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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沙治沙

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荒

漠化和土地沙化实现“双缩减”，风

沙危害和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抑制。

截至 2022年底，累计完成防沙治沙
任务 3.05亿亩，封禁保护总面积达
2707.65万亩，建立全国防沙治沙综
合示范区 41 个、国家沙漠公园 99
个，在我国北方风沙线上筑起一道

乔灌草科学配置的绿色生态屏障。

大力发展节水林草，提

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荒漠化防治工作必须牢固树立

以水定绿、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

水定产的理念，把水资源作为最大

的刚性约束，大力发展节水林草。

近几十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和

农业开发的影响，半干旱地区农牧

交错区水资源制约逐渐凸显，干旱

频发、地下水位下降及河流（湖泊）

断流干涸，成为威胁固沙植被稳定

维持的新问题。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

源研究院奈曼沙漠化研究站研发

了乔木树种深注水造林技术和膨

润土改良剂保水灌木造林技术，解

决了人工造林过程中的土壤水分

损失及亏缺问题，有效提高了该地

区造林的苗木成活率，实现了半干

旱地区沙区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亿利集团创新研发的微创水汽种

植法，相比传统造林种草方法可省

水 50%以上，成活率提升至 85%。
“要充分考虑水资源的时空分

布和水分承载能力，以雨养、节水

为导向，选用耐干旱、耐瘠薄、抗风

沙、抗盐碱的乡土树种和草种。”中

国林业科学院首席科学家、生态保

护与修复研究所研究员卢琦说，还

应充分依靠科技手段，提高水资源

的利用效率。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

研究所研究员雷加强介绍，建立高

抗逆性的荒漠植物种质资源库是

发展节水林草的基础，还要遵循植

物需水和耗水规律进行因需灌溉、

精细灌溉，同时运用技术手段抑制

干旱地区土壤水分蒸发，“此外，还

应加强防沙治沙的水利设施建设，

重视防沙治沙生态渠道的工程建

设，加大生态堤坝、生态闸等基础

设施的维护力度。”

科学选择植被恢 复模

式，积极推进产业治沙

荒漠化防治应坚持“近自然恢

复”的科学理念。

雷加强认为，坚持科学治沙，

要宜乔则乔，宜草则草，宜灌则灌，

宜沙则沙。要利用本地乡土物种，

通过科学有效的人工辅助和管理

措施，将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到受人

为干扰前的状态，实现荒漠生态系

统的生物多样性，结构和功能的完

整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加强治

沙、治水、治山全要素协调和管理，

着力培育健康稳定、功能完备的森

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

此外，还要合理配置林草植被

类型和密度，坚持乔灌草相结合。

卢琦介绍，在树种选择上，必须因地

制宜，坚持科学规划，“在风沙严重、

水源缺乏的流沙扩展区，应重视配

合机械沙障种植沙生灌木和固沙草

本植物，形成阻隔风沙的第一层防

护体系。在灌草植被隔离风沙区的

后方，适当种植经济林果等耐旱、抗

旱的优良品种。在最内层绿洲区

域，可以培育针叶和针阔混交林带，

最终形成由外到内全域圈层防护结

构的生产—生态格网化防护体系。”

在广袤无垠的沙地、荒漠半荒

漠地区，干旱的气候、丰富的光热

资源是许多产业所需的有利条

件。从因害设防到产业治沙，如何

充分和合理地利用我国沙漠地区

的自然资源，始终是荒漠化防治研

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沙区因地制宜发展饲料、经济

林果、沙漠旅游等林沙产业，建立

了一批特色林沙产业基地。据统

计，沙区年产干鲜果品 4800万吨，
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1/4，年总产值
达 1200亿元，重点地区林果收入占
农民纯收入的 50%以上。
“荒漠化防治工作还应与乡村

振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有机融合。”卢

琦表示，在继续推进沙区种植业、养

殖业，培育沙区绿色食品产业、开发

利用砂基材料、发展沙区生态旅游

产业等基础上，加大力度开发“高投

入、高产出、高效率、高效益”产业，

启动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工厂化农

业、光合工程等工程项目。

加强防沙治沙技术的创

新、集成和应用

科 技 创 新 是防 沙 治 沙 的 利

器。在防沙治沙实践中，我国科技

工作者紧密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需要，开展了沙漠形成演

变与环境变化、沙漠化过程及其防

治、流沙固定、干旱区生态建设、沙

区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研究，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方面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总结出了

100多项具有中国特色的荒漠化防
治技术，在非洲、亚洲的 40多个国
家和地区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

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

展，我国防沙治沙的科技创新能力

和科技贡献率有待提高，科技助力

防沙治沙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

“目前，防沙治沙科学研究存在

空间尺度大、涵盖内容多、运行机理

和规律复杂等多种限制因素，科技基

础相对薄弱，对区域性核心技术攻关

聚焦不够，国家级条件平台数量较

少、覆盖面不全，科技成果与生产应

用衔接不够紧密，重大科技成果产出

水平和数量有待提高。”卢琦说，应通

过防沙治沙和生态建设工程项目的

实施，带动防沙治沙技术的重大创

新、集成和应用，建立与国家重大生

态工程相适应、全面完整的知识密集

型现代防沙治沙科技体系。

卢琦介绍，未来应尽快设立国

家重大科技专项，加强基础研究与

关键技术研发，以科研院所和技术

推广单位为依托，开展联合攻关，

加大投入，鼓励创新。健全荒漠化

监测预警与观测研究网络体系，建

立以国家监测中心、地区监测中心

和省级监测中心为主干，以定位监

测站等为依托的监测体系，形成与

荒漠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需求相

适应的长期观测与研究网络体系。

雷加强认为，要进一步加强防

沙治沙成果转化，打通政产学研用

链条，搭建防沙治沙成果转化平

台。还要加强现代技术在防沙治

沙中的应用，如利用北斗、5G技术
和无人机，进行精准识别、实时监

测、快速响应；基于大数据分析，分

区布局、因害设防、精准施策。

（转载于《人民日报》2023 年 6
月 14日 14版）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

纸摘要》报道，近年来，

我国建立健全生育支

持政策体系，大力发展

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显

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

教育负担，推动建设生

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

口长期均衡发展。

江西南昌的市民周

小媛今年 2月底休完产
假，返回工作岗位。她

的三孩生育保险相关

事项由单位进行网上

申报，很快就有医保部

门专人联系对接。

“我这个情况可以

报产前的（门诊费）800
元钱，住院费也报了

2369元，4月初就全部
报下来了，生育津贴将

近 3 万 元 ，也 发下 来
了，心里感觉很踏实。”

周小媛说。

国家医保局指导

各地全面落实参保女

职工生育三孩的生育

保险待遇，确保应享尽

享；要求各地及时将参

保女职工符合规定的

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

津贴纳入生育保险待

遇支付范围，确保足额

支付。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滔表示，2022
年，全国参加生育保险 2.4亿人，生育保险
待遇支出 891亿元。

李滔介绍，国家医保局出台了相关政

策，优化工作流程，确保参保女职工生育

三孩的均可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同时加

强部门协同，推动生育保险政策和相关经

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共同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

近年来，我国还持续加强托育服务体

系建设，从 2020年至 2023年，国家共安排
中央预算内投资 36亿元，新建 48个地市级
以上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截至去年底，全

国共有托育服务机构约 7.5万家，提供托位
数约 350万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
改革委遴选出 33个城市作为第一批全国婴
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探索“幼有所育”

的新路径。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

司司长杨文庄表示：“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

导作用，加大对各类托育服务机构的支持

力度，着力加大普惠托育服务的供给，让有

需要的家庭送得起用得上。加强动态监

管，确保服务质量有所提高，守住安全健康

的底线。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确保

2025年每千人口托位数达到 4.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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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加强防沙治沙技术创新

科学治沙 筑牢绿色屏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

区巴彦淖尔市考察并主持召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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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指

出，要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荒

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近年来，我国多措并举推进

荒漠化治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

率，防沙治沙工作取得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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