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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李

20年主要做法与经验

敏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

陕西 西安 7 1。。21 )

摘 要
:

20 年的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
,

其中许多做法对我国今后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将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作为国家生态建设的长远大计
,

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大力发展 ;把沙棘

资源开发利用放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
,

不断适应国家改革开放形势的要求 ; 广泛发动
,

建立组织保障体

系 ,多学科多部门大区域协作
,

实行政事企
、

科工贸
、

产供销同时并举 ; 加强宣传
,

普及科技
,

推广产品 ; 适应信息社

会发展的要求
,

注重信息情报调研
,

扩大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 ;强化加工利用
,

注重效益引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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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来
,

我国平均每年营造人工沙棘林 8 万

h耐
,

全国沙棘林总面积已达 2 00 万 h耐
,

成为世界沙棘

种植大国
。

沙棘资源建设己经由零散
、

小片种植发展到

成片建设
,

面积在 1
.

3 万 h m
,

以上的沙棘县已有 20 多

个
。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
,

全国各地利用沙棘的叶
、

杆
、

果
、

籽研制出的药品
、

保健品
、

饮料
、

化妆品等已进入市

场
,

年产值超过 10 亿元
。

沙棘主要种植区农民靠采摘沙

棘果和叶显著增加了现金收入
。

2 0 年的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积累了大量有益和成功

的经验
,

对我国今后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借

鉴意义
。

1 将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作为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措施
,

在水土保持

生态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目的就是以沙棘资源的

经济效益促进沙棘资源建设
,

治理水土流失
,

这是我国

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基本特点
。

作为治

理水土流失
,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沙棘资源开发利

用
,

在其初期
,

国家水土保持行政主管部门就将沙棘资

源开发利用与国家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紧密结合
,

与
“

三

农
”
问题紧密结合

,

提出以开发沙棘的经济效益调动农

民种植沙棘
、

治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
。

从 1 98 6年开始
,

黄委会沙棘办公室与有关省区的沙棘办公室和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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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部门协作
,

在水土流失地区开展了 16 个沙棘示范区

建设
,

探索以沙棘为主要手段加快治理水土流失的治理

模式
。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
,

制定了在以黄河中游黄土高

原地区为主的半千旱地区沙棘造林区划和规划
,

形成了

一整套适应半干旱地区沙棘造林的技术措施
,

具体提出

了种植沙棘要少整地
,

尽量不破坏原生植被 ;
采用小株

距
,

大行距
,

每 6 6 7耐 种植 10 。株左右等技术要求
。

先后

完成了内蒙古砒砂岩
、

陕西吴旗
、

山西奇岚
、

甘肃镇原
、

宁夏彭阳
、

青海大通等一批示范典型
,

在这些地区初步

实现了以开发利用沙棘资源为突破口
,

加快治理水土流

失的目标
,

为我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和经验
。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实施的黄土高原水土保持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也将沙棘列为重要植物措施
,

加以种

植
。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
,

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建

设的年度统计面积就达到 5
.

3 万 h耐
,

约占年度水保造

林面积的 10 肠 ;同期全国沙棘资源建设的年度统计面积

达到 6
.

7 万 h耐
。

近 20 年来
,

我国平均每年营造人工沙

棘林 8 万 h m
Z ,

全国沙棘林总面积已达 200 万 h m
, ,

成为

世界沙棘种植大国
。

现在
,

在我国北方地区和一些西部

省区的水土保持
、

退耕还林
、

防沙治沙
、 “
三北

”

防护林等

生态建设项目中全都重视了沙棘造林措施
。

西藏拉萨的

南北两山绿化中也试验种植沙棘
,

2 0 05 年在南山的第一

台阶种植的 2 年生沙棘长势良好
,

将继续对其进行灌溉

管理
,

并观察其第二年春天的成活情况
。

由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实施的
“

共筑生态长城行动

计划
”

是一项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宗旨的大型群众

性生态公益事业
,

通过动员社会
,

海内外各种积极的社

会力量
,

在国家重点生态治理区域大力推广种植沙棘
,

进而治理水土流失
、

保护生态环境
,

在全社会倡导和树

立团结一心
、

众志成城
,

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

为全面推

. }专
〕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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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小康社会和促进全球生态平衡做贡献
。

该项目规划在

0 2年时间内
,

通过宣传和教育
,

发动社会力量
、

全民参

与
,

募集社会资金
,

在中国版图上年降雨 2 00 一 500 ~
的两条等雨量线之间

,

包括辽宁
、

内蒙古
、

北京
、

山西
、

陕

西
、

宁夏
、

甘肃
、

西藏等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

大约 150 万

k m
,

面积的生态脆弱带内
,

建设以沙棘为主的灌木
、

草
、

乔木相结合的植被基地
。

希望通过基金会项目的宣传和

工程项目的实施
,

发挥民间资金的作用
,

支持国家退耕

还林
、

退牧还草政策
,

促进和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

形成一

道生态屏障
、

绿色长城
,

阻挡沙化向东蔓延
,

保护东部经

济发展成果
,

促进西部的生态型经济的发展
。

2 把沙棘资源开发利用放在国家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大局中
,

按照市场经济规

律快速发展

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 20 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 20

年
。

随着国家政府机构改革
,

市场经济体系建立等一系

列重大举措的施行
,

对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也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
。

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作为我国进行大规模水土保

持生态建设的一项事业
,

既要采用政府行为
、

行政措施

加以推动
,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

又要采用市场经济机

制
,

以经济效益引导发展
,

由此形成了各级
,

各部门的沙

棘办公室实行政事企
、

科工贸
、

产供销同时并举的态势
,

全方位出击
,

在行使政府行为行政职能的同时
,

也开办

企业
,

也设立科研攻关项目
。

在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初期
,

原水电部领导就从组织

上把种植沙棘的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的经济效益紧密

结合
,

将全国沙棘协调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原水电

部中国水利实业开发总公司
,

由总经理兼任沙棘办公室

主任
,

使全国沙棘协调办公室兼有行政
、

事业
、

企业多重

职能
,

既适应了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需要
,

也适应了我

国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
,

促进了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事业

的发展
。

在中国水利实业开发总公司中还设立了沙棘加

工厂和产品经销部
,

全力推进我国的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事业的发展
。

参照水利部的模式
,

黄河水利委员会也在

郑州建立了沙棘加工厂
,

黄委沙棘办公室在西安开办了

黄河沙棘技术开发公司
,

从事优质沙棘产品的推广经销

活动
。

在全国沙棘办公室的资助下
,

陕西省水利厅在西

安建立了沙棘食品实验厂探索沙棘产品的加工生产
。

该

厂不仅在国内发挥了实验示范作用
,

而且得到了国外的

重视
,

19 9 2年尼泊尔王国首相曾前往参观考察
。

在各级各部门领导的重视下
,

在组织机构的大力推

广下
,

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在政府行为的推动下开始了蓬

勃发展
。

其中
,

陕
、

晋
、

蒙
、

甘
、

青
、

辽等省区的沙棘办公室

加大工作力度
,

完成了资源普查
、

生化成分分析
、

育种
、

医……血1.

加工设备研制和产品开发等大量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与

全国沙棘办公室和流域机构沙棘办公室共同推动了沙

棘开发利用事业的全面发展
。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作

为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主战场
,

2。 年来在这里完成

了大量的成果
:

在甘肃兰州创立了新的沙棘分类体系
、

在内蒙古瞪 口建设了第一个沙棘育种基地
、

在内蒙古鄂

尔多斯砒砂岩地区建设了第一个沙棘种植典型
、

在陕西

西安建设了第一个沙棘食品实验厂
、

在陕西杨陵召开了

第一次全国沙棘科研学术讨论会
、

在西安召开了第一次

国际沙棘学术交流会
、

提出了最早的沙棘信息调研成

果
、

在陕西杨陵创办了国内外第一份面向全国的沙棘专

业杂志— 《沙棘》
、

陕西武功农科中心协调委员会等单

位协助中国农业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我国第一部沙

棘科教片
、

国家正式立项在砒砂岩地区实施了第一个大

型沙棘种植项目
、

由 U N D P 资助在内蒙古砒砂岩地区实

施了第一个国际组织资助的沙棘外资项目……
。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

我国沙棘产区及其周

边地区大量建立沙棘加工企业
,

高峰时期生产厂家超过

20 0 家
,

其中陕西省和山西省一段时间几乎所有有沙棘

资源的县都办起了加工企业
,

有的县办加工企业超过 10

家
。

经过 20 年的发展和市场选择
, “

优胜劣汰
” ,

一些生

产规模小
、

产品质量差的作坊式小厂被淘汰
,

颇具规模

的陕西省沙棘食品实验厂也因领导不力和经营管理不

善等原因而破产变卖
。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有经济实力和

技术实力的大中型企业
,

如北京汇源
、

河北神兴
、

内蒙古

宇航人等纷纷加人了沙棘开发的行列
。

2 00 5年 7 月
,

北

京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天骄资源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2 0。。 万元兴建的
“

王致和集团

(鄂尔多斯市 )天骄食品有限公司
”

在北京正式签约
,

年

底将向全国市场推出第一批以沙棘为原料的金狮酱油

和龙门醋
。

随着加工利用的不断深入
,

各地越来越重视沙棘开

发中的系统性
,

重视资源与开发的协调
,

重视发展与自

然的和谐
。

一些地方通过种植沙棘
,

建立了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
,

解决
“

三农问题
”
的沙棘产业

、

生态产业
。

许多地

方将沙棘资源建设与沙棘产品开发作为一个项目对外

招商引资
。

陕西省陇县提出的沙棘基地建设项目的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人工种植沙棘 。
.

67 万 h澎 和完善陇县康

乐饮料厂配套设施
。

预期项目实施后
,

每年可收购沙棘

果 1万 “ 包括天然沙棘资源 )
,

增加农民收入 500 万元
。

吉林省蛟河市 2 0 04 年发布沙棘果基地建设和深加工招

商项目
,

项目总投资12 00 0万元人民币
,

建设沙棘果基地

林 0
.

5 万 h m
Z ,

年产果 2万 t
,

年产果汁 14 o o o t
。

2 0 0 5年

5 月
,

水利部沙棘开发管理中心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

胜区铜川镇签订了沙棘综合开发利用项 目协议
,

协议确

定投资金额2 000 万元
,

年加工处理沙棘果 1万 t
。

这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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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成投产后
,

将对沙棘产业从种植到市场开发的一系

列过程产生深远影响
。

3 国内外多学科多系统广泛协作
,

联

合开发
在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之初

,

水电部领导就预见到沙

棘资源开发利用的意义与要求都远远超出原水电部的

范围
,

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就是要通过加工生产
,

产

生经济效益
,

使水土流失地区的农民从沙棘开发中获得

收益
,

从而调动农民种植沙棘的积极性
。

作为一个系统

工程
,

沙棘资源开发利用涉及许多领域
,

许多部门
,

许多

行业
,

任何形式的
“

单打一
”

都行不通
,

不存在哪一个部

门能
“

包打天下
” ,

需要多部门
、

跨区域的协作
。

为了更好

地实现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目标
,

防止管理部门单

纯追求经济利益
,

时任水电部部长的钱正英同志提出水

利水土保持部门开发利用沙棘资源要遵循
“

不垄断
,

不

排他
,

不以赢利为目的
”
的

“
三不原则

” 。

基于这个原则
,

时任水电部中国水利实业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的钮茂生

同志携带钱正英部长的亲笔信
,

前往有关省区
,

向各级

领导说明开发利用沙棘资源的重要意义
,

使这些省区组

建了管理机构
。

其次相关流域机构的领导给予了高度重

视
,

及时成立了开发利用的协调组织
。

在全国沙棘协调

办公室和流域机构沙棘办公室的组织协调下
,

动员了原

林业部
、

农业部
、

轻工部
、

卫生部
、

商业部等十余部委的

参与
,

几乎我国所有省区直辖市均进行了开发利用的种

植
、

生产
、

科研
、

营销活动
。

为了加强联合
,

19 9 5年成立了

全国沙棘资源基地建设联谊会和全国沙棘企业联谊会
。

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这一协作规模在国内外就一

个野生植物种的开发中绝无仅有
。

通过各省区和有关部

委的协作
,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完成了我国主要省区的

沙棘资源普查
,

基本掌握了我国沙棘资源的数量和质

量
,

为开发利用提供了依据
;通过部门协作

,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完成了我国第一代沙棘良种的选引育研究
,

为

沙棘资源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
,

增加了开发利用的后

劲 ;通过流域和区域协作
,

在号称
“
地球癌症

”

的内蒙古

砒砂岩地区建成了以沙棘为主要措施加快治理水土流

失的典型
;通过部门和区域协作

,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

始
,

开展了大规模的情报信息调研
,

收集了大量的文献

资料
,

基本了解了我国沙棘开发的历史
,

掌握了国外沙

棘开发的情况
,

为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发展提供了

信息保障
。

在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发展时期
,

全国沙棘办公室和黄委沙棘办公室密切配合与共同努

力
,

资助和完成了沙棘分类
、

育种
、

情报调研等一批重点

科研项目
;
制定和编制了重要资源建设和开发利用的规

定和规划
,

实施了沙棘治理砒砂岩项 目
,

建成了一批沙

棘资源建设的典型 ; 召开了一系列国际国内的大型会

议
,

完成了在中国建立国际沙棘中心的工作… …
。

不垄断不排他的二作原则也在国际技术交流方面

得到了体现
。

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十分重视国际技术

交流与合作
。

多年来
,

举办了一系列的国际沙棘会议
,

组

织了大量的考察团
、

培勺l}团参观学习
。

通过这些活动不仅

展示了我国沙棘科研的实力
,

与各国的专家学者建立了良

好的联系
,

使我国了解了世界发展动态
,

掌握了沙棘资源

开发利用的方向
,

也与各国专家学者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

系
,

为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
;
在沙棘分类方面

,

邀请著名分

类学家罗西前来讲学
;在沙棘育种领域

,

与俄罗斯
、

蒙古等

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合作 ;在沙棘生化和加工方面与芬兰

进行了合作
。

其中最典型的是通过技术交流我国获得了前

苏联经过 60 年工作获得的沙棘优良品种和育种技术
,

极

大地缩短了我国沙棘育种的周期
,

为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

用提供了物质保障
。

这些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对于促进我

国的沙棘资源开发利用起至l!了积极的作用
,

同时也使国外

了解了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目的意义和发展情况
。

通

过这些活动
,

还树立了我国在国际沙棘领域的领导地位
。

19 9 5年 12 月各国专家学者一致同意在中国设立国际沙

棘研究培训中心
。

20 05 年欧盟委员会 (E ur oep an oC ~
*

~ )批准资助由中国
、

德国
、

俄罗斯申请的国际沙棘研究

合作项目—
“

促进沙棘可持续利用的欧亚网络建设战

略
” ,

总投资 50 万欧元
。

4 加强宣传
,

普及科技
,

推广产品

为了促进沙棘的发展
,

将宣传推广放到了重要的地

位
。

其中 1 9 8 5一 1 98 7年是向社会宣传沙棘的重要时期
,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通过举办产品展示会
、

产品质量评议

会
、

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向社会做了大量的宣传推广工

作
,

极大地提高了沙棘的知名度
。

19 8 6年 4 月
,

全国沙棘

办公室召开沙棘产品质量座谈会
,

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局
、

卫生部
、

林业部
、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

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检所
、

北京饮料厂
、

北冰洋食品公司
、

商业部食品检

验所
、

北京食品工业研究所等单位共同研究如何改进沙

棘产品的加工生产
,

提高沙棘产品质量问题
。

7 月全国沙

棘协调办公室在北京西单商场举办全国沙棘系列产品

展示会
,

并发布新闻
,

钱正英部长
、

北京市和商业部的领

导参观了沙棘展品
。

8 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沙棘产品质

量评议会
,

来自陕西
、

山西等 6 个省的 37 种沙棘产品参

加了评议
。

1 9 8 7年又举办了沙棘开发利用新闻发布会
、

沙棘综合利用新技术推广会和沙棘产品质量评议会等

旨在宣传沙棘
,

推广沙棘的活动
。

其中 19 9 3年 5 月在北

京举办的京城沙棘系列产品展示会上
,

来自全国 10 个

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的 15 家厂商提供了 32 种产品
。

展

示会期间
,

全国人大
、

全国政协和有关部委的领导
、

离退

休老干部
、

北京各大医院的医务人员
、

有关大专院校的

. }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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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
、

新闻单位的记者等近万人参观了展览
。

一些重病

在身的患者也慕名前来参观和购买沙棘产品
。

这一届沙

棘系列产品展示会是 1 9 85 年以来中国大规模开发利用

沙棘资源以来的一次重要宣传活动
,

展示了沙棘开发的

成果和发展方向
,

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

通过这次展示

会
,

进一步宣传了沙棘
,

提高了沙棘产品的知名度
,

在北

京产生了一定的轰动效应
。

在这次展示会的影响下
,

19 94 年创建了北京沙棘技术产品经销部
,

成为北京首家

沙棘产品专卖店
,

销售全国 40 多个厂家的 50 多种产

品
,

受到社会的欢迎
。

为了动员更多的大型企业参与沙

棘资源开发利用
,

全国沙棘办公室负责人多次专程到石

家庄向河北神兴集团宣传沙棘
,

推荐沙棘
,

使神兴集团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开展沙棘科研和产品加工
。

目前神兴

已成为集科研生产于一体的跨省区大型沙棘企业
。

早在 19 88 年就创办了世界首份沙棘学术刊物—《沙棘》
,

杂志创刊近 20 年来
,

发行量不断增加
,

发行范

围不断扩大
。

目前累计发行量已达 18 万份
,

发行范围遍

及国内各省区
,

还通过国际活动
,

交流到俄罗斯
、

芬兰
、

加拿大
、

印度
、

巴基斯坦
、

蒙古等国
,

对比同类专业技术

刊物
,

《沙棘》杂志取得了显赫的成果
,

成为《中国林业文

摘 》和中国林业科技文献数据库核心期刊
、

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 ( CJ F D )全文收录期刊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

数据库 (C A CJ E D )统计刊源期刊
、

《中国学术期刊 》 (光盘

版 )和《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

中文科

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

被评为部省级优秀期刊
。

通过宣传推广
,

沙棘知名度大大提高
,

为各行各业

和各地区所重视
。

在 2 0 05 年 6 月的珠穆朗玛峰科考活

动中也注意了沙棘
,

科考初步取得的研究成果包括首次

发现了西藏沙棘
、

香柏等多种过去在这一地区从未被记

录过的高山植物群落
。

目前沙棘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植物
,

沙棘产品也丰

富了各地的消费市场
。

2 0 0 5年入伏以来
,

北京的空气湿

度骤然加大
,

对于商家来说
,

桑拿天无疑又增加了一次

赚钱的好时机
:

金百万六里桥店专门用取自五台山的沙

棘
,

推出了沙棘系列菜
,

包括酸甜味的沙棘百合南瓜等
,

深受消费者欢迎
,

一天就销售了 1 00 多份
。

据报道
,

2 0 05

年 6月
,

台湾同意开放来自大陆的沙棘果汁调制品进入

台湾市场
。

5 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
,

注重信

息情报调研

沙棘作为一个
“

其貌不扬
”
的灌木

,

长期以来默默无

闻
,

鲜为人知
。

为了使领导了解开发沙棘的意义
,

使科研

人员掌握沙棘的特性
,

使消费者认识沙棘的作用
,

在沙

棘资源开发利用之初就对信息调研给予了高度重视
。

我国开发利用沙棘资源的最初信息是 1 98 5 年山西

省方山县的一份典型材料中提供的
。

该材料也仅就沙棘

资源的初级开发进行了介绍
。

其后
,

通过广泛的信息调

研
,

深人了解了国内外沙棘开发利用的历史
、

开发的内

容
、

研究的领域
、

发展的方向
,

使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有了较高的起点
,

较大的效益
,

较快的速度
。

中科院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
、

陕西杨陵农业科研中心
、

山西省科技

情报研究所等单位从 19 8 6年开始
,

到 1 9 92 年历时 6年
,

与前苏联
,

包括沙棘协会主席
、

沙棘育种专家在内的 21

个单位的 24 位专家建立了联系
,

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信

息
。

通过对前苏联的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信息系统深入

的研究
,

完成了《苏联高层次沙棘开发利用情报研究》项

目
,

该成果获得中科院科技情报三等奖
。

通过该项目
,

不

仅对前苏联的沙棘开发情况有了系统的了解
,

而且获得

了部分沙棘良种
,

与前苏联的专家开展了专家互访的活

动
。

其中山西省农科院历时十余年
,

对前苏联的沙棘开

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翻译了大量的外文资料
,

在黄委

沙棘办公室的资助下
,

完成了《沙棘开发利用情报研究》

课题
,

该成果获得 2 0 00 年度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

随着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入
,

信息调研也作

为一种监测手段
,

对沙棘开发的内容
、

方向进行间接的

动态监测
,

提供了大量有益的信息
。

研究表明
,

1 98 5 年到

19 9 4 年的 10 年间
,

国内共发表沙棘文献 1 0 00 余篇
,

内

容涉及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各个领域
。

其中沙棘资源方

面的文献占 10 年沙棘文献总量的 14
.

9%
,

引种育种的

占 5
.

8%
,

植物保护的占 2
.

6 %
,

在整个加工利用的文献

中
,

有关食品饮料的占 28
.

4 %
,

医药开发的占 44
.

9 %
。

分布到 10 年内
,

各类文献的数量也呈现不断变化的现

象
,

具体情况是
:

在我国沙棘开发初期
,

沙棘资源的病虫

害问题轻微
,

其信息数量较少
; 沙棘医药的文献呈波动

增加的趋势
,

反映出我国在沙棘开发的初期已经重视了

沙棘产品的深度开发
。

情报调研获得的信息
,

一方面向

外界透露了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状况
,

另一方面也

为发展决策提供了依据
。

6 结 语

总结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20 年的历程
,

有许多

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

也有需要进一步提高的工作
:

加强

良种推广
,

深化产品加工 ; 建议应当继续重视政府行为

在促进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主导作用
,

继续重视不同

部门的合作
,

加强不同行业的联合
。

2 0年来
,

我国的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
,

创造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做法和经验
,

今后

沙棘这个小灌木将继续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积极的作

用
,

在我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继续担当先锋树种的重

任
,

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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