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中旬，若尔
盖黄河大草原文化
旅游节盛大开幕。
全县的盛会，需要各
单位的共同努力，刚
刚忙完今年治沙项
目的若尔盖县林业
和草原局干部蒙嘉
文也积极参与。

皮肤黝黑，眼中
有光，这是55岁的蒙
嘉文给记者的第一印
象。从20岁参加工
作，他与林草工作打
交道已经35年。草原
县的林草部门，责任
重大，工作繁多，防沙
治沙，一直是蒙嘉文
他们工作的重点。曾
担任林草局业务股股
长的蒙嘉文，正是若
尔盖柳沙障治沙模式
的创始人之一。

8月13日，回忆起
治沙岁月，蒙嘉文颇
为感慨：“2007年，我
们从新疆考察回来，
当时在想如果不治理
沙地，草原家乡是不
是会变成戈壁？那可
坚决不行。”随后，一
场“塞罕坝”式的防风
治沙行动在若尔盖正
式开启。

2022年8月，据四
川省林业和草原局消
息，若尔盖县草原沙
化治理迎来历史性拐
点，通过近几年沙化
成效监测，沙化年递
增率首次出现负增
长，创造了“草进沙
退、湿增人转”的成
绩。目前，若尔盖沙
化地植被覆盖度明显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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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沙化严重

此前，由于气候变暖、降雨量
减少、鼠害严重、过度放牧、开沟
排水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若尔盖
县土地荒漠化进程不断加快，特
别是唐克、辖曼、麦溪等黄河沿岸
乡镇，沙地面积较为集中。

因为父母工作原因，蒙嘉文从
小在唐克镇长大。唐克镇地处黄
河东岸，因九曲黄河第一湾盛名在
外。蒙嘉文的儿时记忆中，自然少
不了黄土吹过的场景。往往这个
时候，父母是不允许小孩出门玩
的，因为回家就是一身黄沙。

其实，若尔盖治沙可以追溯
到上世纪70年代。辖曼镇（原辖
曼乡）文戈村的群众找到县林草
局，希望他们帮忙治理沙地，原因
是村子周围土地沙化很严重，冬
天风一吹，家里总会进沙。当时，
防沙治沙还远没有达到现在的重
视程度。不过职责所在，局里为
群众提供了树苗和技术指导，当
地通过义务植树的形式，开始在
文戈村治沙。

蒙嘉文记得，1993年，国家
的防沙治沙工作在辖曼镇进行试
点。当时，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
所取得的经验之外，又采取了很
多模式，包括种沙打旺、种草等。
此后，若尔盖每年都会在国家资
金的基础上，再投入部分资金进
行治沙，但效果不是很明显。
2004 年，全国防沙治沙行动启
动，若尔盖县辖曼镇一处沙地成
为试点示范区，每年几十万元至
一百万元不等的费用陆续投入。
有了大量国家资金投入，防沙治
沙有了效果，但还远没有实现草
进沙退。

最直观的印象是2004年进行
的第二次沙化监测。当时，蒙嘉文
作为领队，带着工作人员进行沙化
监测。他们需要一块地一块地去
看，将土地沙化情况在地图上标示
出来。蒙嘉文说，感受最深的是走
到麦溪乡，距离沙地很远的位置，
还完全看不到沙，但只要一起风，
就会有沙粒打到脸上。

开发高山柳沙障治沙

当时，蒙嘉文等人都会到沙
地现场办公，吃住都在帐篷。每

天早上起床，他们都可以看到被
风吹进帐篷的沙堆积在角落，最
厚处可以达到20厘米。

今年45岁的林草局职工加
羊甲措告诉记者，当时他们在麦
溪乡泽修村，看到当地牧民每天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房
屋围墙边堆积的沙子背走。虽然
当时这户牧民周围还看不到沙
地，但是周围的草场破坏了，风会
把沙子吹到房屋附近。

转折出现在2007年，当时在
广安市召开了全省防沙治沙及荒
漠化治理有关会议。省政府决定
每年拨出2000万元专项资金，分
给四个县用于沙化治理。若尔盖
治沙成为首批纳入省级治沙示范
点示范区的项目，每年可以得到
拨款500万元。

以此为契机，高度重视此项工
作的阿坝州，组织了若尔盖、壤塘、
阿坝和红原四个草原县，前往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学习防沙治沙经
验。当时已经是若尔盖县林业和
草原局业务股股长的蒙嘉文，在学
习防沙治沙返回后，立即组织股室
工作人员投入到沙地治理之中。

“要想治理好，就要先了解沙
地的情况。有了此前沙化土地带
来的遭遇，我们肯定不愿意草原
家乡变成戈壁。”蒙嘉文说。

“流动沙地主要采取‘高山柳
沙障+补施有机肥+灌草复合种
植+围栏封禁+连续管护’技术模

式；半固定沙地主要采取‘围栏封
禁+牛羊粪固沙+灌草复合种植+
综合管护’；固定沙地主要采取

‘围栏封禁+灌草复合补植+综合
管护’技术模式；露沙地主要采取

‘围栏封禁+草种补播+综合管护’
技术模式。”8月12日，若尔盖林
草局生态修复股股长杨恒介绍。

杨恒所介绍的四种沙化土地
治理模式，正是蒙嘉文等前辈一
步一步探索实践得出的治沙办
法。蒙嘉文说，2007年从新疆考
察回来，他们商议的结果是用高
山柳作为沙障材料。因为在此前
的治沙中，他们发现种植的高山
柳防风效果不错，而且越砍萌发
能力越强。此外，当地的高山柳
资源也较为丰富。

说干就干，2008年，蒙嘉文
等人开始进行第一次柳沙障治沙
的试验。按照起初设想，是请农
村闲散劳动力把柳条砍回家以后
在家里编，编成一米或者两米的
树篱笆，然后由工作人员运到沙
地上扦插。

“在实际实施中，我们发现运
输过程中或者是树篱笆编的松紧
程度不一样都要造成损失。”蒙嘉
文说，最后干脆把高山柳砍来，在
沙地上编，现编现插。

“草进沙退”令人高兴

沙障材料确定，后续证明效

果也相当好。但在当时除了沙
障，还需要种草、施肥，标准却无
从把握。此外，柳沙障编织的规
格到底多大，可以既达到效果又
节约成本？

带着上述问题，蒙嘉文等人
开始了探索。白天，大家分组前
往自己的划定沙地进行试验。夜
晚，在沙地帐篷里举行夜会。随
着每场夜会的时间越来越长，诸
多问题也一一得到解决。大家在
实践中发现，流动沙地上，使用2
米×4米规格的柳沙障最为适合，
既达到效果，又节约成本。针对
半固定沙地，可以使用4米×4米
规格的柳沙障。此外，根据不同
地块的风速，扦插多高的柳沙障，
也做了明确。

从2002年到2016年，每年
的 3 月左右开始治沙工作，蒙
嘉文都会和同事驻扎在沙地帐
篷。十余年间，一套完善、有效
的沙化治理模式在若尔盖诞
生。蒙嘉文说，其实在这个期
间，为了兼顾放牧和经济收益，
他们也尝试过使用窄叶鲜卑、
秀线菊、四翅滨藜等植物作为
沙障材料，但综合效果都没有
高山柳好。

杨恒告诉记者，2014年，第
五次沙化监测显示，若尔盖沙化
土地面积125万亩。2019年第
六次沙化监测显示，沙化土地面
积降为108.8万亩，长期坚持治
沙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

如今，年轻一代林草人正沿
着前辈的脚步，继续做好防沙治
沙工作。杨恒介绍，在前辈治沙
模式的基础上，当地正在探索沙
地治理后管护期延长的相关措
施，最大程度避免土地交还后造
成的二次伤害。

2023年上半年，作为若尔盖
县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项目督察
组成员，蒙嘉文多次前往现场
勘察。每路过一片曾经治理的沙
地，他都愿意把故事分享给年
轻人。

“到现在为止，我们若尔盖
的沙化基本上得到了遏制。看
到许多曾经的沙地如今都恢复
了绿色，很高兴。”蒙嘉文笑着
说，上次去麦溪乡 600 亩的治
沙项目，他们还有一个坡地没把
准阻风方向，在自己建议后改了
过来。

若尔盖柳沙障治沙模式创始人之一蒙嘉文：

不愿看到草原家乡变成戈壁

2016年，若尔盖县辖曼镇村民在编制沙障。

若尔盖一
处沙化草
地治理前
后对比可
见，沙地治
理后植被
恢复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