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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

严力蛟 1 , 陈国林 2

( 1.浙江大学 农业生态研究所 , 浙江 杭州 310029; 2.浙江大学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 浙江 杭州 310029)

　　　　摘　要: 分析了西部地区当前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认为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和艰巨的

长期战略任务 ,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必须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在西部大开发中 ,应把生态环境保护

和建设放在首要的位置 ;要提高认识 ,明确目标 ,科学规划 ,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 ;要大力推行中国生态农

业 ,实行节水农业技术 ;要大抓植树造林 ,防止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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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erv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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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 sed o n the introduction of basic conditio ns in w est China, the major ecological envi ronmental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w est China regions are a naly zed a n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 estions of the co n-

serv atio n a nd construction of eco logical env iro nment in dev elo ping w est China are put forw ard. The dev elo p-

m ent of w est China is a w onderful system project as well as an arduous and lo ng-term task, w hich might re-

quire the ef fo rts o f sev eral genera tions. In the dev elopment o f w est China , the conserva tion of ecological en-

viro nm ent should be giv en the fi rst priority. W e must improve o ur know ledg e and ta ke adv antage of high

technologies to energ etically carry o ut Chinese eco-ag ricul ture, w ater-saving ag ricultura l practices, afforesta-

tion and soil ero sion control pro jects.

Keywords: development of west China; existing problems;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

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广西和内蒙古西部等 12

个省、市、自治区。其区域面积为 6. 19× 10
6

km
2
,占全

国国土面积的 64. 48%。人口为 3. 39× 108 ,占全国总

人口的 27. 2% [ 1— 5] ,其中少数民族有 8. 00× 107人 ,

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76%以上 ,约有 20多个少

数民族跨境而居。西部地区与 14个国家毗邻 ,边境线

长达 1. 0× 104
km多 ,战略地位十分突出。 该区从南

到北跨越亚热带、暖温带和温带 ,地质构造复杂多变 ,

地势起伏高差悬殊 ,区域分异明显。 区域内有黄土高

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四川盆地和塔

里木盆地等不同的地理单元。在全球的陆地生态系统

中 ,除典型的赤道雨林和极地冰盖系统外 ,受纬度带

谱和垂直带谱影响 ,本区几乎涵盖了所有生态系统 ,

构成了类型齐全、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

该地区的共同特征是:生态条件十分脆弱 ,而且

还在继续恶化 ,经济发展比东部沿海地区明显滞后。

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 3. 60× 106 km2 ,其中约有

80%发生在西部。每年新增的荒漠化土地也大都分布

在西部地区。 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 ,严重制约了西部

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西部地区当前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1. 1　降水稀少 ,气候干旱 ,自然条件恶劣

中国西部地区 ,地处欧亚大陆腹地 ,海洋暖湿气

流很难到达 ,致使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 ,全年降水量

多数在 500 m m以下 ,有一半地区小于 200 mm ,属干

旱半干旱地区 ,其中黄土高原年降水量在 500～ 300

mm之间 ,柴达木盆地在 200 mm以下 ,河西走廊少于

100 m m,敦煌只有 29. 5 mm ,吐鲁番不足 20 m m,诺

羌 10. 9 mm ,几乎终年无雨 [4— 6 ]。不仅如此 ,近年来仅

有的少量水域有一部分已受到工业“三废”、农药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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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垃圾与污水的严重污染 ,更使西部的缺水问题

更加严重 ,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影响了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 ,导致生态环境越来越脆弱。

1. 2　森林面积不断减少 ,生物多样性遭受威胁

西部地区分布着我国乃至世界上著名的山脉 ,如

秦岭、巴山、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天山和阿尔泰

山等。长期以来 ,这些大山丰富的森林资源 ,作为大自

然赐予人类的恩惠 ,哺育着当地的人民。但随着人口

的快速增长和人类活动的加剧 ,这些森林资源已经不

同程度地遭受破坏。令人担忧的是 ,这种恶化趋势还

在加剧。

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 ,西部地区生物的生存条

件日趋恶化 ,致使众多生物面临灭绝的危险 ,生物多

样性受到严重威胁。据报道 ,近年来在新疆受到威胁

的野生动物种类占全部动物种类的 22. 3% ,部分动

物已经灭绝 ;青海境内受威胁的物种约占总数的

15%～ 20% ,高于世界 10%～ 15%的平均值。究其原

因主要有 3个: 一是人口增长过快 ; 二是盲目采伐森

林。三是原始的农耕和捕猎习俗。

1. 3　水土流失日趋严重

新疆、青海、宁夏、甘肃、西藏的森林覆盖率分别

只有 0. 79% , 0. 35% , 1. 54% , 4. 33% , 5. 8% ;全国

15°～ 25°的坡耕地为 1. 27× 107
hm

2 ,其中西部地区

就占了 70%以上 [8, 9 ]。 森林面积的减少 ,是导致水土

流失的直接原因。在整个西部地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

是陕、甘、宁、青 4省区。

西部地区发生的水土流失 ,不仅破坏着当地的生

产和生活环境 ,而且直接威胁着黄河下游乃至长江下

游等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 4　沙漠戈壁面积大 ,土壤肥力低下

西部地区分布着全国最大的沙漠和戈壁。沙漠中

包括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

沙漠 ,腾格里沙漠以及毛乌素沙漠等 ,总面积为 4. 92

× 105
km

2 ,占全国沙漠总面积 7. 13× 105
km

2 的

69%。在中国西部分布的戈壁面积为 4. 18× 105 km2 ,

占全国戈壁总面积 5. 70× 10
5

km
2
的 73. 3%。

在沙漠戈壁中除小面积绿洲之外 ,大部分为干燥

的沙砾所覆盖 ,夏日炎热 ,冬天酷寒 ,风大水缺 ,飞沙

走石 ,对一切有生命的物质均表现出死亡的威胁。

除沙漠和戈壁外 ,其它大部分土地由于长期以来

植被的掠夺性破坏 ,存在着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

低下、作物产量甚低、土地综合生产能力不断下降等

问题 ,严重地影响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1. 5　沙漠化、沙化、草地退化、盐渍化面积逐年增加

以新疆为例 ,全区沙漠化面积达 9. 61× 104
km

2 ,

沙化面积 2. 26× 10
4

km
2
,并且由于胡杨林等天然植

被的大面积衰败和死亡 ,特别由于绿洲周边天然植被

的人为破坏和衰亡 ,使绿洲失去屏障 ,直接遭受沙漠

的侵袭 ,沙漠化面积以每年 400 km
2
的速度扩展。

青海省沙漠化面积已达 1. 25× 105
km

2 ,当前沙

化面积每年仍以 1 300 km
2的速度在扩大 ,其它一些

省区如甘肃、宁夏和陕西都存在着沙漠化问题。

西部的草地退化面积继续在增加 ,新疆全境草地

退化和沙化面积已达 1. 23× 105
km

2 ,占草地面积的

37. 2% ,现在每年仍以 2 900 km2的速度在退化 ;在青

海 ,退化草场面积已达 1. 17× 10
5

km
2
,占草地总面积

的 32. 3% ,沙化草地 1. 93× 104
km

2 ,草原植被消亡、

土地裸露的“黑土滩”面积已达 3. 33× 104
km

2。

草地退化、沙化使其产草量和载畜量严重下降。

青海省草地单位面积产草量与 20世纪 50年代相比 ,

按不同地域下降了 30% ～ 80% ;新疆的草地由于大

面积退化和沙化 ,平均 1. 49 hm2载畜量仅为 1只。

全新疆土壤盐渍化面积约为 1. 45× 10
4

km
2
,占

耕地面积的 45% ;宁夏回族自治区耕地中盐渍化面

积 8. 67× 104
hm

2 ,占灌区耕地面积的 26. 6% ,新灌

区也存在着潜在的盐渍化威胁 ;在陕西、甘肃和青海

省也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盐渍化问题。

2　西部大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2. 1　提高认识 ,明确目标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 “改善生态环境 ,是西部地区

的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如果

不从现在做起 ,努力使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

在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会落空 ,而且我

们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也将受到严重威胁。”

朱镕基总理指出: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是西部大

开发的根本点和切入点”。两位领导人的讲话 ,充分显

示了党和政府对西部大开发的重视 ,同时也反映了生

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 ,西部地区同全国各地一样将发展

的重点更明确地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轨道上 ,

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西部的生态环境问

题更为突出 ,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制约着西部地区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 ,而且从根本上来说也影响了全国尤

其是长江和黄河下游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

此 ,在新的世纪里 ,我们应该吸取教训 ,转变在开发过

程当中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的观念 ,确立区域可持续发

展目标。 在经济建设的同时 ,要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

保护 ,追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

一。 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推行的是经济第一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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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论地区条件如何都以经济建设为核心 ,以资源

开发为重点 ,结果使有些生态环境极度脆弱不宜发展

经济的地区搞经济建设 ,加速了生态恶化 ,如在黄土

高原陡坡地开荒种粮 ,加剧了水土流失 ; ( 2)各地追

求与全国一样的经济增长目标 ,如经济都要“翻几

番” ,使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单一追求经济指标

而忽视了脱贫致富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根本目标。因

此 ,新世纪西部大开发必须根据西部各地区情和比较

优势及突出问题 ,因地制宜地确定不同地区以经济发

展或生态建设为核心等的多种目标 ,绝不能各地雷

同 ,搞“一刀切”。

2. 2　治理水土流失 ,防治荒漠化

水土流失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荒漠化等生态问题 ,

是影响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各级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 ,应发动一切力量 ,群策群

力 ,通力协作 ,采取多管齐下、分工负责等方法 ,以抑

制日趋恶化的环境条件 ,治理水土流失 ,防治荒漠化。

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 ,确定治理的重点 ,分别采取相

应的对策措施。在沙漠边缘地区 ,其治理重点是防治

沙漠化 ,所以要以植树种草为中心 ,因地制宜地兴修

各种水利设施 ,大力推广旱作节水技术 ,采用引水拉

沙造田、人工垫土、绿肥改土等方法 ,积极发展沙产

业 ,达到固沙、防沙、发展区域经济之目的。 在黄土丘

陵沟壑区 ,其治理重点是防治水土流失 ,可采用在坡

上以生物措施为主 ,实行工程造林 ,在沟底建立坝系 ,

层层设防等方法。 在黄土高原沟壑区 ,由于长年累月

的水蚀与风蚀 ,土地已相当贫瘠 ,荒漠化已十分明显 ,

在这些地区可依据地貌形态 ,塬、坡、沟统一规划 ,建

立塬面、塬坡、沟坡、沟床 4道防线 ,固沟保塬 ,以从根

本上来治理水土流失 ,防治荒漠化的进一步发展。同

时 ,在政策上 ,要将治理水土流失的成效 ,纳入当地干

部年终业绩的考核范围 ,对治理水土流失不力的领导

干部 ,可采用批评、警告、记过和撤职等惩戒措施 ,对

于治理水土流失成绩卓著者 ,则要大力表彰。

2. 3　大抓植树造林种草及农田防护林建设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 ,国家林业局把

西部地区生态公益林建设列为林业建设的重中之重 ,

并要求各地认真落实 ,因地制宜地抓好这一工作。具

体包括:在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实施生态林建

设工程。在西北北部、华北北部和东北西部风沙干旱

地区实施防沙治沙工程。以金沙江下游、毕节、陇南及

陕南为主 ,实施天然林保护及缓坡耕地改造 ,陡坡耕

地退耕还林还草 ;人工林在调整现有林种结构的基础

上 ,营造以经济林果和薪炭林为主的水土保持林 ,积

极发展多种经营。嘉陵江中下游及云贵南部石灰岩山

区 ,应把保土及施用绿肥作为重点 ,在培肥地力的基

础上 ,开展集约化经营 ,发展庭院经济和林、牧、农、副

综合生产。三峡库区造林与封禁并举 ,退耕与坡改梯

相结合 ,减少入库泥沙 ,维护库坝安全。在黄河长江源

头 ,包括昆仑山、布尔汗布达山与黄河的龙羊峡库区 ,

唐古拉山与四川的金沙江起始段 ,甘肃的玛曲、碌曲

与四川若尔盖湿地等地区 ,应实施退田还草还林 ,围

栏、舍养、轮牧等措施 ,恢复草场生产力 ,减轻人为活

动的各种破坏 ,保护比较好的生态环境。 另外 ,在城

区、道路、田野、河岸等特殊用地地段 ,要大力营建防

护林及农田林带 ,形成规模化防护体系。同时 ,国家林

业局还与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下达了退耕还林、还

草的试点方案 ,出台了《退耕还林 (草 )科技保障的实

施方案》、《种苗实施方案》等一系列配套文件。一场以

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 (草 )、防治荒漠化为主要内容

的西北生态环境建设全面启动 ,这必将对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实施以及西北乃至全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

大而深远的影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在干旱比较严

重的地区 ,应以发展草原植被为重点 ,将草原建设和

发展畜牧业作为这些地区开发的基础和优化农业产

业结构的重点 [10, 11 ]。

2. 4　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推广生态农业技术

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推广生态农业技术 ,是

我国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 ,要以点带面抓好 6项示范工程
[3 ]
。 ( 1)节水农业

技术示范。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处于短缺状态 ,西部地

区总缺水 5. 88× 109
m

3 ,缺水率达到 8. 7%。 只有采

取有效的节水措施与提高水资源的区域调配能力 ,才

能够保证西部地区大开发对水资源的要求。而目前开

发利用中存在着用水方式不合理、用水效率低的问

题。节水农业技术的引进与示范对进一步促进西部农

业持续高效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节水技术

的广泛应用 ,可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水资源 ,扩大灌

溉面积。 该工作的示范工程主要放在新疆、甘肃绿洲

地区和宁夏引黄灌区。 ( 2)高效旱作农业技术示范与

推广。西部地区制约农业生产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

缺水干旱 ,尤以黄土高原区为重。 国家通过多年来的

旱农技术攻关 ,形成了许多卓有成效的高效旱作技术

成果。组装应用现有技术成果及开发推广高效旱作技

术 ,对促进西部农业发展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该工

程重点可放在渭北、陕北、陇东及宁南地区。 ( 3)生态

重建技术及实体模式示范。 西北以林草建设为中心 ,

西南以发展林业为中心。具体技术内容涉及林草配

置、植被封育、集流栽种技术及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

等。 该项示范工程重点布局在黄土高原、川滇高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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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桂高原。 ( 4)草原畜牧业高效管理示范。西部草原

畜牧业主要集中在青藏区 ,其草地面积占全国可利用

草地的 34% 。以草定畜、草场建设、划区轮放、改良畜

种是草原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方面。该项示范工程主要

布局在甘南、青海环湖及四川阿坝地区。 ( 5)山地立

体农业技术示范。 西南农区以山地为主 ,农业生产布

局有着明显的垂直差异性 ,在该区发展立体农业前景

广阔。 该项示范工程主要布局在秦巴山区及川滇高

原。( 6)中、低产田改造示范。西部多数农田单位面积

产量偏低 ,增产潜力仍然很大。 通过中、低产田改造 ,

力争粮食产量有一个大的提高。该工程布局在四川盆

地、河西走廊地区及西藏一江两河地区。

2. 5　科学规划 ,分步实施

西部地区地域辽阔 ,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它的开

发不仅关乎当地利益而且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命运。然

而 ,由于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长期遭受破坏 ,抗逆能

力十分脆弱 ,尤其是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征服

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的今天 ,人类活动稍有不慎 ,

便会引发灾难性后果。上述的土壤盐渍化在很大程度

上便是由于不良灌溉所引起的 ;沙漠化、荒漠化也与

不当农耕方式有关 ;筑路开矿都可能过度破坏植被而

危害生态安全 ;不科学的城市化过程 ,不仅会浪费大

量良田和水土资源 ,而且有可能成为一座座危害环境

的污染源 ,成为被垃圾包围的城堡 ,最终也可能造成

建设成果被摧残甚至毁灭。

在西部地区所从事的一切人类活动 ,包括搞开发

搞建设都必须生态意识当头 ,做到经济建设与生态环

境改善协调行动 ,必须把工程设计与生态环境的保护

和修复设计同等对待、同时进行 ,甚至要后者先行 ;在

重大项目建设以前 ,必须先就项目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进行论证 ,在生态环境不合格的情况下不得开工 ;在

西部搞建设搞开发不能简单套用东南沿海和外国的

经验和方式 ,更不能把过时的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的

工厂设备和工艺转嫁于西部 ,还要坚决堵塞污染企业

的来路。目前 ,西部大开发多方重视 ,声势浩大 ,在这

种形势下 ,越要“热烈而镇定的情绪 ,紧张而有序的工

作” ,切不可因为短期利益的诱使 ,埋下长期的隐患。

一定要做到开发与生态环境改善和重建相协调 ,绝不

能走开发加速破坏的失败之路。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 ,要避免新的重复建

设 ,坚持经济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 ,以提高

整个西部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西部大开发是一项

长期发展战略任务 ,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必须有

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必须处理好中长期规划与当

前发展的关系 ,要在西部开发的同时 ,解决好眼前的

突出问题 ;西部开发既要统筹规划 ,也要允许有条件

的地区率先行动 ,要勇于创新 ,以创造经验 ,形成示范

效应 ;西部开发过程中要注意吸收东部地区的先进经

验 ;西部开发涉及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 ,

因此要注重科学研究。

2. 6　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

一般地说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要经过 3

个基本阶段 ,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技术驱

动阶段 ,其中技术驱动阶段被认为是关键阶段。 生态

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不例外。 从现实意义上说 ,西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

设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和艰巨。 ( 1)西部地区的天然林

资源保护面临新的课题。目前该地区尚存的天然林大

多是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的过伐林、天然次生林甚至是

疏林或荒山秃岭 ,迫切需要提供新的退化天然林保

护、恢复与重建等技术 ; ( 2)西部地区气候恶劣 ,地

形复杂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存在着造林成活率、保存

率低 ,林水矛盾突出 ,水土流失加剧 ,荒漠化难以遏制

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 ( 3)西部地区大部

分省区经济发展较慢 ,基础设施落后 ,劳动者的素质

相对较低 ,客观上给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增添了较

大的难度。因此 ,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实现西部

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改变过去粗放经营和外延

扩大的发展模式 ,实现工程建设从主要依靠投资规模

扩大和高资源消耗的外延式增长向主要依靠科技进

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内涵式轨道转变。这是历史经

验的深刻总结 ,更是该地区现在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

迫切需求。

为了确保科技支撑作用的发挥 ,必须有新的思

路 ,并在体制、机制、投入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8 ]。

( 1)要整合资源 ,加强协作 ,动员东部发达地区的科

技力量参与西部生态环境建设。 从整体上看 ,我国西

部地区一方面科技力量比较薄弱 ,另一方面现有的一

些科技人员也不能很好的利用。 因此 ,不但要在全国

范围内动员和集中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密切相关的

科技力量 ,更要充分调动当地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

来共同参与西部大开发。同时还要努力克服以往科技

部门单独作战的状况 ,加强科研、教学、规划设计单位

以及农业、水利、中国科学院等相关部门的协作 ,全力

推进西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 2)要应用高新技

术手段 ,加强科研攻关 ,为工程建设提供技术支撑。高

新技术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十

分广泛的应用前景。要改变过去不重视高新技术的状

况 ,加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应

用 ,加快培育高抗逆性品种 ,促进“ 3S” (遥感、地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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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 )技术的应用。 同时 ,要积极引

进和学习国外有关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用新的手段和

方式支撑工程建设。 ( 3)大力推广现有先进、成熟和

适用科技成果 ,重点加强现有成果的组装和配套。通

过认真筛选现有先进、成熟和适用科技成果 ,编制切

实可行的工程推广计划 ,建设具有较强辐射和带动作

用的科技示范区、示范点 ,来提高成果推广的显示度

和效益。 ( 4)完善工程建设技术标准 ,加强动态监测 ,

确保工程建设的高标准、高水平。要尽快建立先进、有

效、完善的工程技术标准体系 ,严格按标准施工、按标

准验收和按标准管理 ,稳步提高工程保护和建设的采

标率和质量。 针对西部地区气候恶劣、地形复杂等状

况 ,加快构建适合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可持续

发展评价体系、监测网络和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 ,做

到统一布点 ,集中管理 ,持续监测 ,为工程建设和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 ( 5)在体制、机制、投入等方面要有所

突破和创新。体制方面 ,应结合科技体制改革 ,建立有

利于科技成果快速顺畅转化的渠道和体系 ,培植具有

较高水平的区域性科技机构 ,完善自上而下的工程科

研推广机构。 当前 ,可优先考虑在每个工程建设区内

设立一个“工程专家组” ,下设中心课题组 ,作为若干

个不可或缺的支撑体系之一 ,直接参与工程建设的全

过程。机制方面 ,要解决好东西部合作机制问题 ,对于

参与西部大开发的东部科技人员要按照“户口不迁 ,

身份保留 ,来去自由”的原则 ,尽量营造一个宽松的工

作环境 ;要解决好科技与生产建设结合不紧密的问

题 ,科研课题的提出和推广项目的确定一定要从工程

建设实际出发 ,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并与工程建设单

位签订严格的协定 ;要改革现行的成果鉴定方式 ,并

切实解决好科技人员从事科技活动后的收益问题、职

称问题 ,以法制的形式予以规范和调控。投入方面 ,应

在政府拨款的同时 ,多渠道、多形式 ,广泛吸纳社会资

金。同时 ,以优惠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

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中的科技工作 ,并确保其具有较

高的资金回报率。

3　结　语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和艰巨

的长期战略任务 ,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必须有打

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在西部大开发中应把生态环境保

护放在首位。要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实施西部

大开发的根本点和切入点。要大力推行中国生态农

业 ,实行节水农业技术。 在长江上游和黄河上中游等

不适于种植农作物的地区 ,要开展退耕还林 (草 )工程

建设 ,防治水土流失。要吸取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的经验教训 ,避免“高增长、高消耗 (资源 )” ,“大开发、

大破坏 (生态 )” ,“先污染、后治理” ,主张“源头治理” ,

“产前、产中治理” [12 ]。 切忌盲目上项目 ,尤其是用水

量大、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 ,必须严格控制 ,防止在大

开发中对环境造成新的破坏。要改变“越垦越穷 ,越穷

越垦”的恶性循环模式 ,用高新技术来改变西部地区

落后、贫穷、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 ,再造一个山川秀

美、人民富庶、社会繁荣的新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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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4.

刊
误

本刊 2001年第 5期第 46— 47页所排 5个方程式中的 x12 , x22 , x32应改为 x1
2 , x2

2 , x3
2。

特此更正 ,并向该文作者和广大读者朋友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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