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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关于切实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决定

内政发〔2008〕1 号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各旗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

厅、局，各大企业、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内蒙古自治区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办法》以及《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决定》（国发〔2005〕29 号），切实加强

防沙治沙工作，改善沙区生态状况，增加沙区农牧民收入，促进

我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建设祖国北方重

要生态屏障的奋斗目标，现就有关事宜决定如下：

一、充分认识我区防沙治沙工作的重要性

（一）沙化土地现状。我区地处祖国北疆，横跨东北、华北、

西北地区，是黄河、辽河、嫩江等河流的上中游或源头，生态区

位十分重要。同时，我区也是全国土地沙化最严重的省区之一，

境内有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齐、巴音温都尔五大

沙漠和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呼伦贝尔、乌珠穆沁五大沙

地以及阴山北麓大面积严重风蚀沙化的土地，分布于全区 12 个

盟市的 90 个旗县（市、区），面积达 4159 万公顷，占全区国土

总面积的 35 16%。土地沙化不仅严重地制约了我区经济社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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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更危及到了首都和周边地区的生态安全。

（二）防沙治沙工作取得的成就。自治区成立 60 年来，全区

各级党委、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的各项方针政策，组织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持之

以恒，艰苦奋斗，长期不懈地进行造林种草，在防沙治沙、治理

水土流失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我区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把生态建设作为最大的基础建设，

确立了建设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屏障的战略目标，防沙治沙步入了

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十五”期间，全区共完成造林治沙 446 万

公顷，沙化草原治理 1005 万公顷，沙区水土流失治理 251 万公

顷；建设荒漠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 8 个，保护土地面积 297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 14 82%提高到 17 57%；全区沙化土地

面积比 1999 年减少了 48 8 万公顷，年均减少 9 7 万公顷，防

沙治沙事业实现了重大历史性突破。

（三）土地沙化形势依然严峻。由于我区地处干旱半干旱地

区，气候条件恶劣，土地沙化严重，风沙灾害频繁，严重地影响

了沙区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制约着沙区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全区现有沙化土地和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面积为 5967

万公顷，占全区国土总面积的 50 4%。沙区滥采、乱挖、滥垦、

乱牧、水资源利用不合理等问题依然存在，局部地区土地沙化仍

在扩展，防沙治沙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总的看，我区生态保护和

建设是一项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紧迫性的工作，防沙治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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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道远。

二、切实贯彻和落实防沙治沙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预防为主、科学治理、合理

利用”的方针，遵循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实行全民尽责，

全社会参与。坚持以保护和增加沙区林草植被为中心，以科技为

先导，以法律为保障，实行统一规划，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分

步实施，综合治理，努力构建沙区生态安全体系，改善沙区人民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推动沙区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奋斗目标。到 2010 年，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20%，草

原植被盖度达到 42%，沙产业得到健康快速发展，基本构建全区

沙化土地防护体系，重点治理区生态状况明显改善。到 2020 年，

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23%，草原植被盖度每年提高1 2个百分点，

沙产业实力显著增强，建成全区沙化土地防护体系，沙区生态状

况显著改善。到 2050 年，适宜治理的沙化土地全部治理，全区

沙化土地防护体系得到优化，生态状况步入良性循环。

三、认真编制和落实防沙治沙规划

（一）严格实施治理战略。防沙治沙要以林草植被建设为主

体，林业、农牧业和水利措施并重，实行分类指导，综合治理。

沙漠要以保护原生植被为中心，在极度干旱区和沙漠腹地建立封

禁保护区，实施严格的保护措施；在沙漠边缘营造以灌木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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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固沙林带，阻止沙漠扩展；保护和扩大沙漠绿洲，抓好绿洲

水利建设，实施节水措施，确保生态用水。沙地要以林草植被建

设为重点，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乔灌草、造封飞、防治

用相结合，分区治理，分步实施，科学利用。草原牧区要以草定

畜，实现草畜平衡，实行禁牧、休牧、划区轮牧措施，严防草原

沙化、退化。严重沙化、退化的草牧场实行退牧还草、生态移民。

严重风蚀沙化耕地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旱作、沙质耕地推广留茬

免耕。农牧交错带要转变生产经营方式，调整农牧业结构，大力

植树种草，实施舍饲禁牧，建立农林牧复合生态系统。在阴山北

麓中蒙边境干旱荒漠区建立封禁保护区，实施生态移民，严禁农

牧业生产开发活动，充分发挥生态的自然修复功能，恢复植被。

（二）科学编制规划。自治区防沙治沙规划由自治区人民政

府组织，由自治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农牧业、水利、国土资

源、环保、气象等部门依据全国防沙治沙规划编制，经国务院林

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批后组织实施。盟市、旗县依据

上一级人民政府防沙治沙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的防沙治沙规划，

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编制防沙治沙规划，要以全

区沙化土地监测结果为基础，根据本地区的地理位置、土地类型、

植被状况、气候条件、水资源状况、土地沙化程度等自然条件及

其生态、经济功能，科学规划，分类指导，明确治理目标和建设

重点，确定减少沙化土地的时限、步骤和措施，将治理任务落实

到具体地块。防沙治沙规划要与本地区生态建设规划、草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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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水资源规划等相衔接，并纳入本地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三）严格组织实施规划。防沙治沙规划一经批准，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和调整。各级人民政府要做好规划的组织

实施工作，建立健全责任制，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连续性，做到

一任接着一任干。各级人民政府要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对规划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确保规划任务按期完成，取

得实效。

四、科学实施沙化土地的综合治理和合理利用

（一）加强沙化土地监测工作。旗县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

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沙化土地监测

工作。自治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沙化土地监测技术规程，

定期对全区土地沙化状况进行监测，并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在

沙尘暴多发区、土地沙化扩展速度较快地区、生态区位特殊地区

要建立固定的土地沙化监测站点，对沙化土地进行动态监测。旗

县以上人民政府要依据监测结果，组织有关部门及时制定预防土

地沙化的方案并组织实施。

（二）切实保护沙区植被。沙区各级人民政府要制定植被保

护制度，落实管护人员，加强植被保护，积极预防森林草原火灾

及有害生物的危害。封禁保护区实施移民移畜，禁止一切破坏植

被的生产经营活动。沙区严禁滥挖发菜、药材和其他固沙植物，

严禁滥开垦、滥放牧、滥樵采。严格控制对防风固沙林的采伐，



- 6 -

对于因林木老化、病虫害严重确需更新的乔木防护林，必须先形

成接替林网和林带，报自治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依照有

关规定进行采伐。沙区灌木防风固沙林的抚育要严格执行有关规

定和技术规程。国家新增重点生态公益林补偿项目应优先安排沙

区。能源缺乏地区要积极发展和利用风能、太阳能、沼气等能源，

减轻对林草资源的压力。

（三）综合治理沙化土地。沙区各级人民政府应按照防沙治

沙规划，组织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因地制宜，采取人工造林

种草、飞播造林种草、封沙育林育草相结合的方式，生物措施、

工程措施、农艺措施相结合的办法，科学配置乔灌草结构，恢复

和增加植被，综合治理沙化土地。要严格保护基本草牧场，不得

开垦或改变其用途，实行草畜平衡，推行划区轮牧、季节性休牧

制度，推广舍饲圈养。加强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的统一调配和管理，

合理确定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比例，对生态用水给予优惠，积

极实施生态补水。全面实施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和取水许可

制度，严格控制开采地下水，对营利性治沙行为，应实行有偿用

水制度，大力推广节水技术。加大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力度，合理

开发利用空中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四）科学发展沙产业。沙区的优势资源利用要坚持“多采

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技术对策，坚持“生态优先、

适度开发、科学利用、持续发展”的原则，实现治沙致富的双赢。

在条件较好的沙化土地治理利用区，要鼓励、支持、引导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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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个人参与治沙，兴办沙产业，从事营利性治沙活动，同时

抓好沙产业试验示范基地建设。要规范营利性治沙行为，制定营

利性治沙管理办法，严禁沙化土地过度利用和掠夺式经营开发。

沙区林沙草产业要向基地化、集约化、市场化方向发展，优先保

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重点发展灌草加工利用和旅游业，促进

沙区农牧民增收。

（五）实行沙区开发建设项目环评制度。有条件的地区要积

极开展区域环评或规划环评，增强该地区开发建设项目的可行性

和科学性。在沙区从事开发建设活动，必须事先就开发建设项目

可能对当地及相关地区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和水资源论证。环境影响报告中应包括防治措施等方面的内容。

对不具备水源条件，且有可能造成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的开发建

设项目，不予批准立项。其他开发建设项目，要按照环境影响评

价和水资源论证规定的内容同步实施生态保护和建设，搞好水资

源保护和节约用水工作。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督，搞好检查验收，

经检查验收不合格的，不得对开发建设项目进行竣工验收；因防

治措施不力造成土地沙化的，有关部门要责令项目建设单位限期

进行治理，对情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责任。

（六）加强生态建设工程管理。沙区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京

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天

然林保护等生态重点工程的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各项工

程管理办法。积极推行项目责任制、招投标制、报帐制、公示制



- 8 -

等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工程质量责任事故追究制度。要创新机制，

明晰产权，充分调动沙区广大干部群众防沙治沙的积极性，确保

工程建设取得实效。各级财政、审计、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工

程建设资金的审计监督，严肃查处截留、挤占、挪用等违规使用

工程建设资金的单位和责任人。

五、切实强化科技治沙和依法治沙

（一）加强防沙治沙科学研究。各级科技部门和科研院所、

大专院校要根据我区实际，设立防沙治沙科研课题，紧紧围绕防

沙治沙中的关键技术，开展多部门、多学科、多层次的技术攻关，

重点解决沙生植物选育、沙区植被恢复、困难立地造林、沙生灌

木开发利用等防沙治沙中的技术难题，提高防沙治沙科技贡献率。

认真总结防沙治沙的成功经验，大力推广应用防沙治沙实用技术，

加快科研成果转化，提高防沙治沙工作的科技含量。注重培养防

沙治沙科技人才，开展多层次培训。鼓励科研人员深入基层进行

技术承包，开展技术服务。对长期在沙区基层单位工作的防沙治

沙专业技术人员，在职级晋升、技术职务聘任等方面给予优先。

（二）加大依法治沙力度。认真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

治沙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

办法》的普及教育工作，提高沙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进

一步完善防沙治沙法规、规章，建立沙区自然资源管理、沙化土

地使用审批、沙区植被保护利用制度。旗县以上人民政府要建立

健全防治沙化执法体系，健全监督机制，积极配合同级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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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常务委员会搞好执法检查，加强执法监督，规范执法行为。

要加强森林公安、林业工作站、治沙站、草原站、草原监理所和

水保站的建设，落实工作经费，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加大执法

力度，严厉打击各种破坏沙区植被的违法行为，切实保护好防沙

治沙成果。对于因过度利用造成土地沙化的，要采取限期治理或

收回使用权等措施。

六、进一步完善防沙治沙扶持政策

（一）加大防沙治沙资金投入。防沙治沙实行多层次、多渠

道、多形式的投入机制，国家投入和地方投入相结合，政府组织

与社会参与相结合，鼓励单位、企业、个人承包沙化土地，开展

防沙治沙。旗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防沙治沙的投入力度，

把防沙治沙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农业综合开发、生态移民、

扶贫开发、水利和水土保持建设、草原建设、农林牧业产业化等

项目要按照总体规划，优先向沙区倾斜，安排一定资金用于防沙

治沙。将沙区防沙治沙机械购置列入国家农村机械补贴范围。要

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拓宽筹资渠道，增加防

沙治沙投入。

（二）强化对防沙治沙的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认真贯

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防沙治沙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扩大面向

中小企业和农牧户的治沙小额信贷和联保贷款。允许治沙权利人

依法以林地、林木、草原使用权作为抵押，申请银行贷款。有关

银行要加大对防沙治沙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服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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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个人进行防沙治沙及相关经营活动，符合国家现行税收优惠

政策规定的，应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政策，在建设期免征各项行政

事业收费，经营期免征或减征有关行政事业收费。

（三）支持和促进非公有制防沙治沙事业的发展。鼓励和支

持各种社会主体投资防沙治沙事业和发展沙产业，允许跨所有制、

跨行业、跨地区经营。在旗县防沙治沙工程项目规划区内开展防

沙治沙，经旗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检查验收合格的，可以

享受国家防沙治沙工程项目的资金补助。对一次性治沙 30 公顷

以上的治沙造林大户，所在旗县应优先让其享受生态重点工程国

家资金补助。在条件较好的沙化土地治理利用区内，企业、个人

投资营造的防护用材兼用林，达到成熟龄后，在不影响区域内防

护效益的前提下，各级人民政府可按照相关规定，有计划地安排

采伐。征占用沙化土地和治理后的沙化土地，征占者要给予治理

者合理的经济补偿，切实保障治理者的合法权益。

七、切实加强对防沙治沙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实行防沙治沙工作政府负责制。沙区各级人民政府要

充分认识防沙治沙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增强责任感

和紧迫感，把防沙治沙作为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生存条件和促

进农牧民增收的战略措施，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认真组织实施。防沙治沙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负总责的制度，政府

主要负责同志是防沙治沙的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同志是防沙治

沙的主要责任人。旗县以上人民政府每年要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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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防沙治沙工作，自觉接受监督。同时，向社

会公布防沙治沙情况，接受人民群众监督。防沙治沙实行领导任

期目标责任制，定期进行考核，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凡在任期内未完成防沙治沙责任目标，致使沙

化程度加剧或沙化土地扩展的，追究其领导责任，具体考核办法

由自治区各有关部门联合制定。建立领导干部防沙治沙工作联系

制度，各级领导都要确定防沙治沙工作联系点，解决工作中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指导防沙治沙工作，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防沙治沙机构队伍建设，

配备精干人员，积极开展防沙治沙组织、管理、指导、协调等工

作。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加大行政管理和执法力度，提高依法行

政水平。

（二）实行防沙治沙工作部门责任制。防沙治沙是一项社会

公益性事业，是一项多部门、多学科的综合系统工程，需要各部

门通力协作和全社会参与。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防沙治沙工作协

调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各部门的防沙治沙工作。旗县以上人民政

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要负责做好本行政区域内防沙治沙的组织、

协调、指导工作，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沙治沙工作。沙区范围内的驻军部队、

铁路、公路、水利、厂矿等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推行单位、部门

治沙责任制，划定责任区，明确治理任务和时限。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责任单位的治理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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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不按期完成治理任务的单位，要按照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

的责任。

（三）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防沙治沙事业。大力开

展防沙治沙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生态保护意识。积极探索新形

势下开展群众性防沙治沙的新机制、新办法，引导沙区群众积极

参与防沙治沙。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以及工会、妇联、

共青团和其他社会团体在防沙治沙中的重要作用，动员社会各界

力量，支持和关心防沙治沙事业。各级人民政府对在防沙治沙事

业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做出突出贡献的

予以重奖。

二○○八年一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