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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自新

高台县生态环境脆弱、干旱、沙尘暴的自然灾害

频繁发生，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近年

来，先后在全县实施了“三北”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封

滩育林工程、生态公益林管护工程等，这些工程项目

的实施，为推动高台县生态环境的改造发挥了很大作

以及滥垦滥耕、滥盖滥建、挖沙、采矿等行为，通过大

自然的自我修复，逐步形成稳定的天然荒漠生态系

统。

(四)、立足自然优势，依法发展沙产业。结合退耕

还林工程等工程和甘州区沙区特点，组织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制定符合自然经济

规律、科学合理的长远规划，引导发展一些群众致富

的沙产业项目，在条件较好的沙化土地治理区，要鼓

励、支持、引导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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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但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也发现了许多不可忽

视的问题，给乡村造林筑起了屏障，制约了乡村造林

公益事业的发展。具体分析，这些不利因素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

一、生态建设与个体经济利益之间存在冲突明

显。通过近几年“三北”工程的实施，在乡村造林中生

态建设与群众个体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突出矛盾。由

于土地升值，农产品价值上涨，群众对农田的爱护争

夺高于历史任何时期。因经济效益影响，农户很不情

愿在渠旁、路旁植树。一方面广大干部职工大力开展

义务植树，另一方面农户却蓄意破坏林网，给乡村造

林带来难度。

二、水资源短缺，造成造林质量下降。节水型社会

的推行，使地表水实行水票制，多用多支，地下水实行

基数制，通过电价的扛杆来限量抽取地下水。给造林

及林地灌水增加了成本和困难。在本就有限的水源

中，只是按照农田耕种面积将水源充分分配完，林地

(五)、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扶持政策。建议国家将

沙漠治理和沙产业列入国家规划，给予专项投资，重

点扶持龙头企业、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坚持“谁开

发、谁治理、谁受益，允许继承和抵押转让”等优惠政

策，在稳定经营机制、延长土地承包期限的基础上，引

导群众按防沙治沙发展总体规划，实行集中连片规模

化开发建设，兴办家庭农林场，加快宜林荒沙荒地的

租赁、拍卖。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城镇

居民、乡村农民、外资等非公有经济的加入，以各种形

式承包沙荒地进行治理开发，并在税收减免上给予优

惠，充分调动各方面地积极性，进一步拓宽投资渠道，

增加防沙治沙和沙产业开发的资金投入，确保资金投

入的有续性、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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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并不在水源分配范围内。造林灌水成了主要矛

盾，造成造林质量下降。

三、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迅速发展，导致原有林

木资源被大量采伐。在高台县，黑节工程，农业综合开

发工程，小型农田水利配套工程等项目的实施，造成

了全县大面积农田林网被采伐。在更新工作中虽出台

了一些保障措施，但成效不明显，造林变成了“造零”。

上述这些不利因素，都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影响到

了乡村造林工作，当然在分析了造林的不利方面，我

们还要看到积极的一面。国家对生态治理的日益重

视，各项造林工程的政策扶持，环境意识的全面提升，

都为造林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结合高

台县实际，还应继续鼓足干劲，推动全县乡村造林事

业的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持续推动“三北"工程建设o

“三北”工程的实施，为高台县乡村造林提供了推

动力，有力推动了林业建设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持续

好转。据报载，“三北”工程经过多年的建设，已在河西

地区北部风沙前沿地带形成了长达1200公里、460万

亩的防风固沙林带，多处风沙VI得到了有效治理。在

“三北”工程建设中，我们应强化“严管林、慎用钱、质

为先”的方针，积极探索创新，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

的效益。在规划设计中，严把立地条件关，遵循“适地

适树”的原则，对造林地不成熟、灌水条件不具备的地

段应不予设计。介于目前基本农田林网建设群众积极

性不高的实际情况，应多规划设计农场周边大林带的

建设，培育发展新型农田大网格。应多规划设计居民

点街道绿化，增强新农村建设的活力。在“三北”工程

资金运转过程中，应逐步以投苗为主向“投管”转变，

造林强调，“三分造、七分管”，造林投资也应转变，采

取“投三分苗、投七分管”的模式，减小权属人管护费

用压力，提高群众造林积极性，保证工程质量。

二、大力提倡零星造林

鼓励农户大力进行零星造林也是乡村造林的有

效之举。在每年春季造林前，以村为单位，统计自愿造

林农户及需苗量，林业部门统一免费供给苗木，并与

农户签订造林保证书，制定相关造林保护措施。这种

造林方式，虽林相乱，但从绿化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目

的来说是可取的。滴水汇集可成河，零星造林重在鼓

励，要从不同侧面宣传鼓励农户在一些宜林带、宜林

地零星栽树，可达到“多旁”绿化的目的。

I三韭堡．塑煎叁整董固

三、加强荒滩、荒山封育管护

在造林立地条件差、水资源紧缺的情况下，进行

大面积荒山、荒滩人工造林绿化，往往会适得其反，且

天然植被也遭破坏。日协贷款风沙治理项目为我们提

供了很好的经验。“与其造不如封”，在日协贷款风沙

治理地段，通过封育管护，林草生长茂盛，覆盖度近乎

达到100％，封育管护的效果非常明显。既减少了人、

财、物力的投入，节约了水资源使用，避免了重复造林

现象的发生，而且通过封育管护，植被得以恢复，生态

效益得以充分发挥。加强封育管护，禁止人为活动造

成植被破坏，避免因土地升值造成的开荒行为，还自

然本来面目，保证林地性质不变。

四、严格退耕还林政策法规。督促补值，避

免复耕。

要大力宣传普及《退耕还林条例》、《森林法》的法

规，加强林业法制教育，让退耕户真正懂得退耕还林

的最根本的目的，引导退耕户尽快进行不合格地段的

补植，杜绝复耕行为，确保退下一片、管理一片、见效

一片。

五、积极引进推广应用造林新技术措施

造林新技术措施的引进、推广、应用，可以为我们

的造林质量提供保证。在具体造林实践中不断探索和

总结，确定科技试验示范点，提升造林技术水平，提高

造林科技含量，把“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具体、

明确、深层次地应用于造林事业中来。积极与林业科

研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吸收最新造林、护林新

技术为我所用，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加大推广力度，

为保证乡村造林质量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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