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8 镜头

2024年12月13日 星期五 责编：刘欣

在历史长河中，人类与沙漠的博弈从未停止过。
11月末，随着和田地区于田县境内最后一片空白

区完成“锁边”，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全长3046
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最终实现“合龙”。在现场，本
报记者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中心，被称
为“死亡之海”，总面积达33.76万平方公里。该沙漠既
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作为一项重大的生态治理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锁
边”有助于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其中，“锁边”
是指在沙漠边缘建设一条绿色阻沙防护带，以阻挡沙
漠侵袭，从而保护人类活动区域。

防沙治沙，久久为功。自1978年以来，依托国家
“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新疆各族人民围绕塔克拉玛
干沙漠边缘，积极建设绿色阻沙防护带。数据显示，截
至2023年年末，该绿色阻沙防护带累计长度已达2761
公里。

今年以来，新疆向仅剩的长度为285公里的空白区
发起了“总攻”。这些空白区被认为是“锁边”阻击战中
最难啃的“硬骨头”，涉及新疆3个地州，包括和田地区
皮山县、策勒县、于田县和民丰县，喀什地区叶城县，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其中，和田地区的任务量
最大，前述4个县共需完成220公里“锁边”任务。

作为对口支援地，和田地区与天津市关系密切。
欣喜的是，在和田地区防沙治沙过程中，也能看到天津
企业的身影。比如，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天津市金
帆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参与监理和田地区墨玉县玉
西开发区场外输水工程。

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新疆此前进行了“一
圈、两区、三线”规划布局。其中，“一圈”是指围绕塔克
拉玛干沙漠边缘，重点在森林、草原、湿地空白区等风
沙危害区采取工程固沙、生物治沙、光伏治沙等举措进
行“锁边”。“两区”是指在受上、下风口影响的10个县域
风沙危害区，采取建设防风固沙林网林带、发展戈壁设
施农业等措施，实现“绿进沙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
的15个自然保护区（地），通过实施工程固沙、生态修复
等措施，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三线”是指环绕塔克拉
玛干沙漠铁路线、南北贯通的公路线与河岸线，实施铺
设草方格、种植灌草、修复湿地、“飞防”灭虫等措施，巩
固并拓宽防风固沙阻隔带。

近些年，在防沙治沙的同时，新疆各地也不断在用
沙上“下功夫”。比如，除了打造沙漠公园来拓展沙漠
旅游外，其还积极发展沙枣、甘草、肉苁蓉、文冠果、沙
漠玫瑰等沙产业。

在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色阻沙防护带实现
“合龙”后，新疆将继续采取工程固沙、生物治沙、光伏
治沙等举措，增加绿色阻沙防护带宽度，巩固提升“锁
边”成效。此外，其还要大力发展特色沙产业，促进沙
漠周边的农民增收致富。

从“沙进人退”到“人沙和谐共处”，这种转变正逐
渐成为现实。

塔克拉玛干大漠“锁边”记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韩启 摄影报道

全长 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实现“合龙”

在和田县域见疆来水产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正在为养殖

的胭脂鱼、银鳕鱼、黄河鲶鱼等淡水鱼作养殖水质检测，治沙

改善了环境，提升了水质和水产品质量。

在策勒县红枣晾晒场农户正在阳光下晾晒红枣。经过多年治沙，策勒县已成为红枣晾晒售卖的集散地。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由天津企业参与监理的和田地区墨玉县玉西开发区场外输水工程正在蓄水，该工程将于

2025年全部投用，届时可灌溉农田面积达15万亩。

民丰县后河坝沙漠阻击区，“井”字形草方格锁住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连绵的沙丘。

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亚瓦通古孜河两侧“锁边”区域治沙人正在立起高立式沙障。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于田县最后100米合龙

点，治沙人扛着沙铲带着木苗行走在沙地上。

天津援疆企业新疆神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肉苁蓉深

加工产品，实现肉苁蓉价值最大化，带动更多种植户增收。

在新疆于田县，随着最后宽50米、长100米沙地栽上胡杨、梭梭、红柳等固沙苗木，标志着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

色阻沙防护带实现全面“锁边”“合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