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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搞沙棘资源建设

再造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

李 敏

(黄河水利委员会沙棘办公室
·

西安 71 。。 4 3)

1 99 7年是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开发利用重要的一年
。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黄河中游地区环境治理和水

土保持工作的重视
,

促进了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建设和开发利用的发展
。

1 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得到中央和国家有关机构的重视

1 9 9 7 年中央和国家有关机构在黄河中游地区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
,

促进本地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发

展
,

同时也促进了沙棘资源建设工作的发展
。

1 9 9 7 年 5 月上旬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的黄河中游水土保

持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出
: “

沙棘资源建设要继续扩大种植
,

搞好加工利用
。

” 6 月中旬
,

姜春云副总理考

察陕西
,

向党中央上报了《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
,

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 》
。

8 月
,

江泽民总书记

对 《调查报告 》批示
,

提出要长期
、

持续奋斗
,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
;
李鹏总理批示

,

要求根据江

泽 民总书记的批示精神
,

编制规划
,

争取十五年初见成效
,

三十年大见成效
。

8 月底
,

由姜春云副总理主

持
,

国务院在陕北召开了全国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现场经验交流会
。

9 月在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召

开 的专家座谈会上
,

中国科学院
、

陕西省农科院
、

陕西省水保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提出
:

实现黄土高原的

山川秀美
,

绿色是关键
,

坚持以沙棘开发作为加速治理黄土高原的突破 口
。

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
“

两个批示
”

精神和国务院陕北现场会安排
,

按照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纲要的要

求
,

在已有规划的基础上
,

编制了《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建设规划 》 ( 以下简称《建设规划 》 )
,

计划种植沙棘林 153
.

3 万 h m
Z ,

占同期营造水保林的 9 %
,

其中从 1 9 9 8 年到 201 。 年种植 20 万 h m
, 。

该规

划经水利部审查同意后
,

已于 1 9 9 7 年 12 月上报国家计委和国务院
。

为了使《建设规划》落到实处
,

黄委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正在组织编制实施规划
,

将沙棘作为一个专门项 目
,

在黄河中游安排 9个种植区域
、

3 6 个示范基地集中实施
,

以形成规模种植
,

进而发挥出规模效益
。

以沙棘为主要措施治理砒砂岩得到了特别的重视
。

10 月由中国水土保持学会
、

水利部沙棘开发管

理中心
、

黄委沙棘办公室联合主持
,

邀请了中国科学院杨含熙院士和中国工程院关君蔚院士等著名专家

学者
,

以 及水利部有关司局的领导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召开了全国沙棘工作座谈会
,

贯彻落实中央领导批

示精神
,

考察砒砂岩地区沙棘资源建设工作
。

经现场考察
,

专家们认为
: “

沙棘治理砒砂岩水土流失效果

显著
,

非常成功
,

为解决黄河泥沙和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找到了一个好办法
。 ”

建议国家将沙棘治理砒

砂岩列专项计划
,

进行规模治理
。

n 月在第二届全国沙棘学术讨论会上
,

又一次对沙棘治理砒砂岩的成

果进行了肯定
。

会议指出
,

沙棘在砒砂岩地区栽培成功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

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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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突破
,

对实现黄土高原的 山川秀美是一个鼓舞
,

要继续研究
,

进一步推广
。

12 月
,

中国科学院和工程

院的十余名院士
、

以及 20 多位专家学者
,

以
“

治理黄土高原
,

实现
`

山川秀美” ,

为主题
,

在陕西西安召开

会议
,

提出植被恢复既是水土流失防治的关键措施
,

又是生态农业建设的基本保障
,

应科学选育物种和

种群
,

建议在晋陕蒙接壤的砒砂岩区推广沙棘造林
。

国家计委派员专门到砒砂岩地区考察
,

同意水利部

提出的晋陕蒙砒砂岩沙棘生态工程立项报告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

建议制定实施规划
,

国家
、

地方
、

群众三

方将投资 12 亿元
,

用 13 年时间
,

在晋陕蒙砒砂岩地区种植沙棘 200 万 h m Z ,

保存面积 160 万 h耐
,

沙棘

植被覆盖率达到 51 %
,

每年减少人黄泥沙 2
.

73 万 t ,

使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得到控制
,

为当地实施生态农

业奠定坚实基础
。

2 资源建设的新动态

据统计
,

1 9 9 7 年度黄河中游各省区完成沙棘造林 5
.

33 万 hm “ 。

其中
,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组织实施的

沙棘示范区实际验收造林面积 1
.

02 万 h m
Z 。

验收检查结果显示
,

尽管 1 9 9 7 年旱情严重
,

10 个示范区县
,

超额 48 %完成年度下达任务
,

造林质量和成活率普遍好于 1 9 9 6 年
。

其中位于砒砂岩地区的伊克昭盟

1 9 9 7 年种植沙棘 0
.

47 万 h m Z 。
1 9 9 7 年度沙棘造林的一个大的变化是陕西省为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 口温饱问题的决定 》
,

加快科教兴水
、

科教兴农步

伐
,

加大科技扶贫力度
,

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

按照水利部 1 9 9 7 年在全国开展
“

十万水利科技人员

技术下乡活动
”
的要求

,

组织 4 000 名水利科技人员开展此项活动
,

因地制宜地宣传推广包括沙棘护坡
、

沙棘丰产栽培在内的水土保持适用技术
。

沙棘护坡
、

沙棘丰产栽培技术推广活动由省水保局负责
,

各有

关地市县水利局参加
。

1 9 9 7 年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建设的一个新特点是政策调动农民群众种植沙棘的积极性
。

其中内蒙古

统计群众 自发种植沙棘 1 o o ho m
, ;

陕西省无定河河源 区的白于山区各县实行拍卖荒山荒坡
,

户包种植的

政策
,

调动了农民群众种植沙棘的积极性
。

志丹县农民牛志友承包荒坡地 hZ m
Z ,

动员全家老少
,

全年种

植沙棘林 1
、

53 h m 2 ,

为农户营造沙棘林树立了典范
,

出现了千家万户种植沙棘的可喜局面
。

经验收
,

该县

农户全年种植沙棘 133
.

h3 m
“ 。

在全国改革形势的推动下
,

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加大了内引外联的力度
。

由水利部沙棘科研培训中心

组织
,

在砒砂岩地区成功实施了联合国开发署 (U N D )P 援助的
“

中国沙棘开发
”
项目

,

项目总经费 1 5 29

万元人民币
,

其中 U N D P 援助金额 80 万美元
。

项目实施期 3 年
,

计划在内蒙古砒砂岩地区种植经济型
、

生态型
、

生态经济型沙棘林 1 o o oh m
Z ,

建立 良种沙棘示范苗圃 1h0 m
2 ,

引进国外优良品种 30 个
,

培训农

民技术员和中
、

高级管理人员 65 0 名
。

U N D P 官员表示沙棘在治理生态环境
、

增加农民收人中具有重要

作用
,

U N D P 将争取在本项目实施后
,

再上一个 (包括多个国家的 ) 区域沙棘项目
。

3 加工利用的新进展

1 9 9 7 年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开发利用持续发展
,

一些加工厂继续取得了较好的经营实绩
。

为了促进

沙棘产业的发展
,

陕西省沙棘企业联谊会召开了 1 9 9 7 年年会
,

研讨联谊会章程
,

研究企业联合的策略和

办法
。

沙棘企业家们提出
,

沙棘企业之间通过联谊会把大家组织起来
,

搞企业联合是十分必要的
。

陕西省

为企业联合提出了新思路
:

沙棘企业可 以在联合宣传
,

联合销售
,

联合生产
,

联合开发新产品方面做大文

章
。

当前可先以联合销售作为企业联合的结合点和突破口
,

通过企业联谊会成立联合销售公司
,

推销本

联合体内所有企业的产品
。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
,

1 9 9 7 年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开发利用的一个特点是对外开放的力度进一

步加大
。

山西省右玉和陕西省靖边等县在
“

中国扶贫基金会
”
主办的《中国贫困地区 》杂志上招商引资

,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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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提出近期内意向开发的项目有沙棘油厂等项目
;

靖边提出该县已初步建成果品生产基地和沙棘生产

基地
,

对外协作意向包括建立沙棘基地
。

8 月山西省中华爱心宝公司在芬兰与 A or m tce h 公司就产品开

发洽谈了合作项目
。

4 科学研究的新成果

继 1 9 9 4 年辽宁沙棘良种选育项目和 1 9 9 5 年中国林科院
、

黄委沙棘办沙棘遣传改良系统研究项 目

鉴定后
,
1 9 9 7 年完成了

“

陕西沙棘良种选育研究
”

和
“

砒砂岩地区沙棘育种研究
”

两个沙棘育种课题的鉴

定
。

这两个沙棘育种课题的鉴定标志着中国第一代沙棘良种选育工作的胜利结束
。

由陕西省水保研究

所
、

黄委沙棘办公室和中国林科院林研所共同主持的
“

沙棘良种选育研究
” 1 月 24 日在西安通过省级鉴

定
。

该课题经过 8 年的工作选育出沙棘良种 (原种 )3 个
。

鉴定委员会认为
:

该项目研究 目的明确
,

具有创

新意义
,

新品种的原种产量高
,

适应性强
,

可以在同类地区推广
,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

建议作为重大科研

成果上报
。

4 月下旬
,

由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和伊克昭盟共同主持的水利部水利技术开发基金课题—
“

砒砂岩地区沙棘育种研究
”
在京通过水利部鉴定

。

该课题选育出两个复合无性系新品种 (原种 )
: “

黄河

1号
”
和

“

乌沙 2 号
” 。

这是我国首次在砒砂岩地区选育的耐干早沙棘良种
,

经专家评审
,

认为该项成果达

到国内研究领先水平
。

这项成果是黄河上中游管理局沙棘研究工作取得的重大突破
,

它对于加快黄河中

游沙棘良种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

该成果获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1 9 9 7 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
。

现在
,

内蒙古

瞪口实验基地正在利用硬
、

嫩枝扦插等无性繁殖技术
,

通过全光喷雾
、

温室大棚等装置
,

进行规模工厂化

育苗
,

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

加速黄土高原区沙棘 良种化进程
,

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

沙棘组培研究在黄委天水水保站也已选出了新的培养基质
,

达到了试管内生根的程度
,

向大田移植

试验开始进行
。

沙棘柔性坝试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

得到了专家的肯定和国家领导的重视
。

中国科学院

杨含熙院士考察后指出
,

沙棘柔性坝研究对低投资高效益的治理砒砂岩具有重大意义
;
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正英表示将在适当时机考察砒砂岩沙棘柔性坝
。

1 9 9 7 年沙棘科研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大
。

西北水保所和黄河上中游管理局分别承担的水利部
“

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项目
” ,

计划引进国外沙棘优良品种
、

栽培技术和无废料加工利用技术
,

合

同资助金额近 20 万美元
。

西北水保所应俄罗斯科学院的邀请
,

赴俄罗斯进行沙棘良种选育的短期合作

研究
,

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细胞遗传研究所签定 了
“

中俄沙棘优 良品种选育和加工利用
”
的科

学技术合作合同
。

在国家外专局的资助下
,

水利部沙棘研究培训中心组织
,
1 9 9 7 年 n 月黄委沙棘办和

天水水保站的科技人员赴俄罗斯学习沙棘育种和栽培技术
,

经过两个月的培训
,

不仅了解和掌握了俄罗

斯的沙棘育种栽培技术
,

而且带回了俄罗斯经过 60 多年研究选育出的主要优良品种
,

特别是获得了一

些新的育种材料
,

对丰富我国的沙棘育种材料
,

促进黄河中游沙棘优良品种选育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

1 9 9 7 年宣传推广工作也有新的成绩
。

作为近 10 年中国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总结的组成部分
,

黄

委沙棘办公室与水利部沙棘开发管理中心共同总结沙棘油脂加工利用的学术和技术成果
,

汇集 1 9 9 5 年

北京国际沙棘研讨会和 1 9 9 6 年全国沙棘工作会议的文件材料
,

编辑出版了《沙棘油脂概论 》
、

《世界沙棘

研究与开发 》
、

《中国沙棘开发利用
“

九五
”

发展战略 》等书籍 3 000 余册
。

回顾过去
,

1 9 9 7 年是黄河中游沙棘资源开发利用卓有成效的一年
.

展望未来
,

1 9 98 年将更加灿烂辉

煌
。

在全国深化改革形势的推动下
,

沙棘的经济价值将得到进一步的开发
,

沙棘资源建设将得到进一步

的重视
,

黄河中游的沙棘资源开发利用事业将在
“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
”
的宏伟工程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
,

发挥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