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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专家杨文治先生论

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还草若干关系问题

　　　退耕还林还草是一项艰巨的生态工程 ,其首要目标就是要改善和恢复退化生态

系统 ,实现良性循环 ,为西部大开发提供必需的生态支撑和生态保障 ,以免重蹈一些发

达国家“先发展 ,后治污”的覆辙 ,最终达到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民经济可持续
发展这一“三赢”目标。
1　水土保持与退耕还林还草关系
水土保持已被国家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颁布实

施 ,使水土保持走上了依法治理水土流失的轨道 ,从而大大促进了水土保持事业的发

展。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在积极为治黄服务的同时 ,已经成为区域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

的支持工程 ,成为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退耕还林还草是水土保持三
大措施中生物措施的主导内容 ,也是长期以来实施水土保持过程中推行的有效措施。自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退耕还林还草的决策和相关政策措施提出之后 ,为水土保持三大措

施之一的林草 (生物 )措施赋予了更加广泛的科学内涵 ,确定了退耕还林 (草 )要坚持生

态效益优先的原则。显然 ,这就把以往实施林草措施着眼于水土保持效益这一单一功能 ,扩展为包括水土保持在内的整个生态系

统的环境功能上来。这就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随着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全面启动 ,水土保

持也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 黄土高原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一个核心地区 ,水土流失是该区主要的自然灾害 ,因此 ,水土保持应是该

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主要技术支撑。既然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水土保持体系的主导组成部分 ,因此 ,在其实施过程中使

水土保持及其监督部门与林业主管部门有效地协调 ,各职其责 ,对真正实现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生态优先及其环境功能的综合效

益必将产生积极的技术指导作用和有效的监督作用。
2　粮食补助与退耕还林 (草 )

“退耕还林 (草 ) ,绿化荒山 ,以粮代赈、个体承包”政策的提出 ,是党和政府审时度势 ,为促进西部大开发的顺利实施 ,以粮换

林草 ,加快生态建设步伐采取的重大措施 ,这对黄土高原的生态建设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以粮代赈 ”是国家根据西部
地区广大农村尚未彻底摆脱贫困的现状提出来的 ,也是根据我国“当前粮食等产品相对充裕的有利时机”提出来的。 所以在某种
意义上来说 ,“退耕还林 (草 ) ,绿化荒山 ,以粮代赈 ,个体承包”是激发西部广大农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 ,向恶化的生态环境宣战、
向贫困宣战的一道檄文 ,但是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支持实

施的代号“ 2605”的造林种草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粮援项目结束之后 ,群众缺粮引起开荒 ,毁林毁草造成的。 这就提醒我们 ,

在西部大开发中 ,以粮换林草 ,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 ,必须认真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能使产量稳步提高 ,以保

证在粮食补助 ,退耕还林还草有关政策终止之后 ,不会因粮食短缺而出现反弹 ,实现生态建设和粮食安全的可持续发展。
3　种草与发展畜牧业
黄土高原的草业和畜牧业发展一直受到各方关注。孙中山先生说过:要把中国的西北建设成中国的阿根廷。因为阿根廷是世

界著名的草业和畜牧业发达的国家。那么 ,中国的西北地区如何变成中国的阿根廷呢? 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先生认为 ,就是要

以黄土高原为核心发展草地畜牧业。但是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 ,草业和畜牧业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由于我国农业产业化水
平低 ,黄土高原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仅占 20% ～ 30% ,而一些发达国家的畜牧业产值可占到 60% ～ 70% ,所以 ,在某种意

义上 ,畜牧业产值的高低可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农业发达程度的标志。两年前 ,朱总理在陕北视察工作时 ,就生态建设问题 ,提出了

“退耕还林 (草 )、绿化荒山、以粮代赈 ,个体承包”政策措施 ,其中草是与林放在同等位置的 ,而如今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退
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中 ,说明退耕还林包括还草 ;而且种草的粮食补助只有 2年。 我们认为这对草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会
有不利影响。农民受经济利益趋动就会只重视造林而不愿种草。没有草地作为基础 ,要求要彻底改变牲畜饲养方式 ,实行舍饲圈

养又谈何容易? 为此 ,我们认为 ,应把还林还草同等重视起来 ,并要给予种草以特殊的关注。在粮食补助上 ,要与造林的粮食补助

一样 ,种草补助亦按 8年计算。因为 ,发展草业要与发展畜牧业联系起来 ,牲畜品种改良、疫病防治等支持经费亦应与种草统一考
虑 ,给予补助 ,这样农民种草的积极性才得以发挥出来。为了使草业和畜牧业真正发展起来 ,还必须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 1) 必

须彻底摒弃传统、落后、粗放的放牧制度实行科学轮牧与高效设施畜牧业相结合的牧业制度 ,树立生态商品性高效设施畜牧业新

概念。 ( 2) 要加强天然草地、人工草地和饲料作物地相结合的牧草基地建设。 ( 3) 发展庭院生态畜牧业 ,实行科学饲养管理。
( 4) 重视畜牧业的结构调整和多元化发展 ,加强引进优良的、饲料有效利用率高、附加值高的畜禽品种 ,发展优质高效特种畜牧

业。 ( 5)要彻底扭转单纯的小农业观念 ,把黄土高原畜牧业的发展作为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4　退耕还林与自然封育
黄土高原土地类型复杂多样 ,其利用适宜性各异 ;尤其是不同土地类型的土壤水分条件差异很大 ,对那些不宜造林种草的地

形部位 ,可采取自然封育的方式恢复植被。 自然封育是对荒山荒坡通过一定时间的封禁 ,排除人为干扰 ,使植被在现有气候条件

下发生演变 ,并得以自然恢复的方法。 为了加快黄土高原生态建设的进程 ,有必要在退耕还林还草的同时 ,在实施科学规划的基

础上 ,对自然封育也给予适当安排 ,加以实施 ;真正做到“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封 (禁 )则封” ,从而使林草植被得以迅速恢

复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