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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YAO WEN

迁出百万人 换得千山绿

“西海固”是宁夏中南部 9 个县
区 的 概 称 ，西 —— 西 吉 ，海 —— 海
原 ，固——固原，构成其核心区域。

“喊叫水”“旱天岭”“水断头”等“求水
若渴”的地名，道出往昔缺水、地焦的
恶劣生态环境。

在这里，每平方公里土地理论上
最 多 承 载 22 人 ，却 一 度 要 养 活 142
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宁夏通
过吊庄移民、生态移民、劳务移民等
方式，将 123 万人搬出大山。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投入 105 亿元实施
的 35万生态移民工程，大大减轻了西
海固的人口、资源矛盾，移民得以在
近水、沿路、靠城的区域拔掉穷根。
与此同时，迁出区 800 多万亩生态用
地和未利用地也得到自然恢复。

47 岁的固原市隆德县观堡村村
民李小钢，亲眼见证了“迁出百万人，
换得千山绿”的变化，更有幸成为山
林守护人之一。“变化真是太大了！
以前一场大雨都能把庄稼冲走。现
在刮再大的风也不见土，看着满山绿
色，搬出去的人回来都不敢相信这里
曾是自己的家。”

自 2016年起，宁夏在西海固地区
开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
选聘工作，目前已有万余名生态护林
员上岗，每人年均工资 1万元。

2003 年宁夏全境实施封山禁牧
时，马维虎刚刚成为固原市原州区青
石林场的一名护林员。禁牧初期，放
牧村民和护林员玩“躲猫猫”。但即
使自己的大哥上山放牧，马维虎也毫
不留情地把羊扣下。“为此我们俩三
年没说过一句话。”而今，马维虎感慨
乡亲们不仅变得特别支持他的工作，
还和他一起“护绿”。

现在的西海固大地已然群山葱

茏、梯田层绿，水土流失治理程度达
到 80%，年平均减少入黄泥沙 3000万
吨以上。固原市森林覆盖率从 20 世
纪 70 年 代 末 的 1.4%提 升 至 目 前 的
27.28%。近期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名单中，固原市榜
上有名。

近年来，金钱豹等珍稀动物频频
现身。大自然精灵们的光临，正是对
西海固山水“换装记”最有说服力的
认可。

不单纯追求增长 更关注质的提升

海拔 2110米，在位于六盘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水沟林场，两片试验
林地对比显著——一片林子排列密
集，但树干细得可怜，树下难觅草本
植被；另一片看着稀疏，但阳光通透，
地表灌木和草木盎然生长。

种得密一定好吗？这个问题，放
在前些年，可能还有不同答案。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造林直接目标是尽
快让大山绿起来。种得过密的“高龄
树”如今遭遇“成长的烦恼”——密度
过大、林分单一、土壤酸化、水源涵养
能力下降。

是 时 候 更 新 生 态 建 设 的 理 念
了。六盘山地区，是建设宁夏南部水
源涵养区的重要坐标，也是西北重要
的生态屏障，宁夏林草部门 2019年启
动了“六盘山区高密度人工林质量精
准提升研究与示范”项目。

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院长
余 治 甲 一 直 关 注 着 试 验 林 地 的 变
化。通过不同密度间伐效果的对比，
进而确定适宜方式来致力最终形成
多树种、多层型、可天然更新的高质
量森林生态系统。

“无论当初密集地种，还是如今
科学地砍伐，都是为了生态更好。现
在生态建设理念更关注质的提升。”
余治甲说。

固原市以流域为基本单元，针对
不同山形、沟道、土质等要素特征，坚
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并举，
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绿、一个流域
接着一个流域攻⋯⋯仅彭阳一县，森
林 资 源 保 存 面 积 由 27 万 亩 增 加 到
180.16万亩。

中卫市海原县是西海固中“海”
的所在地，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其
干旱程度之深可谓西海固之最。

在距海原县一个小时车程的老
虎村，这里的新貌令人震撼——山坡
上，密密麻麻刨挖出用于种树的“鱼
鳞坑”；山坡下，移民迁出而废弃的老
宅已被草木掩映；道路两旁，新栽种
的火炬树迎风挺立，一排排望不到
边。

“山沟里的群众迁出后，我们先
进行自然恢复，这两年通过人工干预
补植补造乔木和灌木，植被更稳定
了，景观也更错落有致、色彩丰富。”
海原县自然资源局局长田小武说。

他形象地说，过去西海固“天上
下雨地下流，肥土冲到沟里头”，现在
通过“山顶林草戴帽子、山腰梯田系
带子、沟谷乔木穿靴子”等治理方式，
水不下山、泥不出沟。

生态林建设如此，经济林建设亦
如此。

前些年，苗木产业一度成为西海
固部分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然而，针叶多、阔叶少，小苗多、大苗
少等种植结构短板逐渐显现，苗木大
面积滞销，曾经的“钱袋子”成为“烫
手山芋”，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云杉、油松价格以前能卖到五

六十块一株，现在十几块钱都没人
要，目前基地还有 15 亩云杉卖不出
去。”在固原市原州区流转了 400亩地
种植苗木的王勇告诉记者。

后来，王勇根据绿化市场变化和
政府引导，调整育苗结构，大面积增
加了四季玫瑰、大花月季等花卉类及
红梅杏、樱桃等经果林苗木。“价格
好，市场也好，除了政府绿化采购外，
老 百 姓 自 家 美 化 庭 院 也 有 很 大 需
求。”

山山水水焕然一新，西海固的灵
气日益外露。

田小武欣慰地说：“生态建设的
阵地不止在大山荒野，触角已延伸到
千家万户。以海原县为例，这里以乡
村空地、房前屋后等为重点，改善乡
村人居环境，让老百姓‘抬头见绿，出
门见花’。”

念好“生态经”走出致富路

“我的‘致富经’就是念好‘生态
经’，绿水青山是最宝贵的资源，我们
不能端着金饭碗挨饿。”西海固人焦
建鹏，大学毕业后曾到城市搞广告公
司。伴随退耕还林的推进，他 10年前
又回到老家固原市西吉县龙王坝村

“搞生态”。
建立合作社、发展休闲农业、成

立旅游公司⋯⋯焦建鹏当起致富带
头人，把穷乡村打造成颇有名气的旅
游村。去年，龙王坝村接待游客达 19
万人次，人均纯收入达 11200元。

“一产利用生态、二产服从生态、
三产保护生态，发展林果经济、林下
经济、庭院经济，拓宽绿水青山转化
金山银山的新渠道。”固原市自然资
源局副调研员裴京斐说。目前固原
市已培育出近 500 个乡村旅游点，形
成各具特色的县域乡村旅游板块和
聚集带。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海
原县关桥乡，以前百姓在房前屋后栽
上几棵梨树，不具规模也没有品牌效
应。这两年，当地在扩大种植规模的
同时，还依托村庄面貌，规划了步道、
观景台、停车场等服务设施，昔日的
西海固山乡被打造成集休闲、旅游及
农产品加工一条龙的特色“梨花小
镇”。

47 岁的关桥乡方堡村村民张小
龙在“梨花小镇”租下摊位做起了烧
烤生意。连他自己都不敢想，节假日
每天竟能有 2000 元左右的纯收入。

“现在树多了、山绿了，守在家门口就
能吃上旅游饭。”

实施国家储备林、“碳汇交易”项
目，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发
展智慧低碳城镇项目⋯⋯宁夏致力
以增绿量、建机制、富百姓为基础做
实生态经济。当生态改善政策在西
海固大地陆续落地，生态红利不断得
到彰显。

当前，乘着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东风，
西海固地区正努力通过山林权改革、
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打造“生态经济”
新高地等一系列举措，寻找为生态赋
能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老百姓
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提高了。这两年
国家、自治区层面对生态建设的投入
和支持力度都在加大，因此基层更有
决心和能力解决老问题、蹚出新路
子。”固原市隆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马进川说。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西海固走向

﹃
机遇之海

﹄

西海固，没有海。
如今，挥别“最不

适 宜 人 类 生 存 ”的 过
去 ，曾 经 光 秃 秃 的 荒
山，已开垦为“中国最
美旱作梯田”，山桃山
杏 花 海 漫 山 、生 机 遍
野；一度树影稀疏的六
盘山，勃发起簇簇落叶
松绿岛，高山林海、溪
水潺潺；留下来的西海
固人，在地方党委政府
引领下，从植树造林到
改土治水，从脱贫攻坚
到乡村振兴，正在走向
生态红利不断释放的

“机遇之海”。

流经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城阳乡的茹河，因地壳变化和河床运动形
成旱塬上的瀑布，当地以此发展乡村旅游（2019 年 10 月 12 日摄，无人
机照片）。

这是这是 55 月月 1818 日拍摄的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月亮山日拍摄的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月亮山（（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这是位于宁夏固原市隆德县观庄乡观堡村的自然风貌（5 月 19 日
摄，无人机照片）。

宁夏中卫市海原县关桥乡梨花小镇（5 月 10 日摄，无人机照片）。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中庄水库（5 月 11 日摄）。

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天然林资源修复保护工程（5月11日摄，无人机照片）。

宁夏固原隆德县北象山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工程（5 月 11
日摄，无人机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