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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灵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引领。北疆文化是内蒙
古区域文化的科学凝练，也是内蒙古各族人民
的心灵故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
要思想，将打造北疆文化品牌作为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文化建设的总抓
手，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贡献内蒙古力
量、展现内蒙古担当、呈现内蒙古风采。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进北疆文化建设的逻辑理路

理论逻辑。中华民族是古老的民族，具有
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
史。距今360万年前，青藏高原整体快速隆升导
致三级阶梯式地貌出现，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
交接处形成了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
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迥
异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生活
方式，形塑了中华先民殊异的心理特征、思维模
式、性格气质，原生民族和民族文化随之萌发，
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初见端倪。在漫长的岁月
里，各民族为生存发展需要，不断拓展活动空
间，产生了大量经济交流、社会交往、语言沟通，
逐渐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
局面。这一过程，促进了民族间的社会交往，强
化了民族间的情感交流，使地缘相近的民族文
化逐渐趋同，孕育了江淮文化、齐鲁文化、燕赵
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
化。最终，不同民族文化、区域文化持续交流涵
化，万涓成水、万流归海，融聚成集农耕文化、草
原文化、海洋文化等于一体的中华文化。梳理
中华文化形成脉络，分析中华文化体系建构，不
难看出区域文化发挥着上承中华文化、下接民
族文化的重要作用。中华文化并非区域文化的
简单堆叠，但离开任何一个区域的文化都将不
再完整。北疆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都是中华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北疆文化建设好，就是内
蒙古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的实际行动，就是内蒙古对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的最大贡献。

历史逻辑。相较于大部分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而言，内蒙古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
为广泛、更为频繁、更为直接，多民族、大融合的
特点在内蒙古极为鲜明。中国400毫米等降水
线横跨东北与西南，将两侧分成了截然不同的
景象，也使两侧形成特点鲜明的农耕民族与游
牧民族、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展开历史画卷，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时而金戈铁马、对冲厮杀，
时而自由贸易、互通有无，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昭君出塞和亲到匈
奴内迁归汉，从汉武帝经略北疆到忽必烈建立
空前大一统的元朝，从明末清初“旅蒙商”北上
探路到清末民国内地民众“走西口”……不同民
族的互融互通从未停滞，各种文化的互学互鉴
亦未中断。内蒙古大地上先后活跃着匈奴、东
胡、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
满、汉等民族，广袤的土地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
融提供了辽阔场域，也使得各民族文化如繁星
遍布、各放异彩。特别是近代以来，面对国家蒙
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空前危机，内蒙古各
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为摆脱阶级压迫、
争取民族解放不懈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建立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为维护国家
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
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
策光辉照耀下，始终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赢得并长期呵护了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
誉。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各民族分布上交错
杂居，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
上相互亲近。北疆文化正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滋养下、在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熔
铸中、在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演进
里孕育形成的，其形成演进生动展现了中华文
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我们建设
北疆文化，正是对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
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
伟大精神的有力追溯和有效传承。

现实逻辑。对一个地方来讲，以什么样的
区域文化示人，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近年来
很多省份都愈加重视培树区域文化标识、打造

区域文化品牌，如山东省大力实施齐鲁优秀文
化传承创新工程，四川省着力提升巴蜀文化知
名度美誉度，湖北省持续打造荆楚文化品牌，等
等。内蒙古一直用草原文化标识区域文化，存
在诸多片面性和局限性。草原文化难以体现内
蒙古区域文化的独特性，因草原并非为内蒙古
所独有，青海、新疆、西藏等地都有草原，都不同
程度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草原文化也难以体
现内蒙古区域文化的包容性，因内蒙古地域辽
阔、民族众多、文化多样，不仅有草原文化，还有
农耕文化、森林文化；不仅有蒙古族文化，还有
回族文化、满族文化等。草原文化还难以体现
内蒙古区域文化的时代性，因其产生于数千年
前，易使人们将其与“古老”、“传统”等特征和

“游牧”、“骑射”等意象联系在一起，而忽略了内
蒙古正在加速奔向现代化这一事实。草原文化
更不足以准确概括蒙古族文化，因蒙古族分布
在内蒙古乃至全国各地，不仅从事牧业还有很
多人从事农业、工业、服务业，不仅生活在牧区
还有更多人生活在农区和城市。因此，对内蒙
古区域文化作出更加科学的概括提炼势在必
行。北疆文化融红色文化和草原文化、农耕文
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等于一体，把北疆文化
作为内蒙古区域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充分展
现了内蒙古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全面涵括了
内蒙古多元的民族文化样态，更加凸显了内蒙
古光荣的革命历史和鲜明的红色印记，充分凝
结了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
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
同、情感认同，熔铸了各族人民共同建设伟大祖
国、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家
国情怀，必将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化浸
润下更加牢不可破、坚不可摧。北疆文化以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共同弘扬蒙古马
精神和“三北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基本内容，是与时俱进的文化，将随着时代发
展不断吸纳新元素、注入新内涵。把北疆文化
作为内蒙古区域文化的“新名片”，充分体现了
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的结合，必将更加全面
立体地承载内蒙古各族人民的集体记忆，全面
立体地展现内蒙古恢弘大气、日新月异的地区
形象。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进北疆文化建设的价值归路

以增强各族人民文化认同为出发点。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
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对中华文化的
强烈认同，凝聚了各民族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
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把内
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
民族。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
工作的重要原则，也是推进北疆文化建设的根
本标尺，必须把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作为北疆文
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引导各族人民树立正确
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表
层维度，要着力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特征的
认同。符号是民族文化最为直观、最易感知的
表征，是表达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对形塑文化
认同发挥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重要作用。
要广泛树立和突出长江、黄河、秦岭等中华地理
符号，传统节日、典礼仪式、古圣先贤等中华人
文符号，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华艺术符号，以及
天安门、故宫、长城等中华建筑符号等，多方式、
多渠道、多角度展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多
元一体。要将中华文化符号全方位嵌入各类博
物馆、图书馆、展览馆、美术馆等，全方位融入各
级校园教育和社区建设，切实提升中华文化符
号的吸引力影响力。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
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其推广和普及除了具有提
高各族人民科学文化水平和促进各地区经济社
会交流等现实功能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功
能便是其所体现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象征
符号功能。要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大力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确保各民族青
少年掌握和使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语言
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同时，在突出中
华文化符号前提下，因地制宜、合理运用蒙古
文、蒙古包、马头琴、哈达等别具特色的内蒙古
区域文化符号。中层维度，要着力增强各民族
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要突出树立国旗、国
歌、国徽等国家象征，大力宣传宪法和法律，大

力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等国家政治制度，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和法治精神，进一步增进各民族对国家象征、国
家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认同。要持续加强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
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夯实各族人民国家认同
的思想和情感基础。深层维度，要着力增强各
民族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认同。文化认同归根结
底是要回答自我与内心、个体与群体、历史与未
来这些“终极之问”，其最深层内核是价值观。
要坚持不懈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宣传教育，广泛开展接地气、有生气
的宣传宣讲，使其直抵人心、塑神铸魂。要广泛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以伟
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持续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深入推进移风易俗，扎实推进诚信建设，引导各
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
代化迈进。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各族人民日用而不觉
的精神滋养和行为准则。同时，增强中华文化
认同要坚持科学态度和正确方法，做到绵绵用
力、久久为功。增强共同性并不意味着要否认
差异性，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本民族文化并育
而不相悖，既要避免过分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
差异性、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也要避
免刻意排斥少数民族文化。

以促进各族人民水乳交融为着力点。在长
期交往中，内蒙古各族人民始终手拉手、心连
心，形成了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涌现了
无数手足相亲、互帮互助的佳话，不断谱写着平
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新篇章。
尽管历史上有过一些曲折、工作中走过一些弯
路，但内蒙古民族团结的大环境没有变，各族人
民心向党、心系伟大祖国的真挚情感没有变。
要通过北疆文化建设，引导各族群众以正确历
史观铸牢文化观、引领民族观、拱卫国家观。一
要加强研究阐释，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有形可依。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
题研究，科学揭示和系统阐发中华民族形成发
展的道理、学理、哲理。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加强红山文化研究，加强文物、古籍、非物
质文化遗产等研究，以物证史、以史增信，增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信度，活化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历史场景。探寻和整理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贯通长时段、广视域的历
史考察，深入分析“四个共同”的深刻内涵，引导
各族人民不断深化对“三个离不开”、“五个认
同”的认识和理解，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
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二要挖掘历史记忆，让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感可悟。讲好“克
服困难捐粮畜”、“三千孤儿入内蒙”、“最好牧场
为航天”、“齐心协力建包钢”等民族团结佳话，
全景式展现内蒙古各族人民为建设伟大祖国、
建设美丽家乡而守望相助的拼搏历程，充分阐
释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
的生动史实，让各族群众真切感受到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就是在祖祖辈辈的血液中流淌着
的，是充盈在工作生活方方面面的，使“不分‘你
的’、‘我的’、‘他的’，统统都是‘我们的’”成为
共识。三要重视情境体验，让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有效可见。常态化开展“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群众教育实践活动，从日常生活的
细微变化入手，给群众讲好幸福生活从哪里来，
让群众认识到内蒙古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水平、
各族群众能有今天这样的幸福美好生活，都是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中实现
的。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融入各类
展陈展馆展示展览、公共文化设施、城市标志性
建筑、旅游景区景点之中，通过开展沉浸感、体验
式、互动性等特征的活动，帮助各族人民不断加
深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解。

以激励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为落脚点。推进
北疆文化建设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文化本身，更
在于把从北疆文化中萃取的精华、汲取的能量
转化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磅
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提出了内涵十
分丰富的“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
罢休”的蒙古马精神，2023年又勉励我们大力弘
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的“三北精神”。这两种精神作为北疆文化的深
层内核，都强调干劲、拼劲、韧劲，既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内蒙古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宝贵
品质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内蒙古奋力书写中国
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深情勉励。这两种精神同中

华民族、中华文化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
基因一脉相承，丰富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伟大时
代精神的内涵，是北疆儿女最鲜明的精神标
识。一要充分释放“两种精神”的塑造力。从内
蒙古各族人民战天斗地、踏雪履冰的奋斗历程
中汲取不叫苦不退缩的顽强斗志，引导各族干
部群众始终保持百折不挠的韧劲、敢战能胜的
拼劲、一往无前的闯劲，为办好完成习近平总书
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
治区两件大事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
量、有利文化条件。二要充分释放“两种精神”
的感召力。大力选树宣传“北疆楷模”、“最美人
物”、“内蒙古好人”，持之以恒宣传内蒙古各族
各界秉承“两种精神”的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
美人物等先进人物，宣传各行各业钻研求索、敬
业奉献的典型人物，用生动的画面打动人，用共
情的话语感染人，用感人的故事激励人，不断提
振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吃苦耐劳闯新路、一往无
前进中游的精气神。三要充分释放“两种精神”
的驱动力。大力宣传阐释北疆文化蕴含的时代
精神，宣传内蒙古大抓发展、加快发展的强劲态
势，宣传担当作为、奋发有为的先进典型，宣传内
蒙古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光明前景，巩固壮大
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鼓舞全区各族干部
群众朝着党中央确定的目标风雨无阻向前进。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进北疆文化建设的实践进路

展示北疆文化深厚底蕴。北疆文化的形成
和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必将随着时代发展不
断实现新的创造与转化。要更好展现北疆文化
蕴含的历史之韵、民族之融、人文之美，让根植
于北疆大地的优秀文化活起来、火起来，形成有
血有肉、完整清晰的表达。一是充分展现北疆
文化多彩样态。红色文化和草原文化、农耕文
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等，都是中华文明的源
头活水，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文化
资源，都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要
深入挖掘、充分展现各种文化形态中蕴含的优
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艺术传统，让
群众触摸北疆文化脉搏、感知北疆文化神韵、汲
取北疆文化营养。要深入挖掘、系统整理内蒙
古历史上的名人、名家、名作等文化资源，结合
景点打造、公园建设、广场规划等，规划建设“民
族团结名人堂”、“丝绸之路纪念馆”等，展现内
蒙古名人文化特色，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淳
化民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注重利用多种资
源、借助多种途径，吸引中央媒体、知名主持人、
文学家、艺术家等走进内蒙古，通过他们向全国
乃至世界展现内蒙古大美、壮美、和美的万千气
象。二是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要把丰富的
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极其宝贵的财富来对待，系
统保护好自然村落、历史建筑、工业遗产等历史
文脉，防止盲目大拆大建，做出割断历史文脉的
愚蠢行为。要加强对元上都、辽上京、赵长城、
阴山岩刻、万里茶道等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
充分发挥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要做好红色遗址、革命文物保护
工作，赓续红色记忆、红色血脉。要系统保护好
呼麦、长调、蒙医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大传
承人培养力度，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传下去。
三是构建城市文化标识系统。内蒙古城市建设
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是缺少人文气息，千城一
面。要将历史文化作为展现城市魅力的关键，
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注入北疆历史文化元素，把
最具北疆特色的历史文化形态、文化印记、文化
符号等充分展示出来，让公共空间充满人文气
息，使城市成为内蒙古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
有效载体。城市设计要讲格调、有品位，绝不能
搞出一堆不伦不类、贻笑大方的丑陋建筑、奇葩
雕塑。

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文化建设是一个
地区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一定程度上影响并
决定着其发展前景和方向。要深度挖掘内蒙古
丰厚的文化资源，让北疆文化精髓贯穿于区域
建设全过程，让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
的文化竞争力成为内蒙古独特的竞争优势。一
是提高文化供给质量。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贯穿文化建设各领域各环节，为各族群众
提供更加优质、便捷、可及、人性化的文化服务，
推进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文化场所规划建

设，推动传统商业综合体向文体商旅综合体转
型，支持建设文化内涵丰富的高品位步行街，大
幅增加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总量，让
文化与群众“零距离”接触。广泛开展以弘扬北
疆文化为主题的群众文化活动，创新实施文化
惠民工程，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大力繁荣文艺创作，加大对文学艺术、影视剧文
艺节目创作生产的支持力度，深入实施文艺作
品质量提升工程、广播电视电影和网络视听高
质量发展工程。引导文艺工作者扎根现实生
活、倾听群众呼声，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
自觉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
的形象创作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
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二是拓展文化
供给主体。将文化资源作为区域发展的战略资
源，充分利用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等对外交流活
动，拓展对外文化交流的广度深度。统筹文化

“走出去”和“引进来”，支持本土优秀剧目、文化
艺术品等到各地巡演巡展，大力引进知名文艺
表演团队、人士来内蒙古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高水平办好北疆文化艺术节、乌兰牧骑艺术节、

“感知中国”内蒙古文化周等富有地域特色的文
化节会活动，提升北疆文化影响力吸引力。三
是丰富文化供给形态。发挥好国有文化企业和
乌兰牧骑等文艺团体的作用，同时大力培育具
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商业演出团队，支持
他们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创作生
产，推出更多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北疆文化精
品力作。加强当代少数民族题材文艺作品创作
生产，推出更多《国家孩子》、《骑兵》、《片警宝
音》、《海的尽头是草原》等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精品剧目，在银幕和舞台上充分展现内蒙古
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各种文化美美与共的生动
场景。积极培育商演经济，实现群众享受、企业
赚钱、政府增收的多赢。注重运用好北疆文化
品牌标识，做到建筑和景观中能融入的都融进
去，产品和包装上能植入的都植进去，节庆和活
动能嵌入的都嵌进去。

实现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推进北疆文化建
设要顺应群众文化需求、文化消费激增的趋势，
发挥文化的创造力和推动力，努力走出一条“文
化+创意”、“文化+旅游”、“文化+科技”的品牌
化发展路子，让北疆文化借助产业发展更加广
为人知。一是打造北疆旅游文化品牌。要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依托内蒙古丰富的森林、
草原、沙漠、湿地等自然和历史人文资源，打造
生态康养度假区、民俗风情园、慢生活体验带等
旅游景点，推出更多新项目、新线路、新玩法，让
国内外游客吃好、住好、玩好，增强旅游的文化
内涵，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北疆文化的过程。
要因地制宜规划建设富含北疆文化元素的旅游
景区、城市街区、特色村镇，推出更多彰显北疆
文化风采的旅游产品，让北疆文化生动形象地
落到内蒙古大地上，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融入内蒙古旅游业发展全过程。要充分发掘
内蒙古工业旅游资源，大力培育工业旅游样态，
推出一批精品工业旅游线路，让钢铁、装备、航
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特产”成为内蒙古新
的旅游名片。二是打造北疆饮食文化品牌。内
蒙古横跨“三北”，各地饮食各有其味、各有其
美。要发掘内蒙古各地区各民族的饮食文化历
史渊源和流派传承，将美食产业链的前端和后
端结合起来，以美食为依托，以文化为纽带，培
育包装“一地一味”的饮食地图。要注重挖掘和
升级美食背后蕴含的符号、心理、地标等价值，
让全国各地的人们听到烤全羊、手把肉、涮羊
肉、烧麦等美食时首先联想到内蒙古。三是打
造北疆创意文化品牌。要实施北疆文化品牌战
略，加快打造一批有代表性、影响力、竞争力的
北疆文化产品品牌。要大力培育文化创新要
素，支持文化创意企业深度开发北疆文化资源，
推出更多植根中华文化沃土、具有地域特色和
民族特色、符合现代审美取向和消费需求的音
乐、动漫、手工艺品等文创产品。要加强内蒙古
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发掘保护，推动工艺美术产
品特色化、个性化、品牌化发展。要扩大优质数
字文化产品供给，提高网络动漫、网络表演等的
原创能力和文化品位。

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
推 进 北 疆 文 化 建 设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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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版
为了更好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各地各部

门协同作战，形成合力：
今年新开工的重点项目全部向边界和上下

风口靠拢；内蒙古、辽宁协同打造科尔沁沙地南
缘的跨省区锁边林草带；内蒙古阿拉善盟、宁夏
中卫市、甘肃民勤县在腾格里沙漠省界处开工建
设阻沙生态防线。

协调安排特别国债和专项补助资金、加强林
草生态用水保障……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
仅一年时间，“三北”工程攻坚战完成造林种草约
4000万亩。

科学治沙让绿色屏障更坚牢

经过多年治理，“三北”工程进入到六期工程
建设期，容易治理的已经完成，剩下的多是需要
攻坚治理的“硬骨头”。要构筑更加牢固的北疆
绿色屏障，离不开科技治沙的支撑。

在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扎兰营子镇哈达
村干支庙屯西山，层层水平槽依山而建，山枣和
油松树向阳生长。

阜新市林草局局长段文刚说，扎兰营子镇作
为绕阳河的发源地，拥有丰富的山地资源，但雨
水经年累月从山上冲刷而下，带走了泥土，留下
了深深的侵蚀沟。“过去直接在土坡上种植树苗，
沙土存不住水，一场雨过后很多树苗根部就裸露
出来，种下的树活不了。”

为了解决这一技术难题，当地林业专家和水
土保持专家一道反复试验，最终探索出运用现代
化的机械装备，在山体上先建设水平槽，再植树，
既保持了水土，也有效提高了种树成活率。

扎兰营子镇通过水土保持的方式，提高种树成活
率，是我国三北地区因地制宜治沙造林的探索之一。

记者调研了解到，近年来，从引进沙木蓼、四
翅滨藜等苗木新品种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到运用刷状网绳式草方格沙障技术提高
效率，再到沙障铺设机、无人机、全地形运输车等
一批先进适用的防沙治沙机械装备集中亮相，科
学治沙正让“三北”工程这道绿色屏障更加坚牢。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
坚持系统治理，是科学治沙的重要方面。

从万米高空俯瞰，在腾格里沙漠边缘，青土湖
宛如镶嵌在黄沙中的一块翡翠，与蓝天交相辉映。

谁能想到，这片水草丰茂之地，曾经干涸了
半个多世纪！当地居民回忆起上世纪 60年代，
青土湖干涸后，那里更加风沙肆虐，湖边的村庄

“沙上墙、驴上房、地撂荒”。
从 2010年起，当地实施石羊河流域综合治

理，固沙造林、生态输水、荒漠植被修复等一系列
措施落地见效，让这个“沙漠之湖”重现碧波，成
功阻挡了腾格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握手”。

走出治沙又致富的绿色发展新路

走进科尔沁沙地南缘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
旗敖润苏莫苏木，一排排高低起伏的光伏板在阳
光下连成蔚蓝色的“海洋”。光伏板下，草方格内

的沙打旺种子正在沙土里生长，待到盛夏长成牧
草时，就会成为牛羊的主要饲料。

敖润苏莫苏木苏木达李柏龙说，这个项目利
用了村里 6000余亩闲置土地，在光伏板下种植
优质牧草，可以利用光伏板挡风降速，提高植被
存活率，治沙的同时也能实现光伏发电，每年还
能为千余头牛羊提供优质牧草。当地正在积极
争取一个更大规模的光伏治沙项目，规划在光伏
板下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

漫天黄沙退却，绿色的希望接续铺展。
各地在科学治沙的同时，将防沙治沙成效与

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紧密结合，逐渐走出了一条
绿色、清洁、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在新疆柯柯牙，当地政府推行以林果业为主
的“谁建设、谁管护、谁投资、谁受益”荒漠绿化造
林模式，在防护林网中套种苹果、核桃、红枣等经
济林，延续生态成果。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景区地处

腾格里沙漠东南缘。随着防沙固沙科学体系的
建立，中卫市以沉浸式体验游为特色，建成星星
酒店、黄河宿集等一批高端休闲度假产品。

“没有治沙，就没有沙坡头景区。”扎根腾格
里沙漠 30 多年的治沙人唐希明感慨道。2023
年，中卫市共接待游客超1500万人次，旅游总收
入超88亿元。

“防沙治沙是一项长期的伟大事业，需要社
会公众的积极参与。未来应进一步创新治沙模
式，形成更加科学有效的荒漠化防治、沙产业和
新能源开发融合发展的治沙体系，引导社会各界
共同参与治沙。”中国林科院首席科学家、三北工
程研究院院长卢琦表示。

绿色生态屏障矗立在北疆，生态文明的种子
根植在人们心里。

从加速攻坚推动荒漠化防治进程，到坚持系
统治理、科学治沙，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
引下，“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推进。未来，这将
是一道更加坚固的绿色长城，更是一条永续发展
的生态文明之路。（记者 胡璐 侯雪静 王靖
马丽娟 张逸飞 程楠 付瑞霞）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努 力 构 筑 更 加 牢 固 的 北 疆 万 里 绿 色 屏 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