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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何竹康

<白沙尖造林治沙>是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

古族自治县政协。以前郭县造林治沙实践为依据

研究、撰写而成的。书名朴实，开门见山，一看

可知其立意和主旨。白沙尖是个不显眼的地方。

在地图上很难找到。造林治沙是吉林省西部地区

农村群众经常的劳作。作者采用纪实报告性的文

体，写得相当平实具体，书中没有多少生动有趣

的故事，鲜见优雅、华丽的词句，也无风光旖旎

的图片。然而，这正是该书的高明之处。朴实让

人亲切、喜爱，平凡中蕴藏着不平凡。只要细细

地阅读，并慢慢地回味和思索，边读边比较，便

会有另一种感受，产生感叹．得到启发和鼓舞，

懂得是“小题目，大文章”，对保护生态、坚持

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有用。这样的书，人们是欢迎

的。

客观世界的许多事物，看似简单、枯燥．有

的甚至无声无息，来去无踪，但如果把它们联系

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动态地去观察、研究，就

会发现大自然不仅非常丰富多彩。而且具有有机

的内在联系。它在有规律地不断交化，充满奇



妙，给人以美的享受，让人饶有兴趣。

林与沙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林木有生命，经历萌芽、

生长、衰老和枯死的不同阶段。它既产生于大自然，又贡献于大

自然。对其他生物产生自己特殊的影响。森林是人类不可分离的

同伴，是不可或缺的资源，也是生态平衡、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林木的品种众多，形态生动，有的雄伟，有的挺拔，有的秀

丽，有的婆娑，有的风雅，但是都有灵性和顽强的生命力。他们

作为地球之“肺”，奉献给人类的不仅是资源本身，还通过光合

作用大量释放新鲜的氧气．改善着大气的质量。它们让入喜爱、

赞赏、敬重。

沙，自然无生命，却也有形成、发展、风化乃至消亡的过

程。它每日每时都处在流动和运动状态，千变万化．千姿百态，

有平和．也有暴虐，有时静若处子，有时疾如流石，有时灿烂如

金。有时沙尘茫茫。世界上的几大沙漠占去了陆地面积的1／5，

并在继续吞噬着耕地，影响着全球生态。

于是，林与沙便构成了』对矛盾。他们相互影响，相互制

约。林多则沙少，反之，林少会沙多。造林能防风治沙，毁林会

扩大沙害。 ．

人类的活动对大自然具有重大影响，既可能严重破坏大自

然。也可能促进大自然的健康与平衡。其影响的大与小、好与

坏。决定于人们对大自然认识水平的高低和作为是否科学、恰

当。不争的现实是，迄今我们的认识水平仍然不高，不知和知之

不全、不深的问题比比皆是，许多作为依然盲目幼稚，违背自然

规律，因而不时遭到惩罚。今天，科学技术空前发达，社会生产

力水平和现代化水平日益提高。却出现了自然生态失衡．环境恶

化，资源紧缺等许多的忧虑、烦恼和无奈，其中包括一些直接危

害人类健康与安全的严重问题。不难知道，这不是必然，不可避

免的，更不是发展的初衷。如何看待和有效防止生态破坏，巳成



为全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植树造林可以防风固沙，改善生态，

造福人类，这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建

立不久，1便将植树造林作为全国人民的义务，把绿化祖国列为党

和国家的重要任务，并且编制了一系列发展计划，、制定了相应的

政策、法律和法规。这方面的投入和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但

是，林造得多，伐得也多，生态状况未能改善，有些方面还继续

恶化。可见，生态建设还是一个大题目，大文章，任重道远。

在这个大背景下．从当代人的历史责任感来思考，我们就不

难对<白沙尖造林治沙>一书的地位与意义给予足够的认识和重

视。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没有特殊的有利条件，原来的基础

并不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他们没有依赖特别的支持照顾，主

要靠穷则思交的革命精神．发动群众，齐心协力地坚持不懈地艰

苦奋斗，三年摆脱落后局面，跨入生态建设的先进行列。这个变

化。别的地方能不能做到呢?造林治沙可以这样，其他事业不是

也可以吗?前郭县的读者也会想：如果能提早lO年、20年就这

样干该多好啊；反之，若再等待10年、20年又将多么不可原谅

啊?这种反思，能增强今后工作的责任心和紧迫感。

事在人为。人是富有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如何充分地调动、

发挥这种能动性和创造力，形成强大的合力，为共同的目标去拼

搏，并取得成功，要靠正确的领导，靠领导人的能力和威信。而

领导人的能力与威信。都是在实践中形成和提高的。<白沙尖造

林治沙>生动地介绍了干部群众在前进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矛

盾，许多问题的解决没有他人经验可以借鉴．书本上也找不到。

他们从实际出发，边干边探索、边总结，付出无数的艰辛。从而

也得到更多的锻炼、提高和成功的喜悦。越干越能干，越干越高

兴。他们的经验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有效地举全县之力

实施大面积的造林治沙攻坚战，推而广之。如何贯彻科学发展

观，做好各方面工作，是一场把党的领导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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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工程。在市场调解的基础上，再加上强有力的领导，我们的

事情就会事半功倍。 ·

，

带领群众治穷求富，是前郭县几届领导班子共同的使命和目

标。他们都为之做过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当历史进入

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从根本上解决沙害的任务更

为突出，更加紧迫。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全面总结了以往工作的经

验与教训，围绕造林治沙，带领有关人员和专家深入沙区开展专

题调查研究，并广泛听取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有针对性组织

去外地考察学习。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的酝酿、讨论，进一步

统一了认识，坚定地组织力量开展大会战。县委县政府召开专门

会议进行讨论，做出决议，确定实施方案。建立了分工明确的工

作责任制，以及相应的政策，有关领导分头抓点，进行典型示范

和督促检查，把造林治沙这一系统工程变成全民共同行动。这是

前郭县生态环境三年发生巨变的根本保证。

自然生态是没有部门和行政区域界限的。其显著特性．一是

全局性，涉及方方面面，影响各个领域。二是缓慢和持久性。需

要若干年、甚至于几十年时间才能把效果显现出来。这对于急功

近利、过于关注任期政绩的人；是不容易或难以做到的。稍加留

心观察，我们会发现，那些高度重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并长

期为之奋斗、取得显著业绩的人，大都思想境界高，大局观念

强，很少计较个人名利。他们能自觉地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

益，局部需要与宏观需要的关系。《白沙尖造林治沙》令人信服

地反映了这一简朴的道理。作为领导者。特别是高级领导者，应

该清醒地了解自己的职责，经常给自己提出任务，多想想不足的

方面，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造福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功过是非，任由群众去论评，自会有公论。有些事情需要历史来

检验，本人不必计较。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有功未赏反遣罚，

被发配到边远的新疆伊犁充军。跋涉数月才到达。当时．那里条

—●●—●●l●●】，●■1、I



件之艰难、情况之复杂，不难想象。但他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所

做的重要工作至今仍在人民群众中传颂。他那种尽职献身精神也

成为后人的楷模。

以上是个人的一些看法和感想，权作本书序言。

注：本文作者是原中共吉林省委书记o

2005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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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绿化前的白沙尖

第一节‘西部沙区

一、自然概况

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前郭县)西部沙区，是

我国著名的科尔沁沙地横贯在前郭县西部的三条大沙带，其主峰

被当地群众称为“白沙尖”。沙区位于前郭县南西部，距县城最

近处为65公里，最远处为llO公里。沙区东西长约65公里，南

北宽约42公里，面积2075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34．6％。

域内包括四个乡、两个镇、一个县属种畜场，还有两个国营林

场，共有53个村、160个自然屯，总人口11．2万人。西部沙区

北邻乾安县，西和西南与长岭县接壤，东南一角与农安县毗邻，

东侧与本县深井子镇相连。 。‘

西部沙区由南沙带、中沙带和北沙带三条沙带组成，总长

147公里。总面积80余万亩，其中流动沙丘面积12万多亩，共

有大小裸露的“白沙尖”43个。

南沙带：西起长岭县边界，经前郭县孤店乡新发村、于家窝

堡、西浩特芒哈，东三家子乡乌大营子、小庙子、东三家子、东

孟吐，乌兰图嘎镇苏根营子、万宝山屯西止。全长35公里，面

积为18 782公顷。
’

’

中沙带：西起前郭县乌兰敖都乡双合尔屯、新立屯，经查于



花镇昂格来、讷日吐、东西高家窝堡，经乌兰图嘎大小梅林营

子、大德营子、好特格尔营子，东至格布尔营子以东的白沙尖

止。全长80公里．面积23 879公顷。 _，

北沙带：西起长岭县界，经前郭县乌兰敖都乡的达日哈都、

刘金有屯、胜利屯、王四海屯．经查干花镇赵权窝堡、宴家窝

堡、董家窝堡，到后五井子屯西止。全长32公里，面积10 617

公顷。

被群众称为“白沙尖”的最大流动沙丘，属中沙带．位于乌

兰图嘎镇董家窝堡村大沙坑屯东北。这一流动沙丘、沙地向东延

伸到乌兰塔拉乡东太平屯、高家窝堡屯。直至深井子镇三义井屯

西山，已经连成一片，形成东西长lO公里，南北宽2．5公里的

沙带。这个沙带的流动和半流动沙丘、沙地面积达18 000余亩．

其中流动沙丘60 000余亩。漫岗沙地7500余亩，风蚀沟的00余

亩。大小风蚀沟不计其数，贯穿沙地之间，沟深达lO一20米不

等，沟长300—400米，沟宽40—50米。

二、气候和土壤

西部沙区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变化明显，四季分

明。春季干旱少雨多风，夏季炎热降水集中，秋季昼夜温差大，

冬季寒冷多风少雪。年平均气温4．5℃，全年≥lO℃活动积温为

2948℃，无霜期140天左右。年降水量在400—500毫米之间．春

季降水量(3—5月)50毫米左右；夏季降水量(6—8月)300

毫米左右，占全年降水量的70％左右；秋季降水量(9一11月)

70毫米左右；冬季降水量(12—2月)为10毫米左右。全年的

水蒸发量在1200毫米以上．每年4。5月蒸发量最大。

前郭县的土壤有黑土、黑钙土、碳酸盐黑钙土、草甸土、盐

碱土、草炭土和风沙土等11个土类，29个亚类，镐个土属．

109个土种。。其分布是：东北部河谷阶地多为草甸土和冲积土；



北部湖积低地多为碱化碳酸盐黑钙土和盐碱土；西部垄状岗地多

为淡黑钙土和风沙土或脱钙风沙土，在平坦草地上也有草甸土和

冲积土；南部台地多为淋溶黑钙土，脱钙风沙土和草炭土。 ，，

西部乡(镇)有风沙土、黑钙土、盐碱土等土种。

风沙土：土壤结构松散，有机质含量低，跑风、怕旱。

黑钙土：包括淡黑钙土和无盐草甸土，有机质含量高，土质

疏松，结构良好，有利保水保肥。 ‘

，，

盐碱土：水湿黏重，干燥坚硬，渗透性差，不利于作物生

长。 ．?

，主要植被：天然形成的草本植物有碱草、芦苇、小叶章、碱

蓬蒿、黄蒿、麻坡草、马莲、羊胡墩子等；木本植物有杨、家．

榆、蒙古柳、早柳、腊条榆、蒙古桑、山丁子、山里红、山杏、

蒙古柞、蒙古桑等。
、

三、自然灾害

全县的自然灾害主要有干旱、沙害、低温、冰雪、虫灾、风

蚀、水蚀等，这些自然灾害中，尤为干旱、沙害、低温、风蚀、

水蚀最为严重。

旱灾，前郭县年平均降水量虽然在450毫米左右，但四季变

化悬殊，各季节降水分布不均。每年春季农田播种阶段干旱少雨

是常事，十年九春旱已成规律。常因发生春旱播不上种或播了种

拿不到全苗，造成减产减收。还有伏旱、秋吊对农业生产的威胁

也很大。

风蚀，全县尤以春季大风次数多、风力大，持续时间长，平

均风速为3．4米，秒，每年7级以上大风的天数达15天以上，并

时有沙尘暴出现。据记载，1953—1980年间，八级大风549天，

平均每年16天。由于缺林少树，风灾严重时，表土可以刮走半

尺厚。种子、肥料随风流失，每年春季农业生产三刮四种的现象



经常发生。

水灾，由于植被破坏，一遇大雨、暴雨．造成坡上泥土流

失。坡下淤积．侵蚀沟加深、加宽。致使大量农田被毁。

低温，据记载1957年以来，全县有十多年发生过低温冷害。

最严重的是1957年和1972年，≥lO℃的活动积温比历史平均值

低400℃，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减产。
’

，

风沙，一些地区特别是西、南部沙区，无限度开荒拱坨子．

过度放牧，毁林毁树，致使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沙丘开始流动，

沙化土地面积不断扩大。每当春季风起，扬起沙尘，甚至形成沙

暴，致使农田被毁，造成减产减收甚至绝收。风沙灾害是前郭县

最大的自然灾害，严重危害着农牧业生产和制约农村经济的发

展，尤其西部沙害最重，几十年来既不能耕。又不能牧。直接影

响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农民的生产生活。

第二节 沙区沙害

一、董家窝堡村

董家窝堡村，位于乌兰图嘎镇东南3公里处，有4个自然

屯，分别是董家窝堡屯．李家围子屯，林家围子屯，以及“白沙

尖”主峰所在地大沙坑屯。
‘

这个村原来是缺林少树的林业后进村，风沙危害最严重，

早、涝灾害频频发生．是全县有名的贫困村。全村幅员469 785

亩，西部治沙会战前，全村有林地4575亩．其中集体造林仅

1437亩．国营林场造林3138亩，全部是农田防护林。林地面积

占幅员的9．8％。仅有的这些林带林网保护了全村的部分农田。

当时，全村共有500户，2150口人，基本农田18 000亩，粮豆总

产量1200多吨，人均收入300多元。



大沙坑屯向北行一公里多就是t白沙尖”主峰。1987年治

沙前，大沙坑屯的群众住房都是为躲避风沙而建，住房矮小分

散，根本无法规划。屯外面的大片农田，除在国营林场早年营造

的几趟农田防护林带庇护下．部分还可以耕种外，其他农田每年

只能靠运气了。风沙小了，可以种地，到秋收一点，风沙大了，

只能躲着风种点晚田。这起了防风防沙作用的老林带，还是当年

生产队老队长给群众办的一件好事。那几年，地跑风太厉害，老

队长同群众商量后，请国营林场在主风口营造了几趟林带，才保

住当时一点可耕之地，如没有这几趟林带发挥作用。大沙坑屯早

就无地可种了．群众至今没有忘记老队长。

李家围子屯，位于董家窝堡村的西南，流沙围着屯子的正北

和西北两侧，是一个流沙面积最大的沙地，也属中沙带。屯子处

在大片流动沙丘边上，群众常常是一晚被风吹沙子堵住了房门，

出不去屋只能走窗户。常被风沙吞没住房，被风沙撵着屯子搬

迁。群众住房也是躲风而建，房子分散矮小，家家户户很少有像

样的院落。春秋刮风季节，这里是风起沙扬，堵塞道路，吞蚀农

田是经常发生的事。居住在这里的群众尝尽了风沙的苦头。

治沙前，董家窝堡村几个屯子的路都被沙子淤埋，基本是无

路可走。几个屯子距镇政府仅六七里。没有一条固定直通的路。

春天根本找不到路的影子。群众外出办事、赶集只能步行．冬季

大地封冻时才能行车。平时，冒险走这条路的各种车辆，陷在沙

子里是很平常的事。1986年春季，县委书记阿古拉、省绿化委

员会顾问张李明、省林业厅长刘墨林查看沙带造林区，乘坐的几

辆越野车．都陷在沙子里。1987年春季，林业局规划测量组的

工作人员．乘坐北京吉普车，到李家围子屯北面一二百米处，打

算进屯里喝口水，北京吉普越野性很强，但由于沙子阻隔，车轮

子干打转，就是不能前进半步，车最终没能进屯。这几个屯子由

于沙子淤埋了道路，常年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



董家窝堡村的四个自然屯还地处前郭县“望海”涝区的溢洪

道上，涝灾也是频频发生。每年雨季从农安过来的洪水，必经此

地，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水患，多次成灾。

董家窝堡村的几个屯子是这样，西部沙区六个乡(镇)也无

一例外，乌兰塔拉乡的榆树坨子屯、高家窝堡屯都被风沙撵着搬

迁了。 ’一
·’‘1 -

．

’

{ ^
’

，

二、生产生活 ．

． r西部沙区的农牧业生产，多年来在风沙的危害下．一直徘徊

在低水平上。沙区的6个乡(镇)总幅员311．3万亩，占全县幅

员的33．6％，比南部台地幅员多100万亩。在治沙前，由于缺林

少树，风沙肆虐，粮豆产量仅占全县的15％，占南部台地6个

乡镇粮豆产量的三分之一。有一位曾在这里工作的老领导，诙谐

地写了一副对联：“广种薄收闯大运，稀里糊涂度春秋”．横匹

是：“年年如此”。

由于风刮沙压，春天种地“三刮四种”的现象经常发生。通

常粮种刚刚种上，就会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风毁掉，就得重新买

种买肥毁种。常常是毁种到立夏，才基本可以放心。有的时候，

因季节已过，只能毁种生育期短、产量低、价格低的养麦。养麦

亩不足百斤，为了活命，这种投入高、产出低的无效劳动，只能

年复一年地重复。更严重的是，由于风沙危害存在，产量高、生

育期长的新品种根本不敢引种。以玉米为例，凡是高产新品种都

是生育期长的，必须在四月上、中旬播种，才能保障它有足够的

生育期。而四月上、中旬正是风沙肆虐季节，即使有好种、好肥

也不敢用，只能用生育期短、产量低的本地品种。过了风季，五

月份才敢种地．高产品种的生长期已不足了。

沙尘暴，从前没人用这个词，常说的是风沙刮得对面不见

人。1962年春天，县林业调查队的杨玉书等人下乡住在西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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