市。我国北方荒漠化土地主
要分布如图１所示。

３１

① 本部分内容根据《第四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告》整理，资料来源于中国林业新闻网：

ｗｗｗ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ｇｏｖｃｎ／



行千里路 读实践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师社会实践文集（2013年）

图１　我国北方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

　　由图１可以明显发现，我国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北方，尤其以西北为甚。
从气候类型区荒漠化看，干旱区荒漠化土地面积为１１５８６万ｋｍ２，占荒漠化土地

总面积的４４１６％；半干旱区荒漠化土地面积为９７１６ｋｍ２，占３７０３％；亚湿润干旱区
荒漠化土地面积为４９３５万ｋｍ２，占１８８１％（见图２）。

图２　不同气候区荒漠化土地分布

从荒漠化成因类型看，风蚀荒漠化土地面积为１８３２０万 ｋｍ２，占荒漠化土地
总面积的６９８２％；水蚀荒漠化土地面积为２５５２万 ｋｍ２，占９７３％；盐渍化土地
面积为 １７３０万 ｋｍ２，占 ６５９％；冻融荒漠化土地面积为 ３６３５万 ｋｍ２，占
１３８６％（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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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成因荒漠化土地分布

　　从行政区划看，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西藏、甘肃、青海５省（自治
区），面积分别为１０７１２万ｋｍ２、６１７７万ｋｍ２、４３２７万ｋｍ２、１９２１万ｋｍ２和１９１４万
ｋｍ２。５省（自治区）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９５４８％；其余１３省
（自治区、直辖市）占４５２％（见图４）。

图４　各省荒漠化土地分布

沙化土地广泛分布在我国除上海、台湾、香港和澳门以外的３０个省、市区。从
沙化土地类型看，流动沙丘（地）４０６１万 ｋｍ２，占全国沙化土地面积的２３４６％；半
固定沙丘（地）１７７２万 ｋｍ２，占１０２４％；固定沙丘（地）２７７９万 ｋｍ２，占１６０６％；
露沙地９９７万 ｋｍ２，占５７６％；沙化耕地４４６万 ｋｍ２，占２５８％；风蚀残丘０９万
ｋｍ２，占０５１％；风蚀劣地 ５５７万 ｋｍ２，占 ３２２％；戈壁 ６６０８万 ｋｍ２，占 ３８１７％
（见图５）。

从行政区划看，沙化土地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西藏、青海、甘肃５省（自治区），
面积分别为７４６７万ｋｍ２、４１４７万ｋｍ２、２１６２万ｋｍ２、１２５０万ｋｍ２和１１９２万ｋｍ２，５省
（自治区）沙化土地面积占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的９３６９％；其余２５省（自治区、直辖
市）占６３１％（见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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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类型沙化土地分布

图６　各省沙化土地分布

　　（二）我国荒漠化治理状况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和沙化面积大、分布广、危害重的国家之一，严重的土地荒漠

化、沙化威胁着我国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严重缩小了我国各民族的生

存空间，加剧了贫困和生态灾难。据测算，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１５０亿元左右。坚持不懈地做好防沙治沙成为我国生态建设中一项紧迫、长期而又艰
巨的战略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防沙治沙工作，特别是近１０多年来采取了强
有力的措施，每年政府投入约２０亿元资金用于防沙治沙，我国防沙治沙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但从更长的历史来看，我国荒漠化治理的“局部治理，整体恶化”的严峻态势

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２０世纪末，总体上沙漠化呈现出扩大趋势，沙漠化土地仅我国北
方年平均发展速度就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中期的１５６０ｋｍ２提高到７０年代中
期到８０年代后期的２１００ｋｍ２，８０年代后期到２０世纪末扩大到３６００ｋｍ２。７０年代到
本世纪初，全国每年有２４６０ｋｍ２土地沙化，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每年沙漠化土地更达到了
３４３６ｋｍ２，各类经济损失年均高达５４０亿元。到２０００年初，我国土地沙化面积约为
２６１５万ｋ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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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肆虐的沙漠化，党中央和国务院下定决心治理，将防沙治沙工作作为一

项基本国策常抓不懈，采取了多项综合措施，各地方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大力度，持之

以恒地开展防治工作，全国土地沙化状况有所改善。近１０年来，全国荒漠化土地和沙
化土地持续减少。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３７９２４ｋｍ２，年均减少７５８５ｋｍ２，同期全
国沙化土地面积净减少６４１６ｋｍ２，年均减少１２８３ｋｍ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全国荒漠化土
地面积减少１２４５４ｋｍ２，年均减少２４９１ｋｍ２，沙化土地面积净减少８５８７ｋｍ２，年均减少
１７１７ｋｍ２。监测表明，我国土地荒漠化和沙化整体上得到初步遏制，荒漠化、沙化土地
持续净减少，但个别地区仍在扩大①。

　　二、榆林市荒漠化状况

（一）榆林市荒漠化土地分布
１榆林市地理特征
榆林市位于陕西省北部，东临黄河与山西相望，西连宁夏、甘肃，北邻内蒙古，南接

陕西省延安市；土地面积为４３５７８ｋｍ２，总人口为３６４５万，辖１区１１县；地处毛乌素
沙漠和陕北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地质构造属华北地台的鄂尔

多斯台斜、陕北台凹的中北部。东北部靠近东胜台凸，是块古老的地台。地势由西部

向东倾斜，西南部平均海拔为１６００～１８００米，其他各地平均海拔为１０００～１２００米。
以长城为界，南北地貌分为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风沙草滩区。

榆林市南部是黄土丘陵沟壑区（见图７），是黄土高原的腹地，沟壑纵横，丘陵峁梁交
错，地表支离破碎，面积约为２５２７５ｋｍ２，占全市面积的５８％。耕地中大于２５ｏ的陡坡地
为４１６１万ｈｍ２，土壤以黄绵土为主，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土地贫瘠，年平均降水量为５００
毫米左右，干旱频繁，属中温带干旱大陆型季风气候。植被以人工林和草地为主，森林

覆盖率为１２３％，林木覆盖率为１６６％，林草覆盖率为２３７％。景观以石质为基质要
素，以居民地、农耕地为主要景观。

榆林市北部是毛乌素沙漠南缘风沙草滩区，面积约 １８３０２ｋｍ２，占全市面积的
４２％。耕地中大于２５°的陡坡地为１７５万ｈｍ２。地势开阔平坦，沙丘连绵不断。土壤
以风沙土和黄绵土为主，属中温带寒冷干旱大陆型气候，年降水量为３００～４００毫米，
植被稀少，森林覆盖率为４１％，林木覆盖率为１３７％，林草覆盖率为２４１％。土地荒
漠化和风蚀沙化严重，以风蚀沙化为主的沙漠化水土流失面积占２／３。景观以沙地为
基质要素，以草地、滩地、海子和河谷相间的沙地景观为主，沙漠化土地面积占

到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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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部分内容根据《第三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告》和《第四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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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黄土丘陵沟壑区①

２榆林市荒漠化土地分布
榆林市荒漠化土地位于毛乌素沙漠东南缘，面积为２０８４７ｋｍ２，占毛乌素沙漠面

积的４９４％。
毛乌素沙漠是我国第五大沙漠，位于陕西省榆林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之间，面积达４２２万ｋｍ２，位于北纬３７°２７５′～３９°２２５′，东经１０７°２０′～１１１°３０′，包括
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南部、陕西省榆林市的北部风沙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

东北部。毛乌素沙地海拔多为１１００～１３００米，西北部稍高，达１４００～１５００米，沙区年
均气温为６～８５℃，１月均温为－９５～１２℃，７月均温为２２～２４℃，年降水量为２５０～
４４０毫米。毛乌素沙区主要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湖积冲积平原凹地
上。出露于沙区外围和伸入沙区境内的梁地主要是白垩纪红色和灰色砂岩，岩层基本

水平，梁地大部分顶面平坦。各种第四系沉积物均具明显沙性，以新月形沙丘和沙丘

链为主。

榆林市沙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榆阳区以及神木、定边、靖边、横山和佳县等县（见

表１）。

①　图７、引自榆林市政府网站：ｗｗｗｙｌｇｏｖｃｎ／ｓ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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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榆林市各区县荒漠化化土地分布①

区县 神木 定边 靖边 横山 佳县

总面积（ｋｍ２） ７６３５ ６９２０ ５０８８ ４３３３ ２０２８

沙漠占比（％） ５１３ ３９ ３３ ３２２ ３０

沙漠面积（ｋｍ２） ３９１７ ２６９９ １６７９ １３９５ ６０８

占全区沙漠面积（％） １８８ １２９ ８１ ６７ ２９

（二）榆林市土地荒漠化成因
关于沙漠化的成因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但总体上而言，大多学者都同意是由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方面的原因形成的。一般来讲，沙漠化是在干旱、半干旱及部

分湿润地区，由于不合理的人为活动与自然资源环境不相协调而导致的区域土地退

化，造成土地生产力下降，土地资源丧失，地表呈现类似砂质荒漠景观，以风沙活动为

主要标志的土地退化过程。榆林市所处的毛乌素沙漠形成原因也不外乎自然因素和

人为因素。

１自然因素
一般学者认为，纯粹由于自然界形成的最原始的毛乌素沙漠仅是现在沙地西部的

一小片，在鄂旗、鄂托克前旗和乌审旗之间。原始毛乌素沙漠地质机理形成于人类历

史之前，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和季风的影响，早在第四季地质时期就形成沙地，其沙物

质来源于裸露基岩，包括晚第四季河湖相风积沙和早第四季河湖相沉积沙质黄土残

积沙。

自然因素中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气候的变化。榆林地处鄂尔多斯台地的南缘，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决定了其气候特征。榆林地区年降水量在４００毫米左右，
而蒸发量是降水量的５～６倍，平均气温为１０℃，干旱频繁。降水主要集中在７～９
月，占全年降水量的７０％上下，由于土质疏松，遇到暴雨很容易出现严重的水力侵蚀。
冬春两季明显干旱，而又处于蒙古高原下风口，是西伯利亚寒流必经之地，造成风旱同

季，大风吹拂干而稀松的沙质地表，沙随风走，经年不断，植被退化，地表裸露，土地沙

化，形成沙丘。

榆林地区有大小河流５００多条，全部流入黄河。由于降水量大多集中在８月份前
后，河水携带大量泥沙流入黄河，水土流失非常严重，主要的几条河流每年的风沙入河

量高达７９６８７万吨（见表２）。

９１

① 根据榆林市政府网站或相关区县政府网站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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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榆林地区主要河流风成沙入河量① 单位：万吨

河流 孤山川 佳芦河 皇甫河 秃尾河 无定河 窟野河

入河沙量 １８７ ３８０ ４２９ １２８０ ２４６１ ３４００

榆林地区全年风速平均达到２３～３３米／秒，大于８级的大风日数平均在１２～３５
天（见表３），且主要集中在冬春两季，大风与地表沙物质结合形成沙尘暴，为土地沙化
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表３　榆林地区主要荒漠化县平均风速和大风日数

县区 榆阳 神木 府谷 横山 靖边 定边

平均风速（米／秒） ２３ ２５ ２６ ２５ ３２ ３３

大风日数 １２６ １６２ ２９４ ３４６ １５２ ２５３

　　注：资料来源同表２。

因此，该地区丰富的沙物质加上强风和暴雨的作用，共同加速了榆林地区沙漠化

的形成。

２人为因素
榆林地区沙漠化的形成，人类活动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毛乌素沙漠的绝大部分

地方，在古代曾经水草丰美、风光宜人，是很好的牧场。５世纪时，毛乌素南部曾是匈
奴民族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当时草滩广大，河水澄清；后来，由于不合理开垦、气候变迁

和战乱，地面植被丧失殆尽，就地起沙，形成裸露的沙地。毛乌素沙漠是在一两千年的

时间里逐渐扩展而成的，大约自唐代开始有积沙，至明清时已形成茫茫大漠。

人为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因素、盲目开垦、超载放牧和过度樵采等。

人口增长必然导致对资源的需求增长，加之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土地资源和环境

资源的综合压力更大。联合国对半干旱地区限定人口标准为 ２０人／平方公里，但
１９８０年榆林市风沙区人口就已达到４２人／平方公里②，人口严重超标。人口的增长是

人为形成土地沙漠化的最根本动力，是盲目开垦、超载放牧、过度樵采等现象的出

发点。

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耕地减少，为了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只能不断地扩大耕地

面积，大量优质天然沙质草地被开垦为耕地，加剧了土地沙漠化的趋势。２０世纪５０、
６０、７０年代的三次大垦荒，极大地破坏了地表植被，是造成榆林市土地沙化的主要
原因。

０２

①②　资料来源：樊胜岳等榆林地区土地沙漠化过程中人文作用的定量分析［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１９８９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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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载放牧是造成草地退化、土地沙化的另一个直接原因。由于盲目追求经济效

益，导致单位面积畜牧数量激增，牲畜对草地的需求超出了草地的自然供应量，超出了

土地自我调节的能力，导致草地生产能力下降，最终出现草地退化，土地沙化。

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燃料的需求也在增长。由于煤炭价格较高，很多居民仍旧以

樵柴作为燃料，导致过度砍伐森林，使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植被防沙固沙能力降低，

造成水土流失，地表裸露，进而形成土地沙化。据专家测算，榆林市每年仅樵采破坏植

被就达１１８３万亩，相当于每年的造林面积。

　　三、榆林市沙漠化治理

（一）榆林市沙漠化治理成效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榆林市沙区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艰苦

奋斗的精神，以愚公移山的毅力和科学求实的态度与风沙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

得了显著成效。目前累计保存造林面积１８６８９万亩，固定流沙７００多万亩，沙区面
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１沙区生态环境实现根本好转
自１９７８年以来，榆林市通过实施以“三北”防护林为重点的林业工程，林木保存

面积由８０６万亩增加到２００７５万亩，林木覆盖率由１２％提高到３０７％。全市８６０万
亩流沙有７３０多万亩得到了固定、半固定，沙区治理面积达到８５％，实现了由“沙进人
退”到“林逼沙退”的转变；沙漠腹地营造起万亩以上的成片林 １６５块，建成了总长
１５００公里的４条大型防护林带；１５０万亩农田全部实现了林网化，每年平均增产２０％
以上。特别是２００４年以来，沙化土地面积减少了３１２万亩，流动沙地减少了１２７１
万亩，固定沙地增加２７０８万亩，固定沙地占到９０％以上。如今，穿越榆林沙区，已难
见到大片的流沙，取而代之的是大片林草覆盖的固定、半固定沙地，“带、片、网”、“点、

线、面”、“乔、灌、草”相结合的防护林体系格局已经形成。表４为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榆林
沙区景观变动的数据统计。

表４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年榆林沙区景观变动数据统计① 单位：万ｈｍ２

年份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项目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耕地 ２９７７ １６４４ ４００６ ２２１２ ３７１９ ２０５４ ３６３９ ２０１

园地 ０５１ ０２８ ０９８ ０５４ １４７ ０８１ ２０４ １１３

１２

① 数据来源：高国雄，高欣，张彩霞榆林沙区景观格局特征与动态分析［Ｊ］西北林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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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项目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面积 比例（％）

林地 ４５８３ ２５３１ ５０９ ２８１１ ５３０４ ２９２９ ５６２４ ３１０６

草地 ５５５９ ３０７ ５６０３ ３０９４ ６１３３ ３３８７ ６２１８ ３４３４

建设用地 ７６７ ４２４ ８３３ ４６ ８５９ ４７４ ８７１ ４８１

水域 ２９７ １６４ ２９６ １６３ ２９５ １６３ ２９ １６

未利用地 ３８７３ ２１３９ ２０８１ １１４９ １６５ ９１１ １２６１ ６９６

正如表４所示，３０年来，榆林市生态建设效益明显。据测定，自“三北”防护林工程
实施以来，榆林北部沙区沙丘高度平均降低了３０％～５０％，年移动速度由５～７米降至
１６８米以下，每年浮尘扬沙天气由６６天减少至２４天。林网风速地降低 ２８８％ ～
４９４％，新增水土保持林２２４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２０２万 ｋｍ２，年输入黄河泥沙
减少２４亿吨。林业总产值由１９７８年的０８亿元增加到近１０亿元，农民年人均林业
收入由每年的２０元上升至２６４元。“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期间，共投入了１５３３万
个工日，平均每年解决２万人的就业。

随着生态环境的好转，榆林市的生态景观开始显现（见图８），草地、林地面积稳步
提高。

图８　治理后的榆林市沙地景观

２沙区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
几十年来，榆林市沙区建设始终将风沙治理与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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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态环境治理与产业结构调整、农民脱贫致富相结合。这样的治理，不仅为沙区提

供了良好的生态保护屏障，也同时推进了沙区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的快速发展。

榆林市现已建成红枣基地１５０万亩，山杏和仁用杏基地８０万亩，桑蚕基地４０万亩，沙
棘４０万亩，速生丰产林５万亩。全面实施现代特色农业专项工程，农业特色产业规模
覆盖率达到８０％，２００７年以来有六大类作物创３９项全国高产纪录，榆林市已成为全
国春玉米、马铃薯高产区和杂交玉米制种基地、全国马铃薯生产第三大市、全国重要的

小杂粮和红枣生产基地、陕西畜牧业和大漠蔬菜生产基地。

沙区广大群众通过防沙治沙，收入明显增加，生活明显改善，沙区群体既看到了沙

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希望，也坚定了防沙治沙的信心。“十一五”期间地区

生产总值达到１７５６６７亿元，人均ＧＤＰ跃居陕西省第一；２０１０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到５１１３元，增幅为２３２％，实现了防沙治沙和脱贫致富的双赢。沙区群体一改过去
“毁林开荒求温饱，造林伐木挣钱花”的传统做法，跳出越砍越秃、越牧越荒、越种越

穷，年年造林不见林的恶性循环怪圈，转向竞相承包、租赁沙地、多方筹资，积极开发治

理的新局面。

（二）榆林市沙漠化治理经验①

１强化领导责任
榆林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与恶劣环境抗争的斗争史。几十年来，榆林市党政领导

始终把生态建设放在第一位，将生态环境改善作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前提。广大

群众在市委、市政府的强力领导和科研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下，与风沙展开长期的斗

争。历届领导班子发扬“一任接着一任干，一级干给一级看”的接力棒精神，加强领

导，统一规划，抓典型，树样板，坚持不懈地抓好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带领全市广大干部

职工奋战在防沙治沙生产第一线，为全市生态环境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取得了显

著成效。

２创新机制，增强活力
榆林市在生态治理过程中不断创新和活化治沙机制，逐步形成了适合自身特点的

治理模式，遵循“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统一规划，综合治理”的原则，从单纯由政府组

织实施，转变为经济组织与政府机构引入竞争机制有效管理的组织模式。坚持“谁造

谁有，谁治理谁受益”和“五荒地承包拍卖治理”等一系列政策。认真总结和积极推行

治理项目和造林项目招投标，以合同形式明确管理者和治理者的责、权、利，改计划管

理为全程质量管理。特别是实行个人承包造林，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这一造林机制

的转变，把植树造林与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紧密结合起来，变“要我干”为“我

３２

① 本部分内容根据榆林市水务局提供的《榆林市防沙治沙成效显著》和《榆林市水土保持生态能源建设基

本情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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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干”。榆林市承包造林万亩以上的大户、企业有５０多户，经营面积１００多万亩，５００
亩以上的造林大户有６４８户，经营面积为８０９万亩，涌现出了治沙英雄石光银、牛玉
琴、杜芳秀等一大批模范代表人物。

在改变管理和经营模式的基础上，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防沙治沙，２００３年在
全市开展的“三个百树”造林活动，至今已建成植树基地２６５块，植树３５００万株，造林
成活率达９０％以上，吸纳社会各界捐资２５１万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３以点带面，全面推进
在改革治理政策和发动群众全员参与防沙治沙的过程中，通过抓不同层次、不同

类型的典型示范，推动防沙治沙工作全面发展。近几年来，榆林市出现了多个示范工

程，例如，榆靖高速公路绿色通道示范点，全长１１６公里，在公路两侧１～５公里范围内
采用人工、飞播方式，实行封育结合、乔灌合理配置的措施，成功建成了沿公路两侧范

围内６０万亩的高标准防风固沙带；绥德县建立了“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统一规划、部
门联合、综合治理、资金捆绑、规模建设、整体推进”的防沙治沙模式，把涉及农、林、水

等领域的资金整合为一体化，采用“各投其资、各负其责、各记其功”的原则，成功建成

了１０７ｋｍ２的规模大、质量高、效益好的模范林；横山县雷龙湾乡发明了“换土、深栽、浇
水、覆膜、套笼、生物防虫”六位一体的抗旱造林技术，成功栽培了２６０万株樟子松，一
次成活率达到９０％以上。
４依靠科技，提高造林成效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真理在榆林市防沙治沙工作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几

十年来，榆林市坚持科学治沙，始终将科技应用贯穿于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中，大力推

广实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搞好技术组装配套，重点推广了容器育苗、生根粉、覆

膜等适用实用技术。实施“科学治理，规模治理，依法治理，封禁治理”的原则。采用

了“前拉后挡”和“乔灌结合”，并通过实验筛选了适合于榆林市气候的沙漠植物羊紫、

籽蒿、花棒等品种，按照榆林区域特点，确立“全封、远飞、近造”的林业工作思路，即全

面封禁，大沙和远沙地区进行飞播造林，交通方便、水分条件较好地方进行人工造林，

以绿色通道（公路、铁路沿线）和绿色长城（古长城沿线）为建设重点，按照“灌为主、针

点缀、乔搭配”的配置模式，基本建成了“点─线─面、乔─灌—草”相结合的防护林体
系。在造林过程中，严把规划设计、种苗、栽植、检查验收四道关口，确保林业工程建设

的质量。截至２０１２年底，榆林市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２１９３７ｋｍ２，达到５８３７％，使
全市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５治理与生产相结合
几十年来，榆林市坚持治理与开发并重的原则，把沙区治理与经济发展、助农富农

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沙区治理的同时，发展旅游、林业、药材等富民项目。２００４
年，榆林市仅沙漠旅游收入就达到近４亿元，林果业立体开发，种植、饲养、加工、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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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药材等多种经营收入５５００万元，沙区优势资源得到进一步合理开发。目前，全
市从事沙产业的企事业单位有１５０多家，年产值达４８亿元，从业人员多达１０余万
人，充分调动了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在富民的同时，生态环境得到治理。

（三）榆林市沙漠化治理展望①

榆林市市委、市政府面对取得的治沙成就，不骄傲、不自满，在“十二五规划”中提

出了扎实推进生态建设，构建生态屏障的目标，具体措施包括：全市造林保存面积达到

２４００万亩以上，林木覆盖率达到３６７％，力争建成两个国家级生态县和一批生态村；
加强特有、珍贵野生动植物物种和湿地保护，建成２０个县级以上自然保护区，保护区
总面积达到６６０万亩，提高到国土面积的１０％；启动市、县、乡、村四级预防监督管护
网络，强化退耕、禁牧、封育工作，促进生态自然恢复１万ｋｍ２，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
恶化的趋势；继续抓好小流域综合治理，推进横山、米脂国家级黄土高原综合治理示范

县建设，实施水土保持、小流域坝系、林草措施相结合的国家重点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工

程；启动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拦沙工程，大力建设淤地坝，加快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减

少入黄泥沙；实施无定河等列入全国水土保持重点预防保护区的自然修复工程，加快

清洁型小流域示范区建设，５年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６０００ｋｍ２。榆林市制定的全市
林业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种草，治理水土流失和防治沙漠化运

动，到２０５０年，使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４０％，有效遏制沙化土地扩展，降低风沙危害
程度，建成比较稳定的区域性防护林体系；全市生态环境明显改观，水土流失面积基本

得到治理，建立起适应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系统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

体系，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农、林、牧业协调发展，基本实现环境优美、经济

发达、人民生活富裕、山川秀美的人居环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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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榆林市荒漠化状况及其治理调研小组在校工会的组织和领导

下，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８～１４日赴陕西省榆林市对该地区土地荒漠化状况及其治理情况
进行了实地调研。本次调研活动，受到榆林市水利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局领导和相关
部门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榆林市土地荒漠化的成因和历史过程，重点介绍了几十年来榆
林市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与风沙做斗争的历史、措施和防沙治沙取得的显著成
效，并提供了大量翔实资料。在此基础上，调研小组到补浪河治沙女民兵连进行了实
地考察，进入沙地详细观察了沙地植被的恢复状况，并走入沙地农户家中询问农户的
林地承包、动物饲养及家庭收入等详细情况，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在此，对榆林市
水利局、补浪河治沙女民兵连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对研究报告中参考、引
用的文献作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６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