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春季，數場沙塵暴襲擾首都北京，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北溯風沙源頭，最終在錫林郭勒盟多倫縣做出批示 「治沙止漠刻不容緩
，綠色屏障勢在必建」 。范長江行動學子們日前參訪了 「多倫縣京津風
沙源治理工程（下稱，沙源治理工程）」 ，短短18年時間，當年黃沙
漫天的風沙源，如今卻成了一片鬱鬱葱葱的林海。多倫縣林業局防火辦
副主任左鴻飛坦言， 「多倫曾是懸在首都頭頂的一盆沙，但今天這裏卻
是 『天然氧吧』 ，並成為守護京津地區正北方的綠色屏障」 。

大公報實習記者
蘇靜欣、王鳴遠、姬越、雲子毓錫林郭勒盟報道

多倫治風沙18載 築首都綠色屏障
內蒙古行行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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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化曾達三千平方公里 如今蛻變後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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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楊子瑩錫
林郭勒盟報道：背靠大草原、面向京
津冀的多倫縣，地處內蒙古中部、錫
林郭勒盟東南端，是內蒙古距首都北
京最近的旗縣，亦是錫盟連接東北、
華北地區的交通樞紐。儘管多倫縣佔
地不足錫林郭勒盟的2%，但全盟內超
過五成地表水都在多倫縣內，多倫湖
就是多倫縣眾多水資源中的代表。在
當地政府努力下，多倫湖這個昔日的
人工水庫，如今已華麗變身為特色風
景區，與四川九寨溝同時被評為 「中
國最美秋景」。

多倫湖景區講解員向范長江行動
學子們介紹： 「相傳當年康熙巡視多
倫時，發現湖色很美，卻無一條魚，
覺得很可惜，就命人用駱駝把鯉魚送
到多倫湖，其後湖中的生物就是透過
當年被放的鯉魚演變而成。」

據悉，多倫湖是灤河源頭，前身
是人工水庫工程 「西山灣水庫」，也
是錫林郭勒草原上規模最大的水利樞
紐工程，如今卻成了多倫湖景區，其
中建設有多座觀景台，供遊客360度欣

賞湖景，並設有觀光碼頭供遊客體驗
水上樂趣。

講解員透露，多倫湖景區總投資
1.69億元（人民幣，下同），預計7月
底完工，將在暑假期間正式開門迎客
， 「景區門票價格暫定40元。」她續
稱，除吸引更多遊客外，多倫湖景區
還希望通過發展地區旅遊，幫助貧困
人口脫貧。景區附近有不少小村，發
展景區時將優先招聘周遭村民， 「他
們的工資較其他工人高200元，若有村
民希望做買賣，景區亦有專門商舖供
其銷售地方特色商品。」

草原水庫多倫湖現最美秋景

▲多倫湖面積達13.5平方公里
大公報實習記者楊子瑩攝

瑪瑙細加工 創品牌增就業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楊子瑩、蘇靜欣、王鳴遠錫林

郭勒盟報道：錫林郭勒盟多倫縣在民間被稱為 「草原佛都
」，曾是塞北通往元大都（今北京）的交通要道，百年前
因匯宗寺而興、因商而盛，成為漠南蒙古的宗教中心、商
業重鎮。

范長江學子一行走訪匯宗寺時發現，該寺建築規模
宏大，布局緊湊合理，主要建築布局在一條中軸線上，
它傳承了漢式建築藝術的精華，從整體布局到外觀都別
具一格。

清朝康熙年間，康熙親征平息噶爾丹叛亂，1690年在
赤峰烏蘭布統大勝噶爾丹，凱旋後在多倫諾爾與各部會盟
，確定了清朝北疆版圖。為紀念這次會盟，翌年敕建匯宗
寺。

匯宗寺是多倫縣重要的藏傳佛教活動場所，每天早上
八點三十分至十點都會為信眾們祈福。匯宗寺住持蘇德表
示，寺內每年有兩場大型的法會，包括農曆四月初八釋迦
牟尼誕辰及農曆七月初六的祈福消災的法會，每次法會都

會吸引來自全縣及錫林郭勒盟地區的信眾。蘇德續稱： 「
特別是七月初六的法會，因為需要連續誦經三天三夜，所
以必須要很多的僧人和信眾幫忙，不停唸經。」

蘇德認為佛教能解釋的事物較其他宗教好，所以他本
人在而立之年半路出家。他同時也表示 「信仰和迷信要分
開」，他們不會特意要求群眾信佛。

草原佛都因匯宗寺而興

▲ 「范長江行動內蒙古行」 走進多倫湖─灤河水源地 大公報記者王月攝

參訪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多倫湖
、多倫瑪瑙城、匯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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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李琦錫林郭勒盟報道
： 「我是我們家第一代做瑪瑙生意的，父母都是
農民。你看這兩個店面現在都是我的。」內蒙古
錫林郭勒盟多倫縣多倫瑪瑙城的店主張欣對記者
說道。多倫縣雖然已在去年擺脫國家級貧困縣的
帽子，但依然屬於自治區級貧困縣。眼下蒸蒸日
上的瑪瑙產業正成為領跑多倫縣經濟的一架強力
馬車。

據多倫縣委宣傳部外宣辦主任韓賓臣介紹，
瑪瑙是玉髓類礦物的一種，主要成分為二氧化硅
，1.4億年前隕石撞擊造成的火山爆發是瑪瑙形成
的主要原因，而多倫縣有世界第二、全國第一大
的隕石坑。儘管當下瑪瑙在世界市場上具有 「產
地多、產量大」的特點，多倫瑪瑙卻以質地堅硬
、光澤度好、品質優良稱許，已成為多倫縣走向
世界的一張名片。

近年來，政府部門給予瑪瑙行業相對應的扶

持，減免納稅，鼓勵可持續、健康的發展方式。
多倫在瑪瑙產業上進一步延長產業鏈，對原料進
行精加工，提高產品附加值，增加就業，提高了
居民的總體收入，真正推動了多倫縣瑪瑙產業的
可持續健康發展。

多倫縣地處渾善達克沙地南緣，
歷史上曾是水草豐美的古城，但上世
紀70、80年代，受自然災害、開荒及
超載放牧等因素所累，多倫縣生態環
境急劇惡化，沙化面積達3365平方公
里，佔土地總面積的87%，並形成東
西走向的三條大沙帶。彼時，多倫縣
被沙海圍困，每當沙塵暴襲來，當地
便遮天蔽日黃沙漫天。

狙擊土地沙化七分靠保護
由於多倫縣海拔高出北京1000多

米，且其至北京的直線距離約180公
里，每逢大風颳起時，沙塵便從高處
傾瀉而來。當地人說，多倫縣就像 「
懸在首都頭頂的一盆沙」。

上述情況一直持續至2000年，在
朱鎔基批示 「治沙止漠刻不容緩」後
，國家隨即緊急啟動了京津風沙源治
理工程。與此同時，多倫縣當地政府
亦明確了 「生態固基」的發展戰略，
並堅持因地制宜、因害設防，宜喬則
喬、宜灌則灌、宜草則草的原則， 「
一手抓種樹、一手抓禁牧」多措並舉
綜合治理土地沙化。

記者在現場看到，原本被風沙侵
蝕嚴重的山體如今已經變成了漫山遍
野的綠色。在總理視察點的位置上，
原本被黃沙覆蓋的路面現在已經變成
土質更加緻密的紅土，大大減少了揚
沙對於自然的侵蝕。

「我到林業局工作已有15年，從
2000年開始，多倫縣生態環境經一代
人努力已獲一定成效。」左鴻飛在沙
源治理工程現場向記者表示，目前多

倫縣林草植被恢復較快、流動沙丘已
趨於固定。他還表示，多倫縣已逐漸
建立健全了以森林公安、鄉鎮護林大
隊、村組生態防護員為管護隊伍的 「
三級管護網絡」。

生態帳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短短18載，多倫縣生態環境出現

質的轉變。據了解，全縣林地面積從
2000年的54萬畝，增至目前的293萬
畝；項目區林草植被覆蓋度從2000年
的不足30%提高至目前的85%以上，
森林覆蓋率亦從6.8%提高到37%。此
外，2011年實施的百萬畝樟子松建
設，在2016年就已完成。

採訪中，記者聽到這樣一
個有關治沙人的真實故事。在
多倫縣淖爾鎮新民村，一個叫
馬雲平的人被當地人譽為 「咬
定沙山不放鬆的治沙人」。18
年 來 ， 老 馬 堅 守 在 自 己 承 包 的
3800畝沙丘和沙帶裏，憑着自己的執
著，讓昔日的沙海變成了今日的綠洲
。這些年老馬連續投入幾十萬元治沙
、種樹，但當樹苗販子提出高價收購
樹苗時，他卻果斷回絕： 「生態帳不
是小帳，它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
大帳。」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記
者了解到，在多倫縣治理土地沙化過
程中，當地林業得到快速發展，帶動
了農牧、旅遊等產業的蓬勃發展，在
此背景下 「肉、乳、菜、薯、林」五
大主導產業，成為當地農民生產生活
的主要來源。

▲多倫瑪瑙城各式瑪瑙石引港生圍觀
大公報記者王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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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沉醉在美麗的多倫湖邊 大公報記者王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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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縣林地面積

•森林覆蓋率

•項目區林草植
被覆蓋度

2000年
54萬畝

6.8%

不足30%

2018年
293萬畝

37.9%

逾85%

多倫縣植林治沙情況

資料來源：內蒙古自治區林業廳

▲港生冒雨採訪多倫縣沙源治理工程
大公報記者曾慶業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