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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重视 坚定信心 沙棘事业再现新活力
一一黄河流域 1 9 9 3年沙棘开发利用回顾

李 敏

(黄河上中游管理 局
·

西安 7 1。。 4 3)

过去的一年
,

我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克服困难
,

开拓前进
,

取得了较大进展
。

在全国沙

棘办和黄委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
,

以及各省 (区 )有关部门的协同努力
,

黄河流域沙棘开发

利用工作也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

这一年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标志是
:

各级领导重视沙

棘
,

宣传推广成效显著
,

开发利用持续深人
,

大河上下遍种沙棘
。

1 各级领导重视
,

推动沙棘发展

1 9 9 3 年
,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进一步重视了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事业的发展
,

多

次对沙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和指示
。

19 9 3年 5 月
,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
、

全国

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等国家领导同志
,

以及水利部部长钮茂生同志等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

对沙棘作了重要指示
。

钱正英同志指出
: “

我国的沙棘事业还是刚刚开始
,

还是处在起步的

阶段
,

要保证质量
,

争取名牌
,

要对人民健康负责
。

发展沙棘也要反映高度的精神文明
。 ”

“
进行沙棘开发利用的本意是搞资源建设

,

是治理黄土高原
。

要搞开发没有资源建设不行
,

只靠野生沙棘不行
。 ” “

发展沙棘还要加强宣传
,

使大家都了解沙棘
。

要使更多的中国人都

知道沙棘
。 ’ ,

钮茂生同志提出开发沙棘总的思路是
“

坚持一个中心 (经济建设为中心 )
、

体现

两个文明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
、

实现三大效益 (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
、

社会效益 )
、

把握四

个环节 (资源建设
、

开发利用
、

经营销售
、

科学研究 )
。 ” 6 月

,

钱正英同志和水利部领导又对

搞好陕北沙棘开发作了批示
。

陕西省委副书记刘荣惠在参观了西北林学院西林沙棘有限

公司实验厂后题词
: “

开发新产品
,

建设新型林学院
。 ”

陕西省副省长姜信真说
: “

陕西省很

重视沙棘资源的开发利用
,

大力发展沙棘资源
,

一方面防风固沙
,

保持水土
; 一方面发展陕

北经济
,

促进脱贫致富
。

因此
,

陕西省把沙棘资源的开发利用放在各种植物资源开发工作

的突出地位
。 ” 9 月

,

水利部领导在总结近年工作的基础上对沙棘资源开发利用
,

特 别是

对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建设提出了今后应注意的七个问题
。

水利部有关司局和流域机构的

领导也对如何进一步发展沙棘发表了意见
。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

政协主席千奋勇提

出
,

要把农
、

林
、

牧
、

水几个部门统一组织起来
,

我们一定要重视推广广大群众创造的经验
,

在沙棘资源开发上谁干都行
。

各省 (区 )水利水保部门的领导对深入开发沙棘资源
,

推动黄

河多沙粗沙区的治理
,

促进老
、

少
、

边
、

贫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

由于领导的重视和各个部门
、

各行业的努力
,

1 9 9 3 年下半年沙棘资源建设和加工利

用获得了新的活力
。

发展速度显著加快
:

沙棘种植区域得到扩大
,

新建和成立了一批加工

销售企业
,

开发了一些适销对路的新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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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宣传推广
,

取得显著成效

19 9 3年是沙棘宣传推广取得显著成效的一年
。

3 月在西安召开了全国沙棘医药开发科研学术交流会
,

交流了近年来沙棘医药科研

的新成果
,

提出了
“
医药品和保健品开发并重

,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兼顾
”

的方针
,

确定了

今后医药科研和产品开发的方向
。

5 月在北京举办了沙棘系列产品展示会
,

宣传了以黄河流域为主的沙棘企业开发的

新产品
,

扩大了沙林的知名度
。

一些国家领导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
,

以及首都各界

近万人参观了展示会
。

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名誉会长符浩先生在参观了展示会后说
:

在

很多地方看见过沙棘
,

沙棘产地阳光最多
,

因此它营养好
,

沙棘还能防风固沙
,

它集生态
、

社会
、

经济
、

政治意义于一体
,

所以沙棘是个好东西
。

沙棘产品能打入国外就能赚钱
。

要成

立集团
,

搞集团生产
,

同时要保证产品质量
。

7 月
,

遵照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和水利部部长钮茂生的指示
,

全国沙棘办
、

黄委沙

柳办和陕西省有关部门对陕西榆林发展沙棘进行了专题考察和动员落实
,

确定了将榆林

作为黄河中游沙棘重点发展区域之一
,

大力种植沙棘
,

建立了以地区主管领导负责的沙棘

领导机构
,

制定了初步的发展规划
,

计划在今后几年中大面积种植沙棘
,

防风固沙
,

改造榆

林生态环境
。

8 月黄河流域有关省 (区 )和部门的十余位专家学者赴俄罗斯参加第二届国际沙棘学

术讨论会
,

以学术论文
、

电视录像
、

产品实物展览等形式向来自世界 9 个国家的近百位会

议代表宜传了中国黄河流域沙棘开发的目的
、

意义和已取得的成就
,

受到了高度的评价
。

本届国际会议执行主席
、

全俄农业科学院院士
、

著名的沙棘育种学家卡列尼娜在大会发言

中说
, “

近十年来
,

中国在沙棘研究的许多方面取得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
。

中国在上千公

顷的土地上栽培沙棘
,

其目的是治理水土流失和进行果实的加工利用
。

在中国建立了沙棘

果综合加工厂
,

生产无酒精饮料
,

利用沙棘生产了各种医药制剂
,
创造了在中国条件下沙

棘无性繁殖和栽培工艺
,研究了沙棘病虫害及其防治技术

;
研究了中国沙棘遗传基因

。

还

系统地研究了沙棘的生态学
、

生物学
、

生理学和生物化学问题
。

在引种和育种方面开始了

工作
。 ”

9月在内蒙古东胜市召开了全国沙棘资源建设现场会
,

与会代表考察了砒砂岩沙棘

造林现场
,

交流了开发沙棘资源的经验
,

听取了水利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的讲话
,

肯定

了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向和成绩
,

讨论了进一步深化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措施和途径
,

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具体要求
。

通过举办和参加这些大型会议
,

肯定 了沙棘在治理黄土高原
、

保护生态环境
、

防治疑

难病症
、

延缓人体衰老及增加农民收入
、

发展农村经济等许多方面的巨大作用
; 明确了今

后开发沙棘资源的主攻方向是加快良种选育
,

加强医药产品研制
,

继续拓宽市场
。

通过举

办这些大型会议
,

宣传了沙棘在生态
、

经济
、

社会等方面的巨大效益
,

促进了各方面工作的

进行
,

对于推动沙棘开发利用事业的快速
、

健康
、

协调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

全国医药

会议提出的建立沙棘科研基金的建议已在陕西省得到落实
。

陕西省决定三年集资 1 00 万

元
,

用于产品开发的科研
;成立了科研基金管理委员会

,

制定了基金管理办法
,

到年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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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到位 30 万元
,

开始了课题的申报工作
。

沙棘资源建设现场会后
,

各省 (区 ) 已决定将沙棘

资源开发利用列入水土保持工作的年度计划
,

加快开发利用的步伐
,

扩大沙棘造林范围
。

陕西省在 n 月召开的全省重点治理会议上提出在无定河和皇埔川重点流域治理中沙棘

造林面积要占乔灌林面积的 30 %
。

山西省提出 1 9 9 4 年要从水土保持经费中切出 110 万

元
,

营造沙棘林 10 ~ 12 万亩
。

除了举办和参加这些大型会议
,

各省 ( 区 )
、

各部门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产品广告宣

传沙棘
,

其中仅 1 9 9 3 年《沙棘 》杂志就刊载黄河流域沙棘开发的文章和广告 48 篇
。

1 9 9 3

年黄委沙棘办与全国沙棘办共同编印了《中国沙辘》
、

《全国沙棘资源建设现场会资料汇

编 》等宣传材料
。

其中《中国沙棘 》已广泛发送到国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
,

世界银行官员对

此材料给予了高度评价
,

并将该材料推荐给加拿大一个开发公司
,

该公司对此产生了较大

兴趣
,

已来函询问和索取更详细的资料
。

3 扩大加工营销
,

提高经济效益

1 9 9 3 年黄河中游沙棘加工业有了新的发展
。

甘肃省 19 9 3 年共生产各类沙棘产品

4 0 51 吨
,

产品产值 1 5 1 5 万元
,

实现税利 201 万元
。

青海省统计大通县沙棘饮料厂等四家

企业 1 9 9 3 年生产沙棘饮料 1 0 0 0 吨
、

沙棘油 1
,

5 吨
,

产值 1 50 万元
。

一些老企业继续扩大

生产
,

同时新建了一批合资企业
,

开发生产了一批新产品
,

经济效益有所增加
。

甘肃省清水

县以清水酒厂为主的 5 家沙棘加工厂利用本县沙棘资源生产沙棘产品
,

经济效益不断提

高
,

使沙棘加工成为该县主导产业
。

其中清水酒厂有六条 自动化生产线和与之配套的测试

设备
,

形成年产果酒饮料万吨
、

沙棘籽油 30 吨的生产规模
。

32 个品种中 6 个产品已进入

省
、

部及国家名优产品行列
,

获得国家的金
、

银奖 15 项
,

国际金奖 4 项
。

该厂产品质量稳

定
,

社会信誉良好
,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
。

1 9 9 3 年前六个月生产的 2 0 0 0 多吨沙种系列

产品销往全国十多个省
、

市
,

保持了供不应求的势头
。

陕西沙棘食品实验厂与秘鲁柯玛莎

美洲实业公司合资组建了陕西艾康沙棘制药有限公司
,

研制生产和销售沙棘系列医药保

健品
。

陕西省永寿县在生产沙柳油的基础上
,

19 9 3年又组建了沙棘开发集团
,

生产的沙棘

营养醋
、

沙棘果茶等产品除在本省销售外
,

在内蒙古东胜市 也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

陕西省

有关单位还帮助辽宁建了一座年产 30 吨沙棘油的工厂
,

1 9 9 3 年已投入生产
。

陕西省渭南

市中法合资西方化妆品有限公司开发生产了以沙棘油为原料的
“

惜芳抗皱维她
”

化妆品
,

该产品荣获 1 9 9 3年全国文化
、

体育保健品博览会金奖
。

黄委中游局创办的黄河沙棘技术

开发公司 1 9 9 3 年正式开张营业
。

该公司在一无资金
、

二缺场地
、

三少经验的情况下
,

发动

全体员工的集体力量
,

筹措资金
、

联系货源
、

开拓市场
,

积极开展营销活动
,

取得了初步的

成果
,

已在甘肃
、

山西
、

陕西
、

江苏
、

北京
、

内蒙古等省 (区 )开展了购销业务
。

4 扩展资源建设范围
,

沙棘种遍大河上下

统计数据表明
, 1 9 9 3年黄河中游沙棘林营造面积是近年来最少的一年

,

全年共种植

各种沙棘不到 5。 万亩
。

经分析
,

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的水土保持部门对沙棘重视不够
,

未

将种植沙棘列入工作计划
;
其次

,

经费不足
。

尽管在 9 月沙棘资源建设现场会后各地积极

贯彻了会议精神
,

但 由于黄河中游大部分地区为春季一季造林
,

因此
,

本年沙棘造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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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减的局面仍未得到扭转
.

黄河中游的几个沙棘资源建设示范区的沙棘造林仍然有较大进展
.

内蒙古砒砂岩示

范区 1 9 9 3 年统计造林 n
.

85万亩
。

为了提高沙棘林的经济效益
,

示范区内一些乡镇制定

了管护和利用办法
.

配合示范区建设
,

伊克昭盟在包头至东胜公路两旁种植沙棘绿化带
,

其中盟水保部门负贵完成 36 公里路段两旁近 3 80 0 亩的沙棘种植
,

经验收
,

全部达标
。

甘

肃省镇原县 19 9 3年种植沙棘 8
.

4 万亩
,

累计沙棘林面积已达 20 万亩
,

形成了一个初具规

模的示范区
,

为当地一些乡镇解决了燃料
、

饲料
、

肥料短缺问题
,

目前正在探讨沙棘资源的

深度开发利用
。

1 9 9 3 年黄河流域沙棘资源建设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在黄河三角洲开始了沙棘造林
,

突

破了以往只在黄河中游种植沙棘的布局
.

为了改造利用黄河三角洲地区几百万亩盐碱荒

地
,

发展三角洲地区的经济
,

1 9 9 3年 9 月在全国沙棘资源建设现场会上确定
,

要把黄河三

角洲地区列入黄河沙棘发展计划
,

建成为黄河流域五大沙棘示范基地之一
。

黄委农水局

1 9 9 3 年 n 月从内蒙古伊克昭盟调运 2 00 万株优质中国沙棘苗木到黄河三角洲地区
.

黄

委河口局及山东省东营市
、

利津县组织职工
、

群众冒着风雪营造沙棘林 6 0 0 0 余亩
,

拉开了

黄河三角洲沙棘资源建设的序幕
,

造林工作在 1 9 9 4 年春季继续进行
。

沙棘开发利用事业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事业
.

回顾过去
,

在困难和希望中沙棘事业度

过了她的第九个年头
。

展望未乘
,

沙棘事业仍然充满希望
,

前程似锦
。

1 9 9 3 年所作的各项

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果
,

同时为今后的快速发展莫定了坚实的基础
。

我们预期 1 9 9 4 年黄河

流域沙棘开发利用将会有一个更大的飞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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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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