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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勤连古城管理局依靠科技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质量 

张有佳 

在河西走廊东北部、石羊河流域最下游有一片绿 

洲，它形如一把绿色的楔子，顽强地阻击着巴丹吉林、 

腾格里两大沙漠的合拢，保护着整个河西走廊的生 

态、经济安全，堪称国家西部风沙线上的一座桥头堡。 

这里是全国最干旱、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也是 

我国北方地区沙尘暴发源地之一；这里的存亡关系着 

河西走廊的安危，关系着西部地区的生态安全 ；这里 

的防沙治沙、生态保护问题，强烈吸引着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曾亲自批示决不能让这里成为第二个罗布泊，2007 

年的国庆节期间，总理在百忙之中专程来到这里，对 

这里的生态问题进行考察，并指出，我们一定要打赢 

这场生态保卫战，决不能让两大沙漠合拢 ，决不能让 

这里从地图上消失。这就是甘肃省民勤县。 

甘肃民勤连古城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地处民勤绿 

洲外围，是民勤绿洲生态安全的天然屏障，也是遏制 

生态恶化、阻挡荒漠化扩张、改善和优化区域生态环 

境的中坚力量。保护区位于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 

漠前缘与民勤绿洲外围之间狭长的过渡带上，西北被 

巴丹吉林沙漠包围，东北、东南有腾格里沙漠环绕，中 

部是石羊河冲积形成的绿洲带，保护范围约占民勤县 

国土总面积的 1／4，呈半环状从北、西、南三面护卫着 

员，工作人员只能依依不舍的离开苏门羚。 

回家的路上，工作人员还在为小苏门羚的独立生 

活、安危担忧，就在人们刚回到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 

时候，苏门羚也随后回来了。以后管理局工作人员又 

放归了几次，每次都没有放归成功，从此饲养员再也 

没有抛弃苏门羚，苏门羚也不想再去过那失去母爱的 

孤单生活。苏门羚认定救护中心就是它的家，饲养员 

就是它的衣食父母 。苏门羚现在过着一 日三餐有人 

喂，一年四季冷暖有专人照料，身体有兽医检查治疗， 

每天在救护中心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苏门羚很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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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勤绿洲，保护着民勤地区70％以上的荒漠天然植物 

群落、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区和极其脆弱的 

荒漠生态系统。民勤连古城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建设 

和发展，为民勤的防沙治沙和生态保护注入了新的活 

力 ，对恢复生态、调节气候、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环境 

质量、保障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 

强科研促保护 

民勤连古城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自2005年建局以 

来，保护区管理局始终把加强自然保护方面的科学研 

究 ，作为一种理念和战略使命 ，作为一份责任和首要 

任务，作为一项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质量和管理水平 

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来对待、来谋划、来实施，坚持以植 

被保护为中心、保护和科研并重，重点突出“生态保 

护、生态治理、生态恢复”三大目标，先后争取到并组 

织开展科研项目13个，发挥科研工作在保护区建设 

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加快推进科教兴区、人才强区战 

略，以科研促保护、促治理、促恢复、促发展，取得了明 

显成效。 

在保护区管理局建立 7年时间里，甘肃民勤连古 

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强化科研抓项目、白手起家育 

人的话，也很讨人们的喜爱，每天早晚都紧跟主人身 

后在救护中心后山玩耍，就向人们茶余饭后散步一 

样，养成了一种悠闲的习惯。现在这只苏门羚在兽医 

和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健康成长，体重由救回的 10 

公斤长到了81公斤，体长长到了 1．3米，身高达到了 

95厘米。由原来弱小苏门羚，变成了现在高大健壮的 

苏门羚。 

在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和苏门羚一起快乐生活的 

还有金丝猴、黑熊、野猪 、刺猬、金雕、蓝马鸡、红腹锦 

鸡十余种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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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在资源保护、科研宣教、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建 

设 、日常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保护区各项工 

作步人了标准化 、规范化和科学化管理轨道，在全省 

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中处于领先水平，为构建荒漠生 

态系统类型国家级示范自然保护区奠定了良好基础、 

迈出了坚实步伐。在阻挡两大沙漠合拢、保卫 230万 

亩民勤绿洲、维系区域生态平衡、保护荒漠生态系统 

及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练内功提质量 

一 是编制了保护区科研规划和近、中、远期目标， 

从保护区本底资源调查 、荒漠植被健康保育技术研 

究 、荒漠植被恢复重建技术研究、生态公益林效益最 

大化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等 1O个方 

面、40多个方向开展科学研究，明确了工作 目标和研 

究方向。二是制订了保护区科研人才培养计划，鼓励 

科技人员搞科研出成果，参与实践锻炼 ，增强科技队 

伍实力。建局以来，管理局针对 自然保护区涉及的学 

科门类多、科研人才缺乏、技术力量薄弱、人才梯队和 

整体科研能力发展不平衡等现实 ，大力培育科研人 

才，积极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制订出台了《机关工作人 

员学历教育与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办法》和 

《机关工作人员发表学术论文激励办法》，抓学习提素 

质，鼓励职工参加各种形式的业务学习和学历教育。 

管理局共有28人参加在职学历教育，其中有7人参 

加在职硕士研究生学习，5人毕业 ，14人参加本科段 

自学考试 ，l2人毕业 ，6人参加专科段 自学考试并毕 

业，1人脱产读专科毕业。局机关新晋升正高级工程 

师 1人(被甘肃省聘为第一层次领军人才1、高级工程 

师 4人、工程师 7人、助理工程师 11人、技术员 4人。 

三是加大投入力度，完善科研基础条件。筹建了实验 

室 ，购置配备了超净工作台、电子天平、显微镜、土壤 

养分测试仪、土壤水分测试仪、人工气候箱等仪器设 

备 ，制定了科研仪器设备设施管理办法 ；初步建立了 

保护区动植物标本室，已采集制作植物标本 140多 

种 、900多份，昆虫标本 170多种、2360份，采集整理 

病虫害标本 8O多份，丰富了保护区的本底资料，为开 

展各项资源调查 、加强科研宣传教育、提高保护区科 

研水平发挥基础支撑作用。 

重监测护生态 

保护区还通过开展资源本底调查和动态监测，为 

综合分析评价保护区建设管理质量提供科学依据。建 

区以来，保护区先后组织开展了两次综合科学考察， 

对保护区地质、地貌、气象、水文、土壤 、植被、动物、环 

境保护、古迹遗址等进行了详细调查，完成了《考察论 

证报告》，编制出版了《甘肃民勤连古城自然保护区科 

学考察集》和《保护区总体规划(2003—2012年)》；完 

成了保护区森林分类区划界定、森林资源连续(一类) 

清查和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完成了保护区林业有害生 

物调查，基本调查掌握了保护区内林业有害生物的分 

布及危害情况；编制了资源监测技术规程，建立调查 

线路 30条 ，设置固定监测样地 41块 、监测样方 123 

个，定期对保护区内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消长变化情况 

进行动态监测。通过开展调查监测，摸清了保护区资 

源本底，掌握了保护区野生动植物资源消长变化的第 
一 手资料，弄清了影响保护区野生动植物生存繁衍或 

正常生长的胁迫因子和潜在威胁，为客观分析评价保 

护区野生动植物资源现状 、建立资源档案奠定了基 

础，为保护区资源保护、建设管理和科学发展提供了 

技术支撑和决策依据。 

以合作促发展 

为了进一步提升保护区管理质量，保护区管理局 

通过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开展合作，自主争取科研 

项目，进行基础性的科学研究积累，不断提高 自身的 

科研实力和保护管理水平。2005年以来，保护区管理 

局先后争取到并组织开展了《民勤连古城雨养白刺沙 

堆生物生态系统建设技术示范》、《石羊河下游白刺资 

源调查与繁育技术研究》、《石羊河下游干旱荒漠区退 

化植被修复重建技术研究与示范》、《石羊河下游干旱 

荒漠区森林病害虫综合治理技术研究》、《沙生植物资 

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研究项目》、《甘肃省公益林效益 

最大化研究》、《甘肃民勤连古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 

要荒漠植物物候期观测研究》等 1 3个科研项目。截至 

2011年，共完成国家科技支撑项目1项 、甘肃省科技 

支撑项 目2项、武威市科技支撑项 目1项，制定甘肃 

省地方技术标准 4项，获实用新型专利 9项 ，保护区 

科研人员在各类刊物发表科技论文 59篇。其中由我 

局独立完成的《石羊河下游白刺资源调查与繁育技术 

研究》等 2项科研成果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通 

过广泛交流、合作开展和承担实施科研项目，进一步 

提升了科技支撑能力 ，使民勤连古城 自然保护区由建 

区初期单一的封闭式的保护管理逐步走上了由科技 

引领、保护与科研并举、以科研促保护的科学发展轨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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