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暖花开的季节里，走进建
平县红山街道杨杖子村矿山复
绿项目现场，一片盎然绿色映入
眼帘，一排排新栽下的树苗为棕
色的矿坑增添了勃勃生机，昔日
岩体裸露、砂石遍地的破败景象
已不见踪影。

2022年9月，建平县对这片
区域进行治理，通过地质灾害
隐患治理、采坑治理、固体废弃
物堆放场治理、场地平整、客土
及植被恢复等多项工程和生物
措 施 ，治 理 后 恢 复 土 地 面 积
320.1亩，栽植各类树木合计6.3
万株。

这是建平县开启矿山复绿
行动的一个缩影。

要 整 治 ，摸 清 家 底 是 前
提。建平县开展废弃矿山图斑
（包括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图斑
和有责任主体的废弃矿山）现
状调查工作，摸清和掌握全县
废弃矿山图斑现状，为历史遗
留废弃矿山科学合理治理提供
基础数据保障。建平县在国家

“双重规划”中的“北方防沙带”
区域内，废弃矿山图斑共 1158
个，面积47178.26亩。

为解决矿山生态修复历史
欠账多、现实矛盾多，投入不足，

“旧账”未还、“新账”又欠等突出
问题，建平县扎实推进废弃矿山
恢复治理工作，制定了《建平县
废弃矿山复绿新突破三年行动
计划》，成立了领导小组，制定了

复绿计划。2022年实施闭坑矿
山治理恢复项目区块 14 个，治
理面积 1264.44 亩，目前已经完
成 复 绿 面 积 967.98 亩 ，植 树
100.4 万株，该项目已通过省厅
验收。2023年治理废弃矿山区
块13个，面积1779亩，目前已完
成全部土石方工程开始复绿，11
月末工程全部完工。

一座座伤痕累累的山体，正
恢复绿树葱茏。破损山体整形、
采坑回填、堆放场削坡、修挡土
墙、修截排水沟、客土树木栽植、
播撒草籽、场地清理、土地平整、
地面翻耕、警示牌、管护……废
弃矿山重焕生机与活力。项目
完工后基本解决地质灾害风险
隐患、地貌景观、土地资源植被
的损毁和破坏、含水层破坏、水
土污染问题。

目前，建平县正在进行储备
林和碳汇项目的前期规划调查，
下一步，将加大社会资本投入力
度，发展光伏治沙，不仅要缚住

“黄龙”，更要“点沙成金”、变废
为宝。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在
防沙治沙的战场上，建平人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挺身向前，誓叫山河披锦、沃野
生金。

这是一座绿色长城，更是一
座精神丰碑。

李红霞

看山
从矿山复绿到生态恢复

“无风遍地沙，有风不见家，狂风加干
旱，一年种几茬。”对生活在科尔沁沙地南
缘的建平人来说，这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
道尽了曾经的建平生态困境，诉说着往日
的风沙之害。

答卷，写在绿水青山间。自开展三北
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以来，建平县在生态
基础脆弱的情况下累计完成三北防护林工
程312.6万亩，县域生态环境和小区气候明
显改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现象得到有效
遏制。

画卷，铺展万里河山处。尽管防沙治
沙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然任重道
远。目前，全县还有沙化面积46.4万亩，荒
漠化面积274.6万亩，分别占全市总面积的
79.45%和36.98%，覆盖范围广、位置偏僻、
交通不便、治理难度大。

到2025年，完成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和
荒漠化综合防治行动任务83.27万亩（次）。
到2030年，完成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和荒漠化
综合防治行动任务123.7万亩（次）。

方向既定，三军疾行。
建平县沙化荒漠化土地分布在 27 个

乡镇场街，属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攻坚区和
荒漠化综合防治区。建平县开展了植被综
合盖度精准提升等“六大工程”22 类具体
项目。在整体规划上，围绕“三趟川”打造

“三个带”。即围绕哈河川、蹦河川、凌河
川，打造沿河护岸防护林带、农田防护林网
格带和山地丘陵区林草综合稳固带，建立
防沙治沙多重防线。在区域布局上，打破
乡、镇、村行政界线，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
主，形成区域化、规模化、集中连片的治理
模式。在具体措施上，重点实施植被综合
盖度提升、沙化耕地精准治理、小流域综合
治理、废弃矿山修复等工程，坚持因地分
类，综合施策，做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统筹兼顾。

忙起来、动起来、干起来！
一方面，积极向国家、省、市相关部门

争取防沙治沙项目和资金支持。克服县级
财力不足的困难，确保地方配套资金及时
足额到位。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防沙治
沙项目，动员群众开展公益性生态保护活
动。另一方面，全面落实《朝阳市科尔沁沙
地歼灭战和荒漠化综合防治行动》方案确
定的建设任务，紧盯沙化荒漠化土地范围
内的铁路、公路、河流、城镇、村庄、厂矿、耕
地、荒山等重点，加大治理、修复和保护力
度。坚持“任务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
具体化”，抓好项目实施。

建平县坚持系统治理与严格保护同步
进行，加强沙化荒漠化土地的开发利用和
监督管理。强化执法队伍建设，加大执法
检查力度，持续打击非法采矿、违法占地，
严禁滥开垦、滥放牧、滥砍盗伐等破坏植被
行为。切实发挥好乡镇林业站和护林员的

“前哨”“探头”作用、应急管理平台和森林
草原监测预警平台的远程监控作用，畅通
群众举报渠道，加强日常监管巡护，全力防
范森林草原火灾，及时开展病虫害防治。
做好宣传引导，提升群众生态文明意识，全
面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合力。

行动
系统治理与严格保护
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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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号角，再次吹响。
9月7日，朝阳市防

沙治沙工作推进会议召
开。建平县地处科尔沁沙

地南缘，是阻止科尔沁沙地南侵的北
大门，也是朝阳市防沙治沙重点县。

新一轮生态文明建设大幕开启！
提高认识，坚定信心——
建平县坚决扛起筑牢生态安全

屏障的政治责任，充分认识做好防沙
治沙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打好打
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已成为全县上
下铭刻于心的共识和追求。

凝聚力量，一往无前——
年初，建平县召开县委常委会、

县政府常务会等专题会议进行安排
部署，成立县防沙治沙领导小组，领
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构建“政府
主导、项目支撑、社会参与、群众支
持、群策群力”的防沙治沙工作体
系。围绕目标任务清单，制定路线
图、时间表。

攻坚克难，精准施策——
建平县明确：统筹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持
科学绿化，围绕“三趟川”打造“三个
带”，建立防沙治沙多重防线。

总有一段征程让人刻骨铭心，总
有一种力量让人激昂振奋。

缚黄龙、筑屏障、建家园，建平县
以更高站位、更大格局、更宽视野，在
科尔沁沙地南缘筑起“绿色长城”，用
恢宏大气的写意之笔，在山水之间挥
毫泼墨，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向绿而行
的新画卷。

核心
提示

勇扛生态责任 筑牢“绿色长城”
——建平县全面打响防沙治沙歼灭战纪实

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升
水土保持功能，是防沙治沙工作
中一项重要内容。

一 方 好 山 水 ，满 眼 皆 覆
绿。在建平县杨树岭乡套卜河
洛村，山上长满绿油油的油松，
天空澄碧，远山含黛，生态美景
尽收眼底。“这里原来是一片荒
坡、荒山，现在全部种上了油
松，特别是今年还对套卜河洛
河进行了综合治理，环境越来
越好了。”村民韩志刚说。

韩志刚所说的套卜河洛河，
就是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
平县三义号河等 4 条小流域综
合治理项目中的一个。这 4 条
小流域内侵蚀沟分布广泛，坡耕
地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存在未得
到治理的荒山、坡耕地，未得到
保护的疏林地。严重的水土流
失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土地蓄水
保土能力降低，抵御自然灾害能
力低，农业生产水平低，土壤肥
力下降，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在
降水作用下，河道淤积，河床抬
高，严重威胁村庄、道路、农田的
安全。

治理一方水土，改善一方环

境，富裕一方群众。
今年，建平县对建平镇三义

号河、郑营子河、扎兰营子河源
头小流域和杨树岭乡套卜河洛
河 4 条小流域进行综合治理。
这些地区为低山丘陵山区，农业
以粮食生产为主。4 条小流域
总面积 73.95 平方公里，其中水
土流失面积31.77平方公里。在
治理过程中，本着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并举，修建梯田、生产道
路，建围栏、公示牌等，现已完成
综合治理面积 25.59 平方公里。
项目实施后，水土流失得到有效
控制，土壤养分和水分得以保
持，涵养了水源，调节了区域气
候。小流域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全部发挥效益后，每年增产粮食
136.62万公斤，每年可产生直接
经济效益327.89万元，可增加蓄
水量 86.46 万立方米，年保土量
5.95万吨。

建平县通过小流域的水土
保持治理，使流域内生态环境得
到改善，蓄水保土效益明显，减
少流入河道的泥沙。同时，促进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使人民的生
活水平得到提高。

看水
从流域治理到环境改善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绕不开沙化耕地治理。

建平县耕地面积 298 万亩，农
业人口 45 万人，人均耕地 6.6 亩。
常年种植粮食作物 250 万亩，是辽
宁省粮食主产区之一，国家级产粮
大县。

黑土地是建平得天独厚的优
势，全县目前仍有沙化耕地82616.9
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2.8%。

今年，建平县以沙化耕地治理全
覆盖为目标，通过实施农田防护林
网、高效节水灌溉等建设项目，提升

防护效能，改善灌溉条件。采用保护
性耕作、地膜科学利用回收、耕地轮
作等农艺措施，促进沙化耕地治理。

建平县充分利用农村道路、沟
渠、田坎等现有空间新建和完善农
田防护林网。在风沙等灾害严重的
重点区域，通过适当调整土地利用
类型和优化用地布局，按照相关标
准合理规划建设农田防护林。对国
有林场所属的耕地，率先营造、完善
农田防护林网。对具备灌溉条件的
沙化荒漠化耕地，统筹规划农田防
护林配置，积极推动农田防护林试

点示范，制定农田防护林保护修复
计划，逐步完善农田防护林体系，稳
步提升农田防护林质量。

“用秸秆给土壤做‘被子’，地更
有‘劲儿’了，多亏了保护性耕作项
目。”看着自家的一片土地，沙海镇
新店村王大爷满脸笑容。

让沙化耕地变成黑土地、变身
新粮仓。

建平县对沙化耕地种植玉米、
杂粮、大豆等作物地块，通过秸秆大
量、部分或者少量覆盖还田，进行免
（少）耕播种作业。开展保护性耕作
既提高了秸秆利用水平，也增加了
土壤有机质含量。该县把地膜科学
利用回收工作作为减少农业面源污
染、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绿
色可持续发展、推动“三农”的重点
工作来抓，加大对沙化耕地地膜覆
盖支持力度，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
地膜，在作物生长季减少风沙对土
壤的侵蚀。在耕地轮作项目方面，
加大对沙化耕地轮作支持力度，推
行薯类、杂粮杂豆、大豆、玉米等作
物轮作，统筹推进地力提升和粮食
安全。同时，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限
制和禁止区域以外耕地，在具备灌
溉水源的永久基本农田，建设高效
节水灌溉设施。

省市下达建平县 2023 年沙化
耕地精准治理任务 3 万亩，目前已
全部完成，正在开展明年4.2万亩任
务的落实工作。

看田
从沙化耕地到肥沃黑土

初冬，进入建平县北部老官地
镇，顺着一条小路拐上一个小山坡，
极目远眺，漫山遍岭新挖树坑蔚为
壮观，依稀可见劳动者的身影。同
样，相距不远的烧锅营子乡，站在燕
长城遗址上，虽冷风呼啸，但此时山
坡上钩机铲车往来穿梭，整地工作
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是沙进人退，还是人进沙退，站
在此间的最终“裁决者”唯有林地。

年初，建平县统筹落实“三北”工
程六期、中央财政造林补助项目等重
点工程，大力推进辽西北防风治沙固
土三年攻坚行动等“绿满朝阳”工
程。将造林工作纳入林长制考核，责
成林草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分片进行
技术指导和督导检查，严抓造林质
量。造林工程严格执行《全国造林技
术规程》要求，做到按地块规划、按规

划设计、按设计施工，保证造林工程
达标。科学选用苗木，全部采用Ⅰ级
苗木，并具备“三证一签”。严格技术
规程，充分运用综合抗旱节水技术。
落实管护责任，严防人畜破坏，并适
时进行补苗补水。

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如何提升
植被综合盖度？

建平县提升退化林防护效能和
植被综合盖度，区别退化程度和成
因，通过补植补造、栽树（灌）种草等
措施，构建针阔混交和乔灌草相结
合的立体化修复模式，增强森林碳
汇能力，实现森林资源质量和生态
系统稳定性稳步提升。

该县提高植被综合盖度和改善
森林质量，坚持乔灌草相结合，采用
人工造林、封山育林、飞播造林、森林
抚育等措施，合理配置林草植被类型

和初植密度，鼓励低密度造林和冠下
种草，优先选用耐干旱、耐瘠薄、抗风
沙的乡土树（草）种，积极营造混交
林，大力发展节水林草，推广应用蘸
泥浆造林法等沙地实用造林技术。

在提高草原生产力和草原植
被综合盖度方面，建平县按照草
原地带分布、植被组成、气候特
点、退化程度等，通过草原改良、
人工种草、有害生物防控等措施，
积极推进草原生态修复和有害生
物防治，促进草原植被恢复，提升
草原生态系统功能，保障草原生
产生态安全。

植一棵树、造一片林、筑一道屏
障、增一抹绿意。

今天，我们赞赏建平的作为，为
那里正在进行着的生态建设工程和
莽莽苍苍庇佑我们的防护林带喝彩。

看林
从植树造林到立体修复

建平县黑水林场马架子工区内，树成行，林成网，形成了一道防风
固沙的“绿色屏障”。 本版图片由建平县委宣传部提供

今年治理完成的建平镇郑营子河小流域（郑营子河片区）。

黑水镇沙化耕地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示范地块。 建平县对位于红山街道杨家杖子村的废弃铁矿山实施复绿。

老官地镇上地村周边的土石荒山披上了绿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