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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宁夏回族自治区腾格里沙漠，
满眼黄沙无边无际。离开公路走进沙漠，约
10分钟后，一片绿洲出现在眼前。绿洲外围
是一人多高的玉米，再往里走是一大片西瓜
地，硕大的西瓜散布在翠绿的瓜田。这是中
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这一片绿
油油的农田，让人感觉不够现实。

这片沙漠绿洲的创造者是郑州人王福
州。只要让沙漠“不渗水”，就能让它变绿洲，
而王福州掌握着“防渗水”的先进技术。王福
州的河南郑赛修护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致
力于解决建筑渗漏难题的企业，拥有 20多
项国家专利技术，创造性地解决了建筑渗
漏和混凝土防护等工程领域大量难题，在
防水行业、屋顶绿化等方面处于领先水平。

在防水保水领域获得成功后，王福州
把目光盯在了沙漠治理上。今年 4月 1日，
占地20亩的“郑赛腾格里沙漠试验基地”开
始建设。如今，实验田种植的西瓜、玉米、
西红柿、茄子等多种作物获得成功。

在沙漠试验基地现场，一处1米多深的
大坑处，工作人员展示了“沙漠变农田”的秘
密：沙地被分为3层，下层为10多厘米厚、透
气但透水率大大降低的保水减渗层，上面50
多厘米为原沙层，再上面有30多厘米的营养
层。“农作物生长用水以土壤内‘锁’的天然
降水为主，人工补水作为辅助。试验田滴灌
的水用量比同地区农业滴灌技术节省
70%。”基地负责人雍红波介绍说。

基地里，有翩翩飞舞的蜻蜓和蝴蝶，包
菜上也出现了虫眼。“蜻蜓喜欢生活在有水
的地方，蝴蝶及包菜的虫眼说明这里有鳞翅
目昆虫。说明基地发展种植带来了生态环境
的改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赵梁军评价说。

“据测算，一亩沙漠的改造成本两万元
左右，改造效果可以保持25年左右，平摊到
每一年的改良成本并不高。”对于郑赛综合
治沙技术的应用前景，王福州充满信心，“我
们希望通过郑赛技术的推广，在沙漠上再造
3亿亩良田，为地球家园增加更多绿色。”

2022年12月22日，《全国防沙治沙规划
（2021～2030年）》正式印发实施，力争到
2030年，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1.86亿亩。
腾格里沙漠这20多亩的绿色告诉大家，郑州
人正在给沙漠治理寻找一个全新的方案。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马健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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