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阳的

前蹴翟案
风．后有沙尘暴、高温干旱等自然

灾害的推波助澜，2000年的中国草

业乘风破浪、捷报频传．在科研、产

业和宣传推广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

令人振奋的成果。如今的草业已不

再是生产方式落后、效益低下的畜

牧业生产地．而成为备受社会各界

注目的新兴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

西部大开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等当前我国最为

紧迫的建设领域中将发挥越来越大

的作用。

堂皇的墓垫
2000年是千禧年．但恐怕没有

多少人会料到我们会在连绵不断的

沙尘暴和一次次破记录的高温干旱

中度过千禧年。生态环境的恶化有

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草地大面积退

化．沙化和荒漠化便是其中之一。

对沙尘暴发生源头的调查表明，去

年春天频频发难华北地区的沙尘暴

并非完全来自传统的沙漠地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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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竟形成于过去那水草丰美的北方

草原地区。

如果不是亲临第一线你是很难

想象那里草地的破坏程度，内蒙古

农业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土

地面积占国土面积一半以上的西北

地区占有全国98％以上的荒漠化土

地，而草地植被又占了其中的一

半．那里的一亩草地甚至养不活一

只耗子。

该研究还指出，草地开垦、采

樵伐木、毁林开荒等固然破坏了

草地植被．但长期以来由于过分

追求畜牧业产量而形成的严重的

超载放牧才是造成草地大面积恶

化的主要原因。由于牲畜长期过

牧和践踏．引起草地植被稀疏、表

土裸露，土壤沙化等，草地长期背

负着沉重的负担没有片刻喘息，

当风沙、高温、干旱等灾害天气入

侵时就再也没有能力去抵御、反

抗了。因此，加强草地管理保护，

实现科学的产业化开发就成了大

面积“三化”草地的唯一出路．同

时．这也是北方地区实现生态环

口本刊特约记者罗俊强

境长治久安的有效途径。去年的

草业界的几次重要活动也正是围

绕着草地保护性开发这一课题展

开的。

堂鲞墨蛭戏连台
2000年1月1 7日，中国草原学

会、中国农学会和中国水土保持学

会联合在京举办了题为“草原与荒

漠化研讨会”。来自草业、水保、林

学、农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围绕

草地与荒漠化防治、草业在西部大

开发中的作用等主题展开广泛讨

论。专家们认为，生态环境治理和

保护是西部大开发的重中之重，草

地是西部地区最主要的自然植被，

理应加强保护的开发力度。会后提

出的建议书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

重视．对我国的生态建设和西部大

开发战略的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

2000年6月1 6日至1 8日，中

国农学会、中国草原学会联合举办

了“全国半农半牧区草地农业可持

续发展研讨会”。与会代表认为，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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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半牧区是竭制沙漠化的最后一道

屏障，这里贫困面大，又是众多少

数民族聚居区，所以半农半牧区的

开发治理事关我国社会稳定和可持

续发展大事。专家们建议，加强科

学规划和开发，建立示范基地，进

行集约化经营。

2000年1 0月1 5日至1 7日，中

国草原学会在甘肃兰州举办了

“草业与西部大开发学术研讨会暨

中国草原学会2000年学术年会”。

草业产业化和草业与西部大开发

成为这次会议的焦点，许多有价

值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成就引起了

广泛关注。

草产业遍地开花
2000年年初，新华社、中央电

视台、中国绿色时报等媒体先后报

道了河北省滦城县农民弃粮种草发

展万亩草坪基地的”壮举”。

与此同时，甘肃草原生态研究

所、甘肃农业大学等单位联合组建

了”西部草业工程科技研究中心”。

作为农业部在全国唯一的牧草开发

基地．这个我国草业界科技力量最

强的“联合舰队”把首要目标定在

了草种生产上，预计两年后可产出

商用种子。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牧

草种子国产化也成功地迈出了第一

步。

浙江横店集团在山东省建立

了总规划面积达1 5万亩的优质苜

蓿生产基地，首批5万亩已种植完

毕。成都大业集团在甘肃四地(市)

注册了四个公司，计划发展1 5万亩

优质紫花苗蓿种植基地，生产”草

王”牌系列草产品。甘肃的酒泉、

玉门等地，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一批优质草产品已开始投入市场

并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作为草业先锋的草坪业今年

也有多项成果产生。以结缕草、假

俭草为首的草种生产技术已取得突

破，一些科技含量高的草坪产品如

立体草坪、无土草卷、运动场草坪

等和草坪相关产品如专用肥、除草

剂等的开发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突

破。

一

新兴力量层出不穷
2000年，我国草业界第一项教

育科研奖——天年草业教育科研奖

在北京林业大学诞生了。这个由我

国草业科技界的新人、年仅35岁的

北京林业大学草业研究所所长韩烈

保教授发起、设立的奖项是对我国

草业科教工作者的肯定。而且，更

引人注目的是全国著名的绿色高等

学府北京林业大学现在正成为我国

草业科教界又一股新兴力量．成立

不到两年的北京林业大学草业研究

所已汇聚了4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其中有2名教授、博士生导师)的

草业精英，承担了1 0余项国家攻

关、省部级、国际合作、国内委托

合作等科研课题。

此外，许多全国著名的学府如

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广州中山

大学、浙江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

学近年来都纷纷开始草业方面的研

究和草业高级人才培养，部分学校

还专门开设了草业专业。草业研究

和教学不再局限于兰州、北京、内蒙

古等少数几个西部和北部的学校。

 万方数据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