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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策勒沙漠研究站建站40周年学术研讨会
暨策勒县生态屏障绿色长廊建设动员大会召开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李利富 米

日古丽）10月3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新疆
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策勒沙漠研究站建站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策勒县生态屏障绿
色长廊建设动员大会在策勒县召开。

会上，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二级
巡视员潘兵，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新疆分院院长肖文交，中国生态系统研究
网络综合中心副主任刘宇，中国科学院新
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张元明，
策勒县委书记贺山峰分别在会上致辞。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
究员、策勒沙漠研究站站长曾凡江向大会
作了建站 40 周年工作专题汇报。中国科
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李新
荣，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
究员田长彦，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
源研究院研究员赵文智，中国科学院沈阳
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郑晓，中国科学院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荒漠
绿洲生态建设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徐新文，
中国林科院三北工程研究院副研究员崔桂
鹏等科研人员分别作了相关的学术报告。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
究员、副站长李向义说：“策勒沙漠研究站
成立40年以来，经过几代科学家的努力，

在防沙治沙生态环境建设、绿洲农田高产
技术等综合治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
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自治区科技进
步奖等一大批的奖项。通过沙漠化治理，
策勒沙漠前沿 38 个村被流沙威胁的现状

得以改善，策勒县沙漠化治理技术方案模
式被推广应用到国内外广大地区。经过一
代代科学工作者的科研工作，经过40年的
发展，策勒沙漠研究站已经建设了相对完
整的科研平台，培养了一大批国内外的博

士、硕士研究生。我们有信心，未来在和田
地区和策勒县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策勒沙
漠研究站越建越好，在沙漠化防沙治沙方
面作出更大贡献。”

会上，策勒县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
策勒沙漠研究站签订了策勒荒漠化综合防
治框架协议。策勒县人民政府与山东土地
集团签订了策勒荒漠化综合防治框架协
议。

策勒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杨生清在
会上作了《策勒县荒漠化综合防治“三大生
态屏障、三条绿色长廊”重点生态工程十年
规划》说明。

策勒县委主要领导就策勒县“三大生
态屏障、三条绿色长廊”重点生态工程作了
动员部署。

下午，与会人员来到“三条绿色长廊”
植树点位和风口生态屏障区查看植树造林
和推进荒漠化综合治理防治情况。随后到
新疆沙漠枣业防沙治沙点、策勒县红柳大
芸种植基地、中国科学院策勒沙漠研究站
了解防风治沙情况以及带动当地农民就业
增收情况。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家部委 1 人，特
邀科研专家52人，山东省2人，自治区相关
厅局3人，和田地区6人。

策勒县启动“三大生态屏障、三条绿色长廊”重点生态工程
计划10年时间建设约12万亩生态屏障

新疆日报策勒10月31日讯 （石
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谢慧变）记者从
10月31日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策勒沙漠
研究站建站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策勒
县生态屏障绿色长廊建设动员大会上获
悉：策勒县规划建设“三大生态屏障、三
条绿色长廊”重点生态工程，用 10 年时
间，在亘古沙漠筑起生态屏障和绿色长
廊，预计到 2032 年，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到2.5%以上，绿洲森林覆盖率达到50%
以上。

策勒县委书记贺山峰介绍，策勒县
生态环境先天脆弱，被五大风口包围，历
史上曾因“风吹城跑”三次搬迁县城。上
世纪 80 年代初，流沙逼近策勒县城 1.5
公里处，沙临城下的局势使得策勒绿洲
再次告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科学院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策勒沙漠研究站
成立。

40多年时间，经过策勒沙漠研究站
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及策勒县各族人民
的共同努力，策勒县森林面积从12.7万

亩增加到 102.25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0.24%增加到2.16%，县域生态环境和人
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实现了从沙进人
退到绿进沙退，再到人沙和谐的历史性
转变。

贺山峰介绍，策勒县沙化土地面积
大、程度重、治理弱、易反复的情况尚未
改变，特别是近几年，受气候变化异常影
响，防沙治沙工作形势依然严峻。

正因如此，策勒县规划建设“三大生
态屏障、三条绿色长廊”，“三大生态屏

障”，即围绕2号、3号、4号风口，利用植
树和工程固沙的方式，建设约12万亩绿
色生态屏障。“三条绿色长廊”，即在国
道、高速、铁路策勒段道路两侧各种植
50米宽，总长约322公里的生态防护林。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策勒县人民政
府分别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
究所策勒沙漠研究站、山东土地东方发展
集团分别签订荒漠化综合防治框架协议。

山东土地东方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建华说，公司和策勒县人民政府合
作，在策勒县大面积推广种植文冠果，既能
防沙治沙，又能实现较好的产业效益。

记者了解到，文冠果属于药食同源
植物，其叶、花、果、种都是宝，在医药、健
康方面均有应用。此外，文冠果抗旱、抗
寒、耐盐碱，适应范围广，适宜在沙区大
规模推广种植。

策勒县生态屏障绿色长廊秋季植树造林活动拉开序幕
地区融媒讯 （通讯员 袁军）为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荒漠化综合
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策勒县
荒漠化综合防治，10 月 31 日，策勒县
2023 年生态屏障绿色长廊秋季植树造
林活动在策勒县高速公路匝道和策勒乡
北部4 号风口植树点同时拉开序幕，在
亘古沙漠筑起生态屏障和绿色长廊。策
勒县广大党员干部，各乡镇、街道群众积
极参与，吹响了植绿号角。

在植树点，干部群众挥锹铲土、扶
苗踏实、栽树浇水……大家分工协作、
配合默契，经过共同努力，一排排新栽

的苗木迎风挺立。
据了解，策勒县荒漠化综合防治规

划将围绕2号、3号、4号风口，利用植
树和工程固沙的方式，建设“三条绿色
长廊”，即在国道、高速、铁路策勒段
道路两侧各建设生态防护网体系。同
时，发动干部群众采取补植补造、退化
林修复、围栏封育、引洪灌溉、病虫害
防治等方式，应植尽植，扩大植被覆盖

率。
“在活动开始前，我们就做好了充足

的准备，根据种植区域土壤条件，统筹考
虑经济成本和美观性，因地制宜，选择多
种树种，并派出林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
指导，严格栽植标准，提高树苗成活率。”
策勒县林草局技术负责人图松江说，“秋
季植树天气凉爽，有利于提高苗木成活
率，促进苗木茁壮生长。”

近年来，策勒县牢固树立“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牢牢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大力
实施造林绿化工程。“三条绿色长廊”
重点生态工程的建设，将不断提升策
勒县林木的整体覆盖面积，打造宜居
宜业的美丽策勒，以生态振兴推进乡
村振兴。

四十年沧海桑田，一代代策勒人
战天斗地与沙海进行着顽强斗争。
从昔日的“沙进人退”到现在的“人进
沙退”，如今的策勒大地，一处处村庄
被绿色环绕，自然生态环境越来越
好，当地农牧民也依靠防风治沙和科
技转化走上了致富道路。

策勒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
缘，几十年前，这里曾一度被沙漠吞
噬，策勒县被迫三次搬迁。为减轻风
沙带来的危害，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
与地理研究所一批批科研人员来到
这里，建起了沙漠研究站，开始了与
沙漠的较量。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
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策
勒沙漠研究站，在风沙危害治理以及
荒漠化植被修复方面取得了多项成
果。从刚建站时，沙漠距离策勒县城
仅1.5公里，到现在流沙前沿已经退
后8公里，并且通过科研成果带动了
农牧民增收致富。

在策勒沙漠研究站几代人辛勤
科研成果普及推广下，策勒县策勒乡
西北靠近沙漠边缘的村庄，都被人工
林、灌木林、骆驼刺、红柳、梭梭等绿
色植被以及农田所覆盖。在治沙站
周边，防护生态植被林系统覆盖了防
风固沙林、农田防护林、水土保持林、
水源涵养林等。这里还搭建了防护
林塔基日光诱导叶绿素荧光观测研
究平台，拥有标准气象观测场等设施
设备。

策勒沙漠研究站建站 40 年来，
开展沙漠植被防护以及防护林学相
关的研究。从这里走出去的一代代
科研工作者，他们投身沙漠植被与防
风林科研，从而使策勒县实现了从沙
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格局。在此基
础上，科研人员进一步将沙漠前沿的
防沙体系丰富完善为沙漠—绿洲过
渡带综合防护体系，并在过渡带建立
了“粮、棉、果、桑、草”立体农业体
系。在近万亩试验示范区中，小麦单

产提高 65%，棉花单产提高 48.4%。
策勒沙漠研究站加快了推进科技成
果的转移转化，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
力。

策勒沙漠研究站工作人员托合
提日介普·图尔荪说：“我是策勒县策
勒乡托帕艾日克村人，这里以前自然
条件很差，刮风多，基本上是一个星
期有四五天刮沙子。以前我家的农
作物玉米、棉花、小麦就是因风沙伤
害，产量一直不高。策勒沙漠研究站
成立后，开始种植防沙、治沙植被，流
动沙丘固定了，风沙天气也减少了，
农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种植的粮食
产量逐年提高。以前搬走的农民，现
在又搬了回来，他们种植红枣、核桃、
棉花，然后再养羊、养牛，大家的生活
越来越好了。”

如今，在策勒沙漠研究站科研成
果推广下，策勒县曾经险些被沙漠吞
噬的村庄周围，大都被绿树环绕，处
在风沙前沿的38个自然村生态环境
逐渐好转，当地农牧民还通过种植经
济林等生态产业，走上了致富路。在
沙漠研究站的帮助下，策勒当地形成
了独特的防风治沙体系：沟河堤坝在
最前端拦截流沙；低矮灌草紧随其后
就地固沙；人工灌木林、窄带多带防
风林对风沙进行双重阻截；经济林果
带调节气候，助力当地农民增收，改
善了人居环境，实现了人与沙漠和谐
相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

策勒沙漠研究站副站长薛杰说：
“策勒沙漠研究站建站以来，历经四
代科研人员的努力，围绕科学防沙治
沙，再到科学用沙，已经筛选出防沙
治沙植物二十多种，恢复绿洲边缘天
然植被 25 万亩，风沙前沿后退 8 公
里，风沙天气由原来的 270 天，下降
到现在的 126 天。实现了从沙进人
退，到人进沙退，再到人沙和谐的历
史性转变。”

潘宝民 李利富 张廷为 郭东风

四十年治沙路：

昔日黄沙遍地 今朝绿树成荫

策勒县域边缘的防沙治沙屏障策勒县域边缘的防沙治沙屏障（（1010月月3030日无人机摄日无人机摄）。）。本版图片由策勒县委宣传部提供本版图片由策勒县委宣传部提供

10月30日，策勒沙漠研究站工作人员取土采样，分析骆驼刺根部水份状
况。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策勒沙漠研究站俯瞰图。

10月31日，中国科学院策勒沙漠研究站建站4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策勒县生态屏
障绿色长廊建设动员大会现场。

策勒沙漠研究站工作人员向参会人员介绍防沙治沙植被。 策勒县人民政府与山东土地集团签订策勒荒漠化综合防治框架协议。

1010月月3131日日，，在策勒县高速公路匝道植树点在策勒县高速公路匝道植树点，，秋季植树造林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秋季植树造林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