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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是全国荒漠化面积较大、分布较广、危害最严重的省 

份之一，平均每年因土地荒漠化和沙化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5．1 

亿元。截至 2009年底，全省荒漠化土地总面积 l9．21万平方公 

里，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45．12％，分布于全省 10个市州的 37 

个县市区。其中，沙化土地面积为11．9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 

土总面积的 28．O％，沙化土地面积位列全国第五位，是全国四大 

沙尘暴策源地之一。因此，加快甘肃省荒漠化治理速度，不仅对 

甘肃省，而且对全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具有重要 

意义。 
一

、深入调研，搞好规划 

虽然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省各地在荒漠化治理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由于治理任务艰巨，经济实 

力有限，加之存在着认识不足、部门分割、地区和上下游之间不 

协调、开发与治理不协调等诸多问题，致使甘肃省土地荒漠化问 

题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局部治理但整体恶化的局面依然存在。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首先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 

甘肃省荒漠化的现状和问题开展深入系统的调研。在此基础上， 

提出具有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治理方案。并加强宣传，达成共 

识，扎扎实实地推进甘肃省荒漠化治理的进程。特别是随着荒漠 

化问题的日益严重，不少人已经逐步认识到，荒漠化的主要成因 

是由于人口压力及其不经济的行为造成的。要解决荒漠化问题 

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种树种草”等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要从解 

决荒漠化土地上过重的人口压力出发，通过使用高新技术、改变 

生产要素组合、提高荒漠化土地的粮食产量、提高荒漠化土地的 

承载力、从而减缓或消除人口压力。从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 

生态学和沙漠学甚至更多学科相结合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规划 

荒漠化治理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荒漠化治理走向更加科 

学有效的道路。 

=、实施开发式治理，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 

效益的统一 

荒漠化治理的经验和教训证明，荒漠化的有效治理必须按 

照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处理好治理与开发利用之间 

的关系，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长期 

以来，荒漠化地区农牧民生活贫困是引起乱砍滥伐等破坏生态 

现象的根本原因。只有让农牧民在治理过程中逐步脱贫致富，才 

能减轻荒漠化地区的过度人口压力，消除土地荒漠化的根源，实 

现荒漠化治理的目的。但是，要使这些地区脱离贫困，单靠国家、 

政府的经济援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此，将治理与开发结 

合起来，以治理保开发，以开发促治理，这是实现荒漠化有效治 

理的必然选择。循环经济产业体系的构建应当充分利用荒漠化 

地区的资源，尤其是光热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沙产业、草产业、 

旅游业等特色产业，通过产业拉动，逆向带动荒漠化治理，从而 

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的同步发展。要树立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思维观，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承载力之间 

的关系，人们消费和生活方式的演变与自然资源供给之间的关 

系。甘肃省荒漠化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承 

载力相对不足，只有进行生态建设，恢复生态平衡，才能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分 

层次、有时序的逐步推进荒漠化治理进程。首先，要通过采用高 

新技术，改造生产要素组合条件，提高荒漠化土地的粮食产量， 

使荒漠化土地的承载力发生跃迁，从而减缓或消除人口压力；其 

次，要调整农业结构，大力推广粮草间作，将牧草引入农田耕作 

系统，发展粮食一饲料一经济作物的三元结构种植模式，培肥土 

壤，生产优质原料，大力发展畜牧业，丰富农业结构，形成稳定的 

生态农业系统；再次，大力推动荒漠化地区的工业化。荒漠化地 

区经济相对落后，发展层次较低，大都处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工 

近年来的过牧、过渔、无序旅游开发，以及水质污染加剧，景观资 

源已渐遭破坏，一些美轮美奂的景观也逐渐成为“昨 日黄花”。因 

此，要保护好乌伦古湖景观资源，就必须对乌伦古湖采取积极有 

效的保护和管理措施，而且刻不容缓。 

四、结语 

鸟伦古河流域地处内陆干旱区，是资源性缺水地区，面对 日 

趋恶化的生态环境和尖锐突出的供需矛盾，水资源如何保障社 

会经济发展和区域生态安全，则尤显重要和紧迫。实施生态环境 

建设的需要，也是保护乌伦古湖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方式和关键 

举措，保障区域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保护景观 

资源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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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初期。用农业的积累推动工业化的进程，加快经济增长速度 

是这里面临的重大任务，也是荒漠化防治的根本目的。因此，发 

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逐步形成具有特色的轻工业体系， 

从而稳定拉动农业结构调整，使荒漠化地区由农业发展阶段向 

工业阶段过渡，使生态系统中过度的人口压力，沿着产业链条从 

农业内部传递到工业和第三产业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 

消除土地荒漠化的根源。 

三、开源节流，走节水型社会的发展道路 

节水型社会就是在人们生活和生产过程中，在水资源开发 

利用的各个环节贯彻对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意识，以完备的管 

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法制体系为保障，在政府、用水单位和公众 

的共同参与下，通过行政、经济、技术和工程等措施，结合社会经 

济结构的调整，实现全社会用水在生产和消费上的高效合理，保 

持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节水型社会就要在水资源 

的总量控制、以水定产、定额管理、公众参与、水权流转、城乡～ 

体等方面逐项进行落实。甘肃省荒漠化地区存在的最大问题之 
一 是严重缺水。其中，既有资源性缺水，也有管理性缺水。在资源 

性缺水的地区，应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考虑和实施从外流域 

调水。在资源性和管理性缺水的地区要大力发展节水型社会建 

设。特别是要改变现行的水资源分散管理体制，按流域成立统一 

的水资源分配和管理机构，从流域的上下游整体利益考虑，超越 

地方和部门局部利益，立足于国家长远利益，科学的管水配水。 

贯彻多用多收、少用少收、节约奖励、浪费处罚、破坏惩办的原 

则，大力提倡和鼓励节约用水。大力推广各种行之有效的节水灌 

溉技术，提高灌溉水的利用率。建立水工业、开发水市场，施行 
“

一 条龙”管水，加速水资源管理的现代化。采用科学经济的手段 

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促进水资源的供需 

平衡。 

四、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多途径增加投入 

荒漠化治理是一项艰巨而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在投资机 

制、管理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创新。特别是必须调 

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多途径增加对荒漠化治理的投资力度。荒漠 

化治理是以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为主，结合产业开发、建设的综 

合治理工程。生态工程建设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质，按照国际 

惯例，应当主要依靠国家投资建设。特别是我国荒漠化地区经济 

基础薄弱，地方财政普遍困难，贫困人口比重高，群众承受力低 ， 

如果地方配套、群众义务投工比例过大，难以充分调动地方政府 

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必须建立以国家投入为主的投资机制， 

把荒漠化治理工程建设纳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立项投资；地方 

政府按一定比例配套部分资金；群众投工投劳获得报酬。对于治 

理工程建设中的产业开发项目，应采用国家贴息贷款方式，鼓励 

企业参与，多渠道筹集资金。在当前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有 

计划、有步骤的将荒漠化治理工程向国内外的大财团、大企业进 

行开放，不失为一项重要措施。在这方面，内蒙古和宁夏自治区 

已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在人称死亡之海的库布其沙 

漠开发中引进了大型企业——伊利集团。十多年来，该集团先后 

投入 8亿多元，整合绿化了库布其沙漠 3500多平方公里的荒漠 

化土地，使 1．1万平方公里的沙区农牧 民受益；建设了长 242公 

里、宽 3公里～5公里以甘草为主的百万亩防沙护(黄)河林草 

带：实施了以沙漠甘草种植加工为主的中药产业化工程；大面积 

种植了以沙柳为主的沙生植物，为发展沙漠生物化工和沙漠太 

阳能光伏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迄今，伊利集团仅沙漠甘草制 

药一项，每年的收入即达 5亿元以上，带动医药产业收入在 30 

亿元以上。建设的年接待游客 3O万人以上的库布其沙漠七星湖 

旅游景区和蜚声国内外的“库布其沙漠公园”也凸显优势，4年 

已累计接待游客 130多万人(次)。完整的产业链为企业未来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已被誉为 “库布其荒漠化治理模 

式”。其内涵是利用荒漠化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通过大规模的 

荒漠化防治，培育和带动荒漠化地区的沙产业发展；并通过沙产 

业的发展，反哺和促进荒漠化地区规模化防治，最终实现荒漠化 

地区人与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了大规模荒漠化防治、 

沙产业发展和沙区百姓脱贫致富的有机结合。宁夏在盐池县引 

进了紫荆花集团盐池药厂、万顺欣甘草饮片加工厂、宁夏沃能工 

贸公司；在灵武市引进了中国医保梅康公司、上海茗阳公司等， 

有力地促进了宁夏荒漠化地区的开发建设，也使众多荒漠化地 

区的农牧民实现了脱贫致富。通过治理荒漠化基金会广泛募集 

国内外资金，专项用于荒漠化治理，也是一条重要途径。相信 自 

2008年成立的“甘肃省治理荒漠化基金会”必将在甘肃省荒漠 

化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五、依靠科技，加快治理进程 

加快荒漠化治理进程必须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支撑。新中 

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针对荒漠化治理问题开展 

了大量试验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必须因地制宜地加 

以推广应用。甘肃省荒漠化地区最大的特点是光热资源丰富，土 

地辽阔，最大的制约因素是水土资源严重不足。因此，治理工作 

要紧紧围绕这些特点展开。荒漠化治理措施可概括为工程措施、 

生物措施和化学措施。工程措施主要是各种蓄水、输水、节水工 

程，各种避风、挡风工程的建造和应用；生物措施主要是保护及 

充分挖掘和利用荒漠化地区独特的生物资源，引进新的生物资 

源；化学措施主要是利用在荒漠化土地表层施用有机或无机化 

学材料，以提高地表沙土的稳定性和保水性，或对盐碱化土地进 

行脱盐处理，从而达到固定流沙、改良和治理荒漠化土地的目 

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应当在荒漠化地区中的条件较好地区， 

大力发展设施农业，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本地区的光热资源，又 

可以节约用水、用地，为当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滴灌、地下滴灌、浸润灌溉等节水灌溉技术，沙棘、白刺、树 

莓、银莓等沙生植物，苁蓉、甘草、黄芪、麻黄等药用植物，苦豆 

草、骆驼蓬、骆驼蒿等有毒灌草的开发利用，新型固沙剂、仿真 

草、荒漠藻类等的应用，喷播技术、膨润土的应用等都值得在引 

进试验的基础上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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