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年，一株树苗出落亭亭如盖；20年，一项工程焕新美丽山河。在我区山、沙、川不同类型的区域，呈现出一个个与退耕还林密不可分的生态“样板间”。
我区自2000年启动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以来，因地施策，生态优先，实行山、水、田、林、路、草综合治理，至今完成退耕还林工程建设1345万亩。
昔日的荒山，热闹办起山花节；从前的荒漠，兴起了生态经济。以林业的多功能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服务全域旅游，助推产业融合发展，全力服务精准脱贫。
退出来后，发展路径反而更宽广；还回去了，自然回馈我们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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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池县花马池镇皖记沟村退耕还林区。截至2018年底，盐池县实施退耕还林
176.9万亩，林木覆盖率达到31%，植被覆盖率近70%，生态效益显著。

（图片由自治区林草局退耕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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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新宁夏
共圆伟大中国梦

我和我的祖国 创新驱动 脱贫富民 生态立区

时针拨回到20年前。
那一年，安必宁刚刚走出校门，被分

配到固原市原州区林业系统，正好赶上
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他和团队随即投身
大规模退耕还林国土绿化行动。

那一年，盐池县青山乡赵记塘村的
刘增老人63岁，35岁就在家门口种下第
一棵树的他，听说种树有了新政策，便有
了新念想。

一项工程的开端，也像在时间里埋

下一粒种子。
7年后，安必宁和同事完成55.8万亩

造林成绩单，大地的绿意是给他们最生
动的回报。

如今，刘增老人参与了两轮退耕还

林，搬进了新房，见证家园的重生。
20年间，宁夏完成退耕还林工程建

设1345万亩，累计兑现退耕还林政策补
助资金 130.27 亿元，林业生产总值由
3.11亿元提高到逾200亿元。

宁夏“退耕还林”20年：

荒山·青山·金山银山
本报记者 毛雪皎

有人说，宁夏可谓是中国地理景观
的“微缩盆景”——包含高山、平原、高
原、沙漠和湿地等，汇集了我国主要的地
貌特点。

2000年 4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
原林业厅《宁夏回族自治区退耕还林草
试点示范实施方案》，确定彭阳县、固原
县、西吉县、泾源县、隆德县为首批退耕
还林草试点示范县。

在“微缩盆景”中试水退耕还林，需
要雕琢的智慧和匠心。20年来，我区退
耕还林工程因地施策，突出重点，探索出
符合本地实际的退耕还林经验。

试点开始后，在固原市隆德县林业
站工作的李强看到，工程刚实施，一部分

群众认识模糊，还不太理解，他与同事进
村入户，为群众对比算账。工程实施后，
他提出改变以往随意栽植和零敲碎打的
造林模式，以小流域为单元，打破地域界
限，一道梁、一面坡、一条沟，统一规划，
集中连片治理的工作思路。当年，隆德
共完成退耕还林2万亩。

我区在推进退耕还林建设中，在南
部土石山区，以扩大六盘山水源涵养林
区为重点, 在黄土丘陵区以治理水土流
失为重点，在严重风沙区，以沙漠化土地
治理为重点，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退耕
还林工程。同时，注重集中连片、规模治
理，全区共建成万亩以上集中连片的工
程36处，总面积超过63.5万亩。

精修“盆景” 因地施策 退还有道
“88542”，这串数字，像是林业人

的通用密码。如今，在固原的一些“网
红”打卡景点，可能是当年经过“计算”
后的风景。

“山顶林草戴帽子，山腰梯田系带
子，沟头库坝穿靴子”，是刘静和同事们
在工程中，推行的立体治理模式。
2003年，刘静调往固原市彭阳县退耕还
林（草）办公室工作。在实践中，和同事
推广“88542”水平沟整地技术，合理配
置造林模式，先后建成了大沟湾、丁岗
堡、阳洼等退耕还林示范工程示范区。

“88542”是彭阳县经过多年生产
实践，探索出适合黄土丘陵区林木生
长，并能发挥最大水土保持效能的整
地模式。以此为基本雏形，衍生出

“16541”“66431”“26543”等水平沟整
地模式，在固原市各县区的退耕还林
实践中广泛应用。此外，我区还因地
制宜，推行“隔坡环山带子田”“大鱼鳞
坑”等整地模式，提升整地质量。

在固原黄土丘陵区，推行“山顶沙
棘、柠条戴帽，山坡两杏缠腰、缓坡林
草混交”的配置模式；在中部干旱带，
采取“以灌为主、灌草混交”的配置模
式，科学合理配置林种、树种、草种。

在退耕还林的生动实践中，我区
探索出不同立地条件下，适合林木生
长的整地模式和植被配置类型，使工
程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普遍提高10至
15个百分点，有效发挥了林业的生态
保护功能。

谋篇风景 “88542”和“大鱼鳞坑”

焕新光景 绿色初心 生态红利
2015年，我区启动新一轮退耕还

林，明确了对前一轮国家补助政策到
期的退耕地还生态林，按 20元/亩标准
继续补助。同时，在中央补助基础上，
自治区财政再增加 300元/亩，让农户
享受“绿色红利”。

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镇农户张爱
平种植的有机枸杞，纳入新一轮退耕
还林工程。从枸杞种植、深加工乃至销
售，张爱平都了然于胸，积累了枸杞全
生命周期的经营经验。2014年底，张爱
平作为带头人，在兴仁镇郝集村启动有
机枸杞园项目，并获欧盟 BCS有机认

证，取得生态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造林中，注重与特色林业产业

建设相结合，发展枸杞、苹果、红枣等
特色经济林。同时，把工程建设与当
地精准脱贫工作紧密结合，释放生态
红利。

再见了，“风吹沙子走、抬脚不见
踪”的日子。每一寸绿色，都倾注了每
一位退耕还林参与建设者的心血。“退
得下、还得上、稳得住、能致富、不反
弹”，这是退耕还林工程的初心。20年
间，初心不改，生机盎然。一项工程的
深入人心，时代作证，山河作答。

本报讯 才至 5月中旬，灵武市东
塔镇马场湖长枣基地的枣子已经红
了。东塔镇，也是灵武长枣“出道”的
地方。温棚种植，错峰上市，现在每年
有5个月都能品尝到灵武长红枣。

弓着腰走进温棚，温暖湿润，自成
小气候。过道旁放着小板凳，上面已积
了一层灰——温棚的主人李志明，正忙
着错峰上市，天天围着枣树转，能坐下
来片刻也奢侈。李志明今年 40岁，他
喜欢在枣棚里待着，空气好，枣花香。

“退耕还林，受益匪浅，”李志明
说。此前，他种植小麦和大米，2003年
参与了退耕还林。在长枣基地，通过大
穴培肥、冬剪夏摘、配方施肥等优质丰
产栽培技术的运用，实现一年栽植，二
年长树，三年挂果的目标。现在，他栽
种了50亩枣，今年还会扩大规模。

“在盛果期，最好的光景一亩能收
入过万元。”到了采摘期，李志明忙不过

来，就带动周边农户一起帮忙，最多时
用工可达 20人。最近错峰上市的枣
子，每公斤价格可以卖到逾 200元。李
志明说，有的外地游客路过枣棚，会直
接带些枣子回家乡，还有的干脆自己采
摘。通过网上销售，他还把自家长枣销
往全国各地。

2003年以来，东塔镇依托退耕还林
政策，种植灵武长枣 14000亩，其中退
耕还林7000亩，涉及1000余户、3500余
人，共享受国家退耕还林政策补助资金
达 1400万元。目前，全镇共建成设施
长枣 46座、153亩,年产值达 6829.5万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10%以上。

灵武市退耕还林办公室主任王东
云说，灵武以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为平台，
把生态建设及后续产业的发展，与加快
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发展
以灵武长枣产业为主的经果林，增加了
农民收入，也收获了生态效益。（清和）

退耕还“枣”灵武温棚枣错峰上市

5月中旬，初夏景致正浓。车辆在山
路间爬上爬下，拐了不知几道弯，哼哧一
声停下。“到了”，盐池县林业和草原局退
耕还林办公室主任郭琪林用手指着一处
山坡，“本地人都说，这里是复活的草原。”

爬上半山坡，只用眼睛即可展开“航
拍”：绿意在漫山遍野流淌，一旁沙柳在
风中身姿摇曳，柠条的小黄花微微点头。

退还之间，荒山覆绿。其中，抗旱的
柠条不但守住脚下的沙，经加工后还变身
滩羊的食品，形成一条“绿色产业链”。

滩羊下了山 绿色爬上来

“这里在青山乡猫头梁村二道湖自
然村附近，我们脚下，曾是一处明沙
丘。”郭琪林说。低头细看，果然还留有
固沙草方格的痕迹。

已经木迹斑斑的它们，知道在这里曾
经发生了什么。每一格，都是一处阵地。

2000年，刚开始退耕还林，为提高工

作效率，郭琪林咬咬牙，买了辆摩托车。
他骑着摩托车，从荒山“跑”到了青山。

“以前，羊上了山，到处啃食，破坏了
植被，失去了固沙的根底，沙丘可是会

‘跑’的。”郭琪林回忆。
2002年，盐池县在宁夏率先实施封

山禁牧。
封山之后呢？荒山还需抚育。宜林

荒山荒地造林，也是退耕还林工程的一
部分。在二道湖，结合退耕还林荒山造
林，有步骤、分计划为荒山披上绿装。

水来土掩，沙来草方格挡。用稻草、
麦草等扎成草方格，把偌大的沙丘分成
格子单元，一块一块固定住，中间点播耐
旱沙生灌木，再适时播撒草籽。听说，当
时村里几乎每户人家都领了草籽配合治
沙。遇上下雨，大伙就揣上草籽上山播
撒。有时很快草籽又被掩埋，惟有反复
播种，为了过上不被沙丘追赶的日子。

一年又一年，草原是这样复活的，荒

山也恢复了元气。
截至 2018年底，盐池县实施退耕还

林176.9万亩，其中退耕地48.3万亩、荒山
造林123.3万亩、封山育林5.3万亩，林木
覆盖率达到31％，植被覆盖率近70％。

柠条营养高 生态效益好

2018年，盐池滩羊饲养量达到311万
只，培育滩羊规模养殖园区326个。如此
数量的滩羊，平时都吃什么？

封山禁牧后，滩羊结束了在草原山
坡上的“信天游”，过上舍饲的日子。首
先要解决口粮问题。

就地取材，经科技人员的研究论证，
当地常见的抗旱灌木柠条，不仅是固沙
的一把好手，还是牛羊的上好饲草。种
植柠条，平茬还有补贴。

仅有原料还不够，滩羊的“绿色食品”
还需要精加工，才能给它们“端上桌”。食
物更为精细，“烹调”程序也相应多了。

5月 14日，在花马池镇十六堡生态
移民新村，千禾饲草料配送有限公司的
机器正轰鸣。这头成捆的柠条被机器吞
入，那头出来时已经“服服帖帖”。通过
输送、揉丝、粉碎和包膜等步骤，制成水
分适宜的饲草料，运往各大养殖场。

该公司负责人之一的杨德国说，柠
条的优势是粗蛋白含量高，通过精加工，
很适合给牛羊当饲料。不管是种植户还
是养殖户，都能从中受益。

自治区林草局相关负责人说，利用
柠条的平茬利用，为沙区农民的养殖业
提供丰富的饲草饲料，促进畜牧业方式
的转变，助推农民增收。

目前，通过退耕还林工程建设种植
的柠条面积超过 160万亩，占全县柠条
面积的 60%以上。截至去年 10月，盐池
县先后建成饲草配送中心 7个，柠条饲
草加工厂 8个，辐射带动加工点 106个，
每年为畜牧业提供饲草40多万吨。

盐池滩羊都吃啥

草原小黄花变身精饲料
本报记者 毛雪皎

彭阳县阳洼流域退耕还林示范区。阳洼流域展示了以小流域为单元，山、水、田、林、草、路综合治理的建设模式。其核心区白阳镇阳洼村，流域累计治理程度达到
93.7%，林草覆盖率80.7%。 （图片由自治区林草局退耕办提供）

彭阳退耕农户喜摘丰收杏。在造林中，注重与特色林业产业建设相结合，发
展特色经济林。 （图片由自治区林草局退耕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