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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能 增 效 优 环 境
跃 级 晋 位 当 排 头

习近平总书记部署推动，一年来，“三北”工程攻坚战加速推进——

为 了 绿 色 长 城 万 里 长
＞＞详见三版＞＞

郝鹏在鞍山丹东调研县域经济发展时强调

充分发挥独特资源优势 加快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为打好打赢攻坚之年攻坚之战提供强大动能

本报讯 6月4日，辽宁省第七届曲艺
牡丹奖评奖活动在铁岭市完美落幕，蒙
古贞乌兰牧骑选送的蒙古勒津好来宝
《蒙古贞赞歌》在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
荣获团体金奖。作为一支县级文艺团
体，蒙古贞乌兰牧骑（原阜新民族艺术
团）自建团以来，首次入围牡丹奖并取得
了金奖的优异成绩。

为了筹备此次比赛，全团上下用心揣
摩，打破了以往好来宝传统的演出形式，加
入了电声音乐等流行元素，将传统与现代艺
术表现手段相结合，打造出了集流行、民族、
原生态唱法与民族舞蹈于一身的新型好来
宝，受到了专家评委和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填补了我县曲艺牡丹奖项的空白。

蒙古贞乌兰牧骑将继续扎根基层，坚守
乌兰牧骑精神，以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
为己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助推我县民族
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季 哲）

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地处我国最大沙地——科尔沁沙地边
缘，沙化土地面积达100.89万亩。

第一次到阜新县的人，很难想
象——这里曾是水草丰美的大草
原。史料记载，清朝中末期以后，过
度的放垦，使这里水土流失严重，最
终生态严重失衡，灾害不断发生。“山上
没有树，山下田不收。岁岁受饥寒，辈
辈当马牛。”一曲旧民谣，勾勒出这片土
地曾经的苦瘠贫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里诞生了
著名的“三沟经验”，即毛岭沟的封山育
林控制水土流失经验、塔子沟的河边造
林防风固沙经验、招束沟拉各拉村的治
理坡耕地防治水土流失经验。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每一棵树苗”

“为了将荒山的土质改良，我们当
地的林业人将一袋一袋的土抬到山
上。山上没有路，就用脚踩出路。为了
节省时间，常常用干粮简单充饥。”
2024年5月14日，站在巴扎兰生态工
程区的山顶，一头花白的阜新县林业和
草原局局长柴旭光说。

他的身边，是立于山顶的一座人
工修建的圆形蓄水池。他的身后，是
无数个由山头、沟坡组成的青绿色环
状梯田。而曾经，这里是一片连着一
片的荒山，由于多为石质山地，土层很
薄，林木很难成活。每次大风起，都是
黄沙飞。而现在，这片黄色被绿色锁
在了脚下。

或许，只有像柴旭光一样目睹了这
样翻天覆地变化的人，才会对蓄水池上
的那句“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每一棵
树苗”，有着至深且别样的感受。

从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到常有游客
造访的生态风景区，巴扎兰工程区这
片土地之变，受益于持续不断地造林、
治沙，让这里的山、水、林、湖、草、沙形
成了和谐的整体。“如今，这里的植被
覆盖率已经达到80%以上。”柴旭光
同时表示，截至目前，阜新县已完成
石质山造林、退化林修复等人工造林
3万亩，栽植村屯绿化美化苗木20万
株，完成义务植树200万株，退化林网

修复37条……

“防沙治沙是一个滚石上山的过程”

“北靠大沙陀，西靠牤牛河，刮风迷
眼睛，井水不好喝”，是于寺镇官营子村
的老人们口口相传的顺口溜。风沙，曾
是村民最忧心的事。

同样是山、水、林、湖、草、沙的综合
治理，记者在这里看到了另外一个样本。

官营子村土地面积5.28万亩，耕地
面积2.31万亩，其中沙化土地面积1.3
万亩。“因为土壤沙化严重，曾经以种植
业为主的这片土地，粮食产量低，农民
收入少，生活环境差。”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张庆年说。

通过实施科尔沁沙地治理歼灭战，
官营子村明确——必须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治理。

据介绍，官营子村已改造梯田2000
亩，完成了梯田植被恢复。同时，抓住以
水治沙这个关键点，利用当地较为丰富
的水资源，建成方塘20座、蓄水池40个，
水源井300眼，地下管网5万延长米。
2024年，规划实施灌区工程，形成地下
水网体系化，新增灌溉面积1.3万亩，满
足农田灌溉需求，确保粮食产量提升。

“官营子村现有林地18000亩，今
年将实施道路沿线绿化15公里，完成
迹地还林2000亩，残次林修复2000
亩，并利用现有空间完成农田防护林
网，为农田提供坚实的生态防风屏
障，使全村森林覆盖率达到34%。”张
庆年说。

“官营子村现有耕地23100亩，其
中水田2000亩。”张庆年表示，今年将
实施1.9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推广

“水肥一体化”模式，努力将玉米产量从
过去的亩产不足1300斤提升到亩产
2000斤以上，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双丰收”。

“目前，我们村已经在林下种草
3000亩，形成了针阔混交和乔灌草相
结合的立体化修复模式。”但张庆年也
直言，防沙治沙是一个滚石上山的过
程，必须持之以恒。

如何打好科尔沁沙地治理歼灭
战？他结合官营子村的“路线图”说，要

坚持以树挡沙、以草固沙、以水含沙、以
茬锁沙、外防内治，要坚持以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为根本。“只有
这样，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的和谐共生。”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作为辽宁有名的“沙窝子”，阜新县
不仅是辽宁中部的重要风沙通道，也是
京津冀地区的主要风沙源之一。

十几二十年前，一旦阜新起风，沈
阳就难以避免“黄沙漫天”。近年来，随
着不断绿进沙退，2020年沈阳都市圈
的沙尘天数与2005年至2008年平均
值相比，下降了65.4%。

阜新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柴旭光
表示，虽然经过一系列治理，当地沙
化、荒漠化土地呈现“整体好转、改善
加速”的良好态势，但沙化土地面积
大、分布广、治理难的基本面尚未根本
改变。林草资源退化、防护林体系功
能下降、生态用水短缺等实际问题依
然存在，防沙治沙任务仍然繁重艰巨。

记者注意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实施方案（2023—
2030年）》明确：实行山、水、林、田、路
统一规划，点、线、网、面相结合，全面部
署、全力推动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打实打
好、早见成效。

谈及“攻坚战”，阜新县委书记刘
彦鸿提到了生态治沙、以农治沙、以水
治沙。“以治沙、肥地、沃土、增产、提
效、富民的扎实成效，最终实现‘绿满
阜新’”。

柴旭光表示，下一步，阜新县将围
绕水网、林网、路网和锁边林带，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围绕治山、治田、治水、
治林、治沙“五治工程”，为打赢、打胜科
尔沁沙地歼灭战贡献力量。

此次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阜新县
的一个目标——到2026年底前，全县
沙化土地完成1—2遍治理；到2028年
底前，建成沙地治理成效显著、技术模
式领先、政策机制有创新、产业发展有
特色的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

（封面新闻记者 卢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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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阜新：“三沟经验”诞生地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治理

日前，团市委、市少工委深入阜新蒙古
族自治县东梁学校，开展“‘团’聚青少年
陪伴在身边”行动启动仪式暨“红领巾爱
祖国”主题队日活动。

启动仪式上，全市各级共青团干部代
表与东梁学校20名留守困境儿童“一对
一”结对，并为其赠送书包、文具等学习和
生活用品。启动仪式后，全市272名团干
部及少先队辅导员将与留守困境儿童“一
对一”结对，通过思想引领、心理疏导、课业
辅导等陪伴方式，进一步落实“厚道阜新·
心中有你”民生工程，让孩子们感受到党的
关爱与温暖。

主题队日环节，参加活动的全体团
干部、各县区团委书记与东梁学校师生
共同参加了少先队入队仪式。22名学生
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并进行入队宣
誓；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全体少
先队员共同合唱队歌并观看欢度“六一”
文艺表演。 （阜新日报）

蒙古贞乌兰牧骑荣获辽宁省
第七届曲艺牡丹奖团体金奖
填补了我县曲艺牡丹奖项空白

多 彩 童 年 拥 抱 快 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