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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晶晶 沈静芳

“鄂尔多斯天尽头，穷山秃而陡，
四月柳条抽。一阵黄风，不分昏与昼。”

“风刮黄沙难睁眼，庄稼苗苗出不全。
房屋埋压人移走，看见黄沙就摇头。”

风沙，暴躁、易怒、狂野、来势汹
汹。不管是在清朝诗人笔下还是陕西
榆林民间流传的顺口溜中，“一年一场
风，从春刮到冬”是大多数人对塞外大
漠的记忆。

2021 年，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这里要加一个‘沙’字。”一
个“沙”字，凸显了荒漠化防治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

黄河，成就了塞上江南的河套平
原，又切割荒漠赫然南下，形成“几”字
形。2023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黄河“几字弯”顶端的内蒙古巴彦淖尔
市考察时，发出了打好新时代“三北”
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努力创
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动员
令。其中，黄河“几字弯”攻坚战是重中
之重。

抗风沙，种林种草更要护林护草

鄂尔多斯是黄河“几字弯”的东拐
点。黄河流经鄂尔多斯市 728 公里，从
这里掉头南下。

对鄂尔多斯来说，毛乌素沙地侵
占南部，库布其沙漠盘踞北郭，它既
是我国北方防沙带的关键区，又是打
赢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的主战场、主
阵地。

行走在沙地、沙漠，眼前的景象带
给记者不小的震撼：

——车窗外，是向远处延伸的一
丛一丛的绿，偶尔还有几处被沙地环
绕的“海子”。山水林田湖草沙同时出
现在眼前，神秘的自然运转规律让人
心生敬畏。

——在沙漠地带，常常能看到镶
嵌在沙里的草方格。“先把干草深扎到
沙粒中，组成正方形网格，再在干草附
近撒播草籽，等下了雨慢慢地就会长
出更多沙生植物了。”正在用铁锹往沙
子里埋干草的牧民说。他们裹着头巾、
戴着草帽，皮肤仍被晒得黝黑而粗糙。
从他们淳朴而坚韧的脸上，前面的疑
问有了答案：风，是用胸膛挡住的；沙，
是用脚印盖住的。

——曾被犯罪分子偷偷倾倒油田
废液，植被枯死的草牧场，重新种上了
适合沙地生存的植物。在和乌审旗检
察院检察官同去这处污染环境案案发
现场时，不远处的护林员正在来回巡
逻，警惕地观察每一个可疑人员。

这片植被枯死的草牧场是牧民斯
庆高娃家承包的，她的家里共有 1300
多亩草牧场，养着 300多只牛羊。

一条铁路和一条高速公路从草牧
场穿过。前几年，斯庆高娃在家干活时，
时常闻到刺鼻气味，但又不知道从何而
来。找了几天，她发现是夹在铁路和公
路中间的一大片林地中散发的味道。

不仅仅是斯庆高娃一家，她的邻

居也发现有黑乎乎的污水顺着排水沟
渗入林地，所经之处辛苦栽种的上万
棵樟子松幼苗全部枯死，喝了污水的
牛羊也死了。

牧民们迅速报案。警方调查发现，
黑乎乎的污水是“压裂返排液”，是一
种采油过程中产生的废液，处理不当
会对动植物、土壤造成危害，对地表及
地下水资源造成严重污染，导致草牧
场沙化。

经查，李某某等四人将宁夏某油
气公司油田产生的压裂返排液倾倒至
鄂尔多斯境内毛乌素沙地腹部半流动
沙丘低地，共排放污水 240 余车，每车
约 50立方米。

公安机关将四人涉嫌犯罪案件移
送检察机关。乌审旗检察院决定同步
追究违法行为人的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

“办案不仅要惩罚犯罪，更重要
的是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乌审
旗检察院副检察长纪世军介绍，经鉴
定，案涉土地由于被倾倒废液，死亡
的植被包括沙柳 482 丛、芦苇 4400 余
平方米、樟子松幼苗 2.2 万余株、草地
1.2 万余平方米等，且地下水中总固
体（全盐量）超标。经评估，环境修复
费用共计 562 万元。

法 院 审 理 期 间 ，被 告 提 出 自 主
修 复 受 损 生 态 环 境 意 愿 ，但 其 不 具
有 专 业 能 力 与 技 术 ，无 法 进 行 修 复
工 作 。经 乌 审 旗 检 察 院 与 乌 审 旗 生
态 环 境 分 局 多 方 联 系 ，最 终 确 定 由
内蒙古某环保公司配合宁夏某油气
公 司 履 行 生 态 修 复 义 务 ，在 被 污 染
的地块补种沙柳、樟子松等共计 2 万
余株，播撒草籽 110 千克。

“乌审旗位于毛乌素沙地腹地，
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经过几代人的努
力，才有了如今的绿水青山，农牧民
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十分深厚。”纪世
军告诉记者，沙地的植被具有多年期
生长特性，修复被污染的沙地生态环
境是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需要长期
监测、维护。检察机关也将持续跟进
生态环境修复状况。

“ 保 卫 黄 河 在 内 蒙 古 的 重 要 任
务 之 一 ，就 是 治 沙 ，防 止 土 地 荒 漠
化。”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李
永君说。为此，该院聚焦草原林地生
态脆弱区，围绕乌兰布和、库布其等
重 点 功 能 区 荒 漠 化 治 理 ，部 署 了 为
期三年的“助力荒漠化综合防治”公
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

抗水蚀，保土固土更谋长久之计

在黄河“几字弯”那一横的末端，
从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开始，黄河进
入千沟万壑的中游，经过黄土高原，
大量泥沙入河。黄河泥沙淤积的根源
在于水土流失，而减少水土流失，黄
河“几字弯”区域是重中之重。

人类经济发展、生产生活对环境
的影响是必然的。高速公路、铁路等
项目建设破坏原有植被和原生地形
地貌，非常容易出现水土流失问题。
长期以来，黄河流域内人、土和水之
间的关系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

地处黄河中游的山西是全国水
土流失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山西省忻
州市至陕西省榆林市的某高速公路，
是一条快速连接东西部地区的物流、
煤运大通道。项目建设时，山西省水
土保持监测中心明确了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要求做好水土保持工程
设计，并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然 而 ，检 察 机 关 关 注 到 这 个 项
目，是因为发现该高速公路兴县段存
在大量因排水设施损毁导致路面掏
空和农田被冲毁的情形。

山西省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
检察官介绍，该高速路段所经地形地
貌主要是黄土丘陵沟壑极强烈侵蚀
区和土石山地较轻微侵蚀区，沿线水
土流失形式以水力侵蚀为主，属于黄
河多沙粗沙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
理区。该项目水保措施存在的水毁问
题和弃渣场“未批先变”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扰动地表，使原始地貌的抗蚀
能力减弱，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严
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因项目跨山西省吕梁、忻州两市
并延至陕西省，具有明显的跨区划特
征，该案由山西省检察院立案办理，三
级院一体化办案。最终，行政机关拆除
临时建筑 6.7万余平方米，拆除横跨黄
河的施工铁桥1座，复垦复绿820余亩，
收回临时占地补偿款1300万余元。

与该案相似，2023 年 7 月 18 日，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晋陕蒙接壤
地区水土保持监督局（下称“黄委晋
陕蒙监督局”）、鄂尔多斯市水利局将
内蒙古某投资公司建设的煤矿铁路
专线工程存在大范围水土流失隐患
的线索，移送至鄂尔多斯市检察院。

记者了解到，该工程位于黄河多
沙粗沙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及内蒙古自治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和重点监督区，生态系统极易退化，
恢 复 难 度 大 且 过 程 缓 慢 ，长 期 的 水
土 流 失 会 导 致 黄 河 下 游 地 区 形 成

“悬河”。
针对该工程水土保持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2011 年至 2023 年，黄委晋
陕 蒙 监 督 局 和 鄂 尔 多 斯 市 、准 格尔
旗两级水利部门先后 14 次下达《监督
检查意见书》，采取约谈企业负责人、
将 企 业 纳 入 水 土 保 持“ 重 点 关 注 名
单”等措施，并作出行政处罚。检察机
关认为，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全面履行
职责，穷尽监管手段。截止到检察机
关立案时，仍有 26 个治理点未通过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

鄂尔多斯市检察院启动一体化
办案机制，与准格尔旗检察院成立专
案组，指定准格尔旗检察院以民事公
益诉讼立案调查。立案后，该投资公
司成立了水土保持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总投资 1.71 亿元开展水土保持设
施专项整治工作，并向检察机关报送
整改周报。

至 2023 年 11 月，该投资公司全
部建设完成了 26 处弃土（渣）场水土
保持工程措施，268.42 公顷水土流失
防治范围得到有效整改。经黄委晋陕
蒙监督局评审，该项目水土流失隐患
彻底消除。

涵水源，让“黄河
第一弯”更丰盈

从水文特征来看，黄
河中游区来水量占黄河
总水量的四成左右，来沙
量却占全黄河沙量的九
成以上。而黄河上游区产
水量占黄河总水量的六
成左右，是黄河径流主要
来源区。

黄河在甘肃省玛曲县形成了“天
下黄河第一弯”。在这里，黄河看上去
并不像一条河，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水
网”，那些细细弯弯的脉络，如同“毛细
血管”汇入黄河。

这里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
区、补给区，而草原湿地系统又是水源
补给的关键。据了解，黄河入境甘南年
径流量为 38.9 亿立方米，出境甘南年
径流量为 147亿立方米，水量增加 108
亿立方米。很显然，能否保护好青藏高
原上的这片黄河水源涵养区，对于保
护黄河上游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玛曲县境内有的草场因
过度放牧、草原鼠害，破坏了草原生态
系统，导致草原沙化退化，植被保护能
力下降，土壤养分吸收持续减缓，土地
生产力下降。保护修复草原，是玛曲

“保卫黄河”的关键。
玛曲县检察院检察长王静媛担任

办案组组长，组织公益诉讼检察官展
开调查，发现实际沙化、退化草原面积
约 1.2 万亩。案子立了，玛曲县检察院
向相关行政机关发出了检察建议。之
后，沙化退化的草原上种上了披碱草、
早熟禾，并且在草方格内种植了红柳
等树种，植树治沙 500亩。

面庞黝黑的玛曲县自然资源局高
级工程师马建云从事治沙工作已有 26
年。办案中，检察机关邀请马建云一同
前往现场调查，并提供专家意见。

“防沙治沙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长
期性工程，需要久久为功。”马建云介
绍说。在涉案现场，马建云拿着治理前
后的对比图自豪地说：“你看，这里曾
经是一片沙滩，寸草不生，现在通过整
治沙丘、覆土，种植山生柳灌木以及一
年生和多年生的混合牧草，已经变得
郁郁葱葱了，防沙效果特别好。”

沙漠，也曾经是文明的欢聚地。
据考证，千年前的毛乌素水草丰美，
水田成片，动植物资源丰富。由于人
类的不合理开发利用，逐渐变成茫茫
荒 漠 。防 沙 治 沙 是 一 场 涉 及 生 产 方
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的革命性变革。

2023 年 9 月 2 日，最高人民检察
院会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环境
部在内蒙古自治区召开荒漠化防治
检察公益诉讼专题研讨会，发布了首
批荒漠化防治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
例，推动以法治之力防治“荒漠化”对
黄河的危害。

由黄色到绿色的转换之间深深凝
聚了几代人的梦想和努力。守住黄河

“几字弯”防沙治沙战役的主战场，是
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

百战黄沙披绿衣百战黄沙披绿衣

检察机关服务黄河“几字弯”攻坚战系列报道之治沙篇——

□本报记者 闫晶晶 沈静芳

黄河，哺育着千千万万中华儿女；
长城，凝聚着生生不息的爱国情怀。长
河浩荡，长城逶迤。当黄河与长城两大
人文地理标志交汇，蕴藏的是厚重的
历史余温和灿烂的中华文明。

在内蒙古，黄河与长城的“拥抱”，
共 有 五 次 。位 置 基 本 上 是“ 中 原 与 草
原”“塞上与塞外”“农耕与游牧”的交
汇，完美地展现了中原文化与北疆文
化的深度融合。

在黄河“几字弯”一横的上方，包
头市大青山南麓、黄河北岸的原野，在
战 国 时 期 就 是 赵 国 和 胡 人 争 夺 的 焦
点。赵武灵王击败了胡人，并且在北边
的国境线上筑起了一条长城，堵住了
胡人进入这个平原的道路。这就是赵
长城，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长城之一。

赵长城分为南北二段，在包头市
青山区范围内的赵北长城，全长 19.6
公里。2012 年，赵北长城被评为自治区
级文物保护单位。

“ 我 们 在 开 展‘ 长 城 保 护 专 项 活
动’中发现，青福镇赵北长城保护范围
内存在搭建构筑物、道路硬化、种植农
作物等违法行为，严重影响文物安全、
历史风貌及周边环境。”青山区检察院
检察官王艳伟谈起最初见到赵北长城
的样子：长城附近 100 米内，竟然有鸡
舍、羊圈。

包头市、青山区两级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官采用无人机激光测距定位
功能，精确定位取证，清晰、准确地记

录了长城遗迹本体及周边环境，及时
固定证据，查明了公益受损事实。

随后，青山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
诉讼立案，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建议其对赵北长城保护范围内违法行
为依法履行监管职责。

相关部门对检察建议进行回复后，
办案检察官再次来到了这里，却发现情
况并没有好转，鸡舍、羊圈还在。

青山区检察院依法向法院提起了
行政公益诉讼，要求行政机关继续履
行相关职责。法院判决支持了检察机
关的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相关部门积极开展
赵北长城遗址保护综合整治工作，对
赵北长城保护范围内私搭乱建问题采
取了有效的整改措施，并持续逐项推
进。

为使赵北长城得到有效保护，包头
市检察院制定《检察机关长城保护检察
公益诉讼专项活动实施方案》，确立了服
务大局、保护公益、因地制宜三大原则，
立足本地长城保护与利用现状，突出地
域特点、长城现状和工作重点，有针对性
地开展工作。

“长城是历史变迁的记忆。守护好
不同时期的长城资源，保护人文遗址
环境风貌和历史风貌，既是文物保护
工作本身的需要，也是在铸牢我们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王艳伟说。

如今再到赵北长城，人们会发现
曾经的鸡舍、羊圈、庄稼等已经清除，
长城沿线新设置的警示牌和界桩像士
兵一样守护着长城遗迹。

【黄河文化故事】

长河与长城

题图：2024 年夏天，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的天然牧草地
（“草方格”沙障），锁住随风流动的黄沙。

底图：2024 年 7 月初，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一半是湿地，一半是治理
中的沙漠。

本版图片摄影/钟心宇 翟焜

整改前：2022 年，甘肃省玛曲县境内草场因过度放牧、草原鼠
害，导致草原沙化、退化。

整改后：2023 年，甘肃省玛曲县境内沙化、退化的草原上种上了多种牧草，防沙效果
良好。

2024 年 7 月初，本报记者闫晶晶（右）跟随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检察院检察
官走访毛乌素沙地一起林地污染案件植被修复现场。

（上接第五版）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

省区，黄河流经宁夏 397 公里，虽不足其总
长的十三分之一，但密如织网的引黄古灌
区工程，和长达 2000 多年的引黄灌溉历史，
把宁夏润泽成物产丰饶的“塞上江南”，也
成就了“天下黄河富宁夏”的水利传奇。

引黄古灌区工程拥有“黄河干流上第
一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和“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双殊荣，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

对于生活在渠道两岸的人而言，“护渠
就是护命”。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
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张秀琳是地地道道
的本地人，亲水、惜水、敬水的观念根植于
心。她告诉记者：“2021 年，我院在履职中发
现秦渠、汉渠存在周边环境被污染、渠道被
非法占用、渠堤被填堵等问题，随即与秦汉
渠管理处沟通联系，通过诉前磋商、发送检
察建议等方式，督促相关部门清理渠道内
垃圾，拆除违章建筑。”

据了解，2022 年以来，吴忠市检察院在
全市部署开展渠道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
活动，共推动 40 余座年久失修的古渠桥梁
得到修整，黄羊沟滞洪水库库区里的高秆
作物及林木得以铲除。

秦汉渠管理处处长周小生从事水利工
作已有 20 余年。在一处数字化大屏幕前，他
向记者展示了随着“智慧大脑”的加入，水

利工程设施基本实现自动化、信息化操作，
千年古渠迈向“云”灌溉的图景。“在此基础
上，检察院还联合我处建立‘渠长+检察长’
工作机制，合力促进辖区渠道管护治理及
水资源科学利用，服务保障农业生产。”周
小生说。

“千年古渠不仅浇灌百万农田，滋润湖
泊湿地，更嵌入城市景观，成为城市流淌的
血液。”全国人大代表、银川市金凤区税务
局第一税务分局党支部书记马丽感叹道，

“其中，法治守护必不可少。”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自 2024 年 2 月至

2025 年 1 月，开展黄河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基
层行活动；沿黄 9 省（区）检察机关共同构建
保护黄河生态环境检察协作机制；陕西西
安、宝鸡、咸阳、渭南检察机关与甘肃定西、
天水检察机关签订《渭河流域生态环境保
护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协议》。——这是四
级检察机关的不懈努力。

水利部联合最高检开展黄河流域水资
源保护专项行动，查处违法问题近千个，追
缴水资源费（税）近 1 亿元。——这是多部门
的携手守护。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优化长江
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机制。——这是中央的谋划部署。

…………
河水清清，两岸“青青”。如今，大河上

下，焕然一新，母亲河正在恢复生机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