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越来越现代化的内蒙古，牧
区孩子们开学第一天，骑马到校正
成为一种时尚。蒙古族文化中最具
代表性的马文化沉寂多年后，正以
多姿多彩的全新形式回归草原。

�千百年来，蒙古族骑马放牧，
牧民从小在马背上长大， 马背生
活成为蒙古族历史的重要见证。

20世纪末， 蒙古族逐水草而
居变成了定居， 加上交通工具日
益发达，马匹逐步退出。

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贡宝
拉格苏木，43岁的牧民朝鲁在蒙
古马濒危的年代度过了青少年时
光。20世纪90年代，家里有了摩托
车， 马不再重要。 在父亲的坚持
下， 他家1992年卖掉了最后5匹
马。 从此，这位生长在古代皇家御
马场所在地的蒙古族男子， 彻底
告别了马背生活。

曾经不可或缺的马衰减至需
要紧急保种的境地。1975年，内蒙
古有239万匹马， 到2007年剩下
不足70万匹， 有的牧民把马鞍送

进博物馆。
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校长芒来

说，中国最大游牧民族走下马背，
是牧区从传统畜牧业转向机械
化、 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的一个
结果，交通工具更新换代，牧民养
马很难赚钱， 马失去了传统利用
价值。

草原斗转星移， 中国飞速发
展。 牧民住着砖瓦房，建起牲畜棚
舍， 骑着摩托、 开着汽车放牛养
羊，生活越来越富足。 草原也不再
寂静，大批游客涌来，然而难见骏
马奔腾，少了许多民族风情。

马在日益发展的旅游业中逐
渐回归。 拉马，卖马奶，马术表演
……旅游业刺激了马产业的兴
旺，成了牧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牧民那
顺巴特尔旺季时每天都能挤出
200斤新鲜马奶，送到旗里的加工
企业制成酸马奶销售。他的200多
匹黑马成为当地旅游一景， 许多
游客甚至专业摄影师， 找他放马

拍照。
“以前牧民们不挤马奶，因为

没人收， 现在养马卖马挤奶放马
都挣钱。 ”那顺巴特尔说。 在许多
景点， 牧民光是游客骑马几个月
就能收入近万元。

驯马、 赛马再度成为蒙古族
最热衷的运动。 马术节、赛马节、
速度赛马大奖赛以及遍布草原牧
区各种规模的“那达慕”赛马等，
内蒙古每年举办600多场次。

在通辽市扎鲁特旗阿日昆都
楞草原，37岁的牧民桑都冷和父
亲靠养牛收入十分富足。他痴迷赛
马，家里有200多匹马，墙上贴满
了各种赛马的奖状，但凡有比赛就
尽力参加。 今年初，他远赴几千公
里外的青海比赛，拿了金牌回来。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俗学专家
敖其表示， 驯马技巧是牧民饲养
五畜智慧的结晶， 赛马名次是他
们在娱乐中荣誉的象征， 物质条
件改善后， 马作为蒙古族的精神
家园正在回归。

现在内蒙古马匹拥有量达
93.5万匹， 占全国马匹总量近
15.6%，居全国首位。 全区还建起
了蒙古马原种场及阿巴嘎黑马等
三个蒙古马保种基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蒙古族
从马背走到马下， 近年又重新回
到马背。 但人与马的关系与以前
大不相同， 马背生活发生了巨大
变迁。

内蒙古各地先后引进纯血
马、汗血马、阿拉伯马、温血马等品
种。“引进优良的纯血马，改良蒙古
马成为新的时尚。 ”桑都冷说。

马文化日益兴盛。 在首府呼
和浩特， 大型实景演出《千古马
颂》场场爆满，民族马术、蒙古族
歌舞融合声光电、祼眼3D等技术，
2014年以来累计演出300多场，
接待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
观众30多万人次。

来自山东的游客刘东方说，
演出太震撼了， 让人亲身感受人
与马、人与草原和谐相处的关系，
体味出草原文明和蒙古族文化的
深厚底蕴。

2014年以来，以蒙古马命名
的“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精神，传
遍大江南北， 筑起了内蒙古精神
文化的高地。

内蒙古大学教授傅锁根说，
蒙古马精神经过历史的沿袭已经
融入草原人民的血脉中， 扎根于
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中， 成为中国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我们的蒙古马命名的精
神引起全国共鸣，成了引领新时代
的社会风尚，我感到特别骄傲。”年
轻的蒙古族恩和巴特尔说。

虽在城镇工作， 但只要有空
回牧区，他就娴熟地跨上马背、策
马扬鞭，还让家人帮他拍摄下来，
传到微博、抖音等社交平台，或是
直播自己喂马、饮马的场景。

前不久，内蒙古成功举办为期
10天的首届国际马文化博览会，全
面展示自治区养马、育马、驯马、赛
马的传统优势，以及马产业、马文
化、马旅游等协调发展的成果。

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教授盖志毅说，内蒙古正在
挖掘蒙古马的文化精髓，开拓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探索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
展新路。

“蒙古族马背生活的变迁，
折射中国发展的道路———在回
归民族传统， 守护精神家园，坚
持绿色发展中走向现代化。 ”他
说。 /新华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实践
———我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20年成就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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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陕西省延安城区以东 30 公里的薛张流域，满山披绿，生机盎然。 山上种植着阔叶林和针叶林，山腰经营着梯田和苹果园，山下则是鱼塘和大棚。
“退耕前，流域内全是荒山荒坡。 ”延安市宝塔区冯庄乡乡长杨树伟感慨道。 如今，当地林草覆盖率已由退耕还林还草前的 18%增长到 90%以上。
自 1999 年启动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以来，我国加快了国土绿化进程，对改善生态环境、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退下来田、还以林草，带来的不仅是

绿水青山，更是金山银山。

退耕还林还草助“绿”中国版图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

建龙介绍说，1999 年以来，全
国累计实施 退耕 还林 还草
5.08 亿亩，其中退耕地还林还
草 1.99 亿亩、 荒山荒地造林
2.63 亿亩、 封山育林 0.46 亿
亩。

他说，通过一“退”一“还”，
工程区生态修复明显加快，林
草植被大幅度增加，森林覆盖
率平均提高 4 个多百分点，一

些地区提高十几个甚至几十个
百分点，生态面貌大为改观。

在陕西， 延安市累计退耕
还林 1077 万亩， 森林覆盖率
提高 19 个百分点。 昔日“山是
和尚头、 水是黄泥沟” 的黄土
高坡，如今变成了山川秀美的

“好江南”，实现了山川大地由
黄变绿的历史性转变，成为全
国退耕还林还草和生态建设的
成功样本。

在贵州， 实施新一轮退耕
还林还草对近年来全省森林
覆盖率每年提高 1 个百分点
发挥了重要作用，扭转了治理
区生态恶化的趋势。

张建龙说，20 年来， 退耕
还林还草工程造林面积占我国
重点工程造林总面积的 40%，
目前成林面积近 4 亿亩，超过
全国人工林保存面积的三分
之一。

推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更健康
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林业

在维护国土安全和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综合治理中占有基础地
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
要认识到，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
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
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

国家林草局提供的数据显
示， 退耕还林还草每年在保水
固土、防风固沙、固碳释氧等方
面产生的生态效益总价值达
1.38 万亿元， 涵养的水源相当

于三峡水库的最大蓄水量，减
少的土壤氮、磷、钾和有机质流
失量相当于我国年化肥施用量
的四成多。

近年来， 全国荒漠化和沙
化面积呈现“双减少”、程度呈
现“双减轻”，退耕还林还草起
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次全国石
漠化监测结果显示 ，2011 至
2016 年，我国石漠化面积年均
缩减 3.45%， 以退耕还林还草
为主的人工造林种草和植被保
护贡献率达 65%。

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专家认
为， 长江上游退耕还林等水土
保持措施， 以及控制性水利工
程的兴建是长江输沙量减少的
主要原因。

专家表示， 通过实施退耕
还林还草工程， 把生态承受力
弱、不适宜耕种的地退下来，种
上树和草， 是从源头上防治水
土流失、减少自然灾害、固碳增
汇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
施， 有利于推动山水林田湖草
生态系统健康发展。

助力脱贫攻坚让农民更富裕
“2016年以来， 我把5.4亩退

耕地都种上了芒果，去年挂果就
卖了1500多元，3年领到补助资
金6400元。 ”不久前，53岁的云南
省龙陵县勐糯镇沟心寨村村民
杨满招一边做着家务一边说，种
经济林果既绿化了荒山荒地，又
增加了老百姓的经济收入。“下
一步，我准备在林下再养些鸡！ ”

2005年以来，勐糯镇共实施
退耕还林5151亩，其中种植核桃
912亩、 芒果1239亩、 澳洲坚果
3000亩。勐糯镇林业站负责人李
家有介绍，当地通过退耕还林项
目发展特色林果种植，还带动全
镇4个农村社区、2个村委会发展
经济林2万多亩。

农民群众是退耕还林还草工
程的建设者， 也是最直接的受益
者。 全国4100万农户参与实施退
耕还林，1.58亿农民直接受益，经济
收入明显增加。 截至2018年，退耕
农户户均累计获得国家补助资金
近9000元。 退耕后农民增收渠道
不断拓宽，后续产业增加了经营性
收入， 林地流转增加了财产性收

入，外出务工增加了工资性收入。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区大多

是贫困地区，工程的扶贫作用日
益显现。 据国家林草局对100个
退耕还林还草样本县的监测，新
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对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覆盖率达18.7%。 2016
至2018年，全国共安排集中连片
特殊困难地区有关县和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退耕还林还
草任务2946.6万亩， 占三年退耕
还林总任务的近四分之三。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也
极大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为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途
径。 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促进
农业结构由以粮为主向多种经营
转变，粮食生产由广种薄收向精耕
细作转变，许多地方走出了“越穷
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实现
了地减粮增、林茂粮丰。

同时，各地依托退耕还林还
草培育的绿色资源，大力发展森
林旅游、乡村旅游、休闲采摘等新
型业态，绿水青山正在变成老百
姓的金山银山。 /新华社

中国最大游牧民族步入马背新生活
正值开学季,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民乌力吉德力格带着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身着蒙古袍，骑着两

匹马穿过城市的高楼大厦到学校报到。 这段影像受到网民热捧，一度登上著名社交平台微博热搜榜榜首。
“虽然已经在城市定居，但是不想让孩子忘记骑马的传统，这是蒙古族的一种仪式。 ”乌力吉德力格说。

马群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乃林高勒草原上奔驰

牧民带着马匹参加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马文化活动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