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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BA_E4_B8_80_E6_c26_463600.htm 现象： （一）我国

有70多万平方公里沙漠，57万平方公里戈壁荒漠，还有高原

荒漠15万平方公里，基本都在西部地区。而且沙漠每年还在

以34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不断扩大，成为我国的心腹之患

和灾害的根源。改造这些沙漠始终是人类世世代代的梦想。

但由于财政投入不足，水资源限制等因素，绿化治沙进展不

大：局部好转，全局恶化，沙尘暴还是屡屡袭来。 （二）天

然荒漠林遭严重破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塔克拉玛干

沙漠东南缘的新疆且末县，共造林18万亩，为全县农业生产

提供了有利的生态保障。然而，受自然与传统习惯的双重影

响，当地农牧民仍然维持着砍柴樵薪的原始生活方式，使天

然荒漠林遭到严重破坏。而天然荒漠林生态系统属于世界上

最脆弱的森林生态系统，它的自我演替、形成需要上千年的

时间，人为破坏只需要几年时间。 面对风沙危害日益严重的

情况，目前策勒县已围栏封育天然荒漠林48万亩。记者在现

场看到，天然红柳、野芦苇已长到1米多高。担护林员每

月150元工资却没有解决的来源。 人工造林投入高，封沙育林

效益好。 调查中，记者发现在西北风沙区人工造林成本高得

惊人。然而，人工造林有国家资金支持，而天然荒漠林封育

下达任务小，资金还往往难以到位。 墨玉县的波斯坦库勒生

态治理区在茫茫戈壁滩上，当地群众在国家资金扶持下造

林1.2万亩。县林业局局长张震年算账说，这里一亩地仅树苗

费就高达200多元，加上整地、挖坑、打井和水利渠系配套，



一亩地的造林要花600~800元。张震年坦言：“戈壁滩上的林

子难养活”。 在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策勒、且末、若

羌等县了解到，在当地自然环境恶劣，以及生态用水与农业

生产生活用水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建设人工防护林不得不采

取滴灌技术，而滴灌造林不但投入成本高，后期管护更需要

长期投入，有的地方虽然造成了林子却无力管护，进而背上

巨额“包袱”。 分析： （一）原因：和谐大业，生态为本。

全面推进防沙治沙事业，不仅是提高沙区人民生活质量、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也是增进民族团结、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不仅是维护和拓展中华民族生

存与发展空间、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是切实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

迫切需要。我们必须从保护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从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

充分认识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对国家、对民

族、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把防沙治沙真正摆上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位置，真正摆上沙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

要位置，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坚持不懈地将防

沙治沙事业向前推进。 新时期的防沙治沙工作，必须全面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预防为主、科学治理、合理利用的

方针，遵循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实行综合防治、科

学防治和依法防治。要牢固树立长期奋斗的思想，广泛动员

全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和巩固以林草植被为主体的沙区生态

安全体系，尽快使已治理地区的建设成果得到巩固，尽快使

仍在扩展地区的土地沙化趋势得到遏制，尽快使广大沙区的

生态状况明显改善，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二）对策： 第一，应防止盲目开

垦。滥垦是我国土地沙化的主要原因。自50年代以来，我国

出现了4次大开荒，仅草原开荒就达2.08亿亩，其中1亿亩已撂

荒成为沙地。1994年至1999年，全国在固定沙地及草地上开

垦的耕地达1.7万平方公里，其中变成流动和半固定沙地的面

积约占50%。 第二，应以草定畜。目前，我国大部分草场放

牧大大超过其承载能力。全国草场理论载畜量为4.5亿羊单位

，截至1997年底，全国存栏大牲畜已达1.4亿头，羊2.6亿只，

折合8.6亿羊单位，超载近一倍。 第三，应控制樵采。滥砍滥

伐和过度樵采一直是沙区植被的大敌，它不仅直接减少林草

覆盖面积，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和谐的森林、草原环境。

从1994年到1999年，青海省共和县沙珠玉乡因樵采破坏沙生

植被达600公顷，新疆和田地区近5年因樵采共破坏以胡杨林

、灰杨为主的天然荒漠林3800公顷。 第四，应严禁乱采滥挖

。自1994年至1999年，内蒙古全区因搂发菜破坏草原面积

达1.95亿亩，其中6000多万亩已经沙化。陕西省榆林地区仅煤

田开发一项，就使26万亩植被被毁，30万亩土地沙化。近两

年，国家颁布法律和规章，通过执法，搂发菜已经在一定程

度上得到控制，但滥挖中草药和无序采矿破坏植被的现象依

然十分突出。 第五，应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由于不合理利

用水资源造成土地沙化的现象十分普遍。新疆塔里木河流域

由于50年代以来上游不断超量用水，造成下游270公里河道断

流，530万亩胡杨林枯死，100万亩草场退化，25万亩农田被

迫弃耕。 论说文 沙漠治理新思路 我国有70多万平方公里沙漠

，57万平方公里戈壁荒漠，还有高原荒漠15万平方公里，基

本都在西部地区。而且沙漠每年还在以3400多平方公里的速



度在不断扩大，成为我国的心腹之患和灾害的根源。改造这

些沙漠始终是人类世世代代的梦想。但由于财政投入不足，

水资源限制等因素，绿化治沙进展不大：局部好转，全局恶

化，沙尘暴还是屡屡袭来。 最近在强国论坛看了“小小公民

”的《治沙良策--把沙漠覆盖起来》后，觉得“把沙漠覆盖

起来”确是治沙的一条新思路。但若按其文章说的“用太阳

能电池板逐步将沙漠覆盖起来”，虽然有文章中说的那些好

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成本过高，同时所发电力也缺乏

市场---一方面现在的太阳能电力成本与火电，水电相比仍过

高，另外这些沙漠地处西部，电力需求大户东南沿海城市相

隔太远，输电成本过高，而北部又有火电优势。 对此笔者觉

得或许可用廉价的塑料编织布，塑料薄膜来覆盖治沙---即将

其铺盖在沙地上并用沙袋压住，使沙尘无法被风吹走。因为

一方面与“用太阳能电池板逐步将沙漠覆盖起来”可大大降

低成本，提高经济可行性。而另一方面与植树种草等绿化治

沙方法比起来，覆盖治沙的好处是，不受水资源的限制，同

时不受种苗，种植时间等等限制，可以日夜，四季不断地大

规模的施工（因为塑料编织布，塑料薄膜等比起种苗来更能

工业化地大量生产以满足大规模的施工的需求）。同时见效

更快，因为植树种草是需要生长时间的，况且又难以保证都

能成活。实际上我国以前建设的三北防护林，也已因缺水而

面临毁灭的危险了。 虽然覆盖治沙不能产出给这项工程以直

接回报，但考虑此项工程更能够促进就业（因其是劳动密集

型工程），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减少风沙侵袭，沙漠扩大等

造成的损害及能间接增加产出；另外也为逐步绿化，开发西

部创造了有利条件等等---即有水或需要时可揭开覆盖重新绿



化，或供工农业开发用地之用。应是属于社会效益好的公共

工程，值得政府考虑的。 当然用廉价的塑料编织布，塑料薄

膜来覆盖治沙的可行性程度也是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比如

廉价的塑料编织布，塑料薄膜能抗“风吹日晒”多久，也即

维护成本多高，与用价高的抗“风吹日晒”能力好的覆盖物

相比两者那个方案更好。以及能不能找到既廉价又抗“风吹

日晒”的覆盖物？！同时也需详细比较覆盖治沙与植树种草

等绿化治沙方法在短，长期成本和短，长期及直接，间接效

益上究竟何者更佳：如果覆盖治沙的综合成本太高，则也就

可能难以执行了，或者只能重点用于确实难以绿化治沙的地

方：即缺水的流动沙丘，容易诱发沙尘暴的古湖泊，盐咸地

等等。若只略高出绿化治沙，则考虑到上述好处，就可以实

行覆盖治沙工程了。假如覆盖治沙综合成本少于绿化治沙，

那就自然更具可行性了。 但是实际上，考虑到由于受水资源

的限制，根本难以在沙漠通过大规模的绿化来永久性地治理

好沙漠。因此即使覆盖治沙成本较高，也可能将成为未来根

治沙漠危害唯一可行的方案而不得不实行的。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