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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

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

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

于2017年 8月 29日至 2017年 9月 25

日,到德令哈市国土资源局二楼建设用

地办公室 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7年8月29日

至2017年 9月25日,到德令哈市国土

资源局二楼建设用地办公室提交书面

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7年9月25日16时。经审查，申请

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交款人与

竞买申请人名称一致），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将在2017年9月25日18时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地点为德令哈市国土资源局；挂牌

报价时间为2017年 9月 14日至 2017

年9月27日下午17 时止。

七、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

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

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联系方式和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德令哈市格尔木西路

14 号 联 系 电 话 ：0977—8228866

0977—8202029（财务）

监督电话：0977—8228152

联 系 人：马英花、马莉

开户单位：德令哈市土地收购储

备中心 开 户 行：青海柴达木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莲湖路支行

保证金账号：

82010000000189048

德令哈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8月25日

经德令哈市人民政府批准,德令哈市国土资源局对德挂2017-11、2017-19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挂牌出让。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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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令哈市国土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德国土资告字〔2017〕10号

有了治沙团队的努力，都兰县夏日哈
地区成了示范基地。

1995年，国家批准立项的全国最高海
拔防沙治沙工程《柴达木高海拔沙地综合
治理试验示范基地》项目在都兰县夏日哈
地区启动。

青海省首次采用杨树截枝高杆深栽造
林技术，在树种的选择上，也越来越多：青
杨、新疆杨、白柳、旱柳、柽柳……结束了柴
达木盆地无乔木旱作造林的历史。

目前，深栽旱作辐射造林面积达0.173
万公顷。

数据显示，2011-2016年，都兰县累计争
取林业生态建设资金3.57亿元，通过国家重
点公益林、“三北”五期防护林体系建设、退耕
还林成果巩固项目、防沙治沙等重点生态工
程，完成营造林2.3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
2009年的4.04%提高到目前的5.07%。

昔日流沙埋苗田 如今沙地变绿洲
中国青年网记者 黎胜斌 张皓

这是一场防沙治沙的持久战。

26年前，都兰县夏日哈地区平均每年有2公顷苗田被沙淹没，相当于3个足球场大小。防沙治沙迫在

眉睫。

如今，该地区造林面积已超0.17万公顷，成果显现。

近日，在由海西州都兰县委宣传部主办、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青海中心承办的西部七省市媒体都兰行

采风活动中，记者获悉，2011-2016年的5年间，都兰县完成营造林2.34万公顷。2015年该县还被评为海

西州唯一一个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县。

都兰县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南部，是青
海省沙漠面积较大、风沙危害较为严重
的地区之一，生态环境较为脆弱。

祖籍江苏的芦涛，任职都兰县精神文
明办主任之前，在县农牧局、林业局等部

门工作过，是最早一批参与到都兰县防
沙治沙的公职人员。

芦涛说，上世纪90年代初，都兰县夏
日哈地区流沙威胁非常严重，数据显示，
1991-1994 年，国道 109 线察汉乌苏养路

段每年平均清沙 2300 立方米，附近农田
平均每年有2公顷苗田遭受沙埋。

作为当时刚毕业的专业人士，芦涛和
治沙团队就想能在治沙方面有所突破，“局
里领导也很重视治沙工作，很支持。”

曾经农田被沙淹没

当芦涛真正加入到治沙一线，就遇到
了难题。沙子能用什么固定？治沙团队想
到了麦草。结果短时间内，有一点效果，但
长期来看，固沙效果并不理想。

第一次治沙受挫。
很快，芦涛和治沙团队想出第二个方

法，栽杨树，但到第二年全部都死了。

再次受挫。
但在此过程中，芦涛和治沙团队收获

了宝贵的经验：“埋得越深，树越容易活。”
第三次，他们在沙地挖1米深的坑，然

后栽上杨树。这次，全部存活。
芦涛说，“当时我们分别挖了 50、

70、100 厘米等不同深度的坑，后来发现

70厘米的坑最容易让杨树存活，再往下
挖就没有必要。”

记者获悉，深栽旱作造林于 1997 年
度获海西州第二届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8 年度获青海省第二届科技成果二
等奖。

三次试验终成功

5年造林2.34万公顷

（上接一版）在走访莲湖村、柯
鲁诺尔村、尕海村、郭里木新村、
新源村、泉水村时，看到较前期环
境大有改观的村容村貌，文国栋
指出，通过前期的城乡环境综合
治理，德令哈市村容村貌整治工
作已取得显著成效。各乡镇、各
相关部门，特别是村“两委”班子
要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杜绝“遮
羞”心态，做到出实招、办实事、求

实效，多形式宣传环境保护的重
要意义，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
环保意识，积极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自觉参与环境保护工作；要组
织村民积极参与“弯腰行动”，对
公路沿线、村道两侧、田间地头、
房前屋后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渠道垃圾进行及时清理，有序推
进各项整治提升工作再上新台
阶；要通过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

治，加大对重点区域环境整治力
度，重点加强农村社区绿化景观
布置、整治零星违章建筑等，着力
提升整治质量，持续抓好环境保
护工作，推动环保工作常态化，让
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和更
高的满意度。

期间，文国栋还督察了近期
防汛工作。文国栋强调，目前已
进入主汛期，随着雨季的到来，

全州上下在抓好环保整改工作的
同时，要切实把防汛工作作为当
前的重大事项来抓，保持高度警
惕，扎实做好近期防汛减灾和汛
期地质灾害的应急预案和准备工
作，做到早安排、早预防；要切实
加强各村地质灾害点排查、落实
应急防范措施，加强预警监测，严
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做
到万无一失，确保安全度汛。

文国栋督察环保整改和防汛工作

（上接一版）“藏羚羊数量锐

减”“最少时不足两万只”“濒临灭

绝边缘”……昆仑无言，雪山默

默，但疼痛却总在提醒人们别忘

记这段历史。以至于多年以后，

一位作家这样记录道，有个摄影

师在可可西里看到一只来打招呼

的小藏羚羊，便喂它水喝。突然，

旁边的藏羚羊保护队队长凶狠地

把小藏羚羊赶跑了。摄影师生气

地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

说，你这样会让它们以为人类是

善良的。宁愿让它们从此讨厌人

类，也不愿哪天被盗猎者偷袭杀

害，如此冷肃的回答，道尽了盗猎

行为给当地带来的痛楚。

任何一个地方生态的破坏，

威胁的终将是人类自身的生存。

更何况，相比于平原，高原的生态

更加脆弱，一旦破坏，恢复将是难

上加难。一位环保工程师便曾指

出，在可可西里，“用铁锹随意挖

去一块草皮，要想自然地恢复过

来，得等300年。”正是觉察到了

这一点，20多年前，时任青海省玉

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委副书记

的索南达杰在深入了解可可西里

以后，他提包里的书，从《工业矿

产手册》变成了《濒危动物名

录》。促使他走上环保之路，甚至

不惜献出宝贵生命的，并不仅仅

是对野生动物的朴素感情，更是

守护家园的职责和使命。

保护生态、守望家园，成为可

可西里守护者的沉甸甸责任。正

是因为内心的这份责任，哪怕缺

水缺油、没有信号，哪怕要面对冰

天雪地、狂风怒吼、流沙肆虐，每

年在荒野奔走上万公里，巡山队

员依然始终坚守在与盗猎者斗争

的一线；也正是因为对可可西里

爱得深沉，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

来到高原，他们踏水而行、碾过风

霜，默默付出、守护净土。他们的

努力，就像一座座路标，引导着后

来的人守望共同的生态家园。

一个多月前，可可西里“申

遗”成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

评估报告中评价说，这里保存着

完整的藏羚羊在三江源和可可西

里间的迁徙路线，藏羚羊可以不

受干扰地迁徙。某种意义上，成

功“申遗”，不仅意味着可可西里

“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的自然特

质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更意味着

一代又一代的守护者拯救藏羚

羊、保护自然环境的人文精神赢

得了认同、引发了共鸣。

汉学家史景迁曾指出，“一个

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

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

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

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美丽

中国如磁石一样，始终保有吸引

力，这是索南达杰们的心愿，也是

我们每个人肩负的责任。（转自

2017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守望共同的生态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