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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部大开发中榆林市生态环境建设问题
王　晓

(黄河水利委员会 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 陕西 绥德 718000)

摘　要: 分析了榆林市生态环境建设现状, 生态环境恶化原因, 生态环境建设对西部地区的影响等问题, 认

为榆林市生态环境建设在规划上必须树立长远观念、系统观念和资源观念, 走封山 (沙) 绿化和人工造林相

结合的道路。在林种配置上应以防护林为主, 适当发展经济林、薪炭林和风景林。在树种选择上应避免单一

树种造林, 大力提倡营造混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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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fundam en ta l condit ion s and reason s fo r environm en ta l deterio ra t ion in w estern Ch ina and the

effects of eco2environm en t con struct ion in Yu lin C ity are analysed. Eco2environm en t con struct ion m easu res

are suggested, including the m ak ing of a long2term , system at ic and resou rce2saving p lan, moun ta in pass

sealing, art if icia l affo resta t ion, p rio rit iza t ion of p ro tect ive fo rest ry and developm en t of econom ic, fuelw ood

and recreat ional fo rest ry and advocacy of p lan ta t ion diversif ic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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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概况

1. 1　生态环境现状

榆林市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区, 地处毛乌素沙漠和

黄土高原过渡地带, 面积 4. 36×104 km 2, 人口 3. 30

×106。以古长城为界, 北部属风沙区, 占全市面积

56% ; 南部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占全市面积

44%。基本特点为地下资源丰富, 是国家新辟大型能

源重化工基地; 经济欠发达, 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

土地荒漠化严重, 生态环境恶劣, 是全国水土保持和

防沙治沙的重点地区。

自 1949 年以来, 党和政府对于榆林市的建设包

括生态环境建设一直很关心, 特别是 1978 年以来, 启

动了“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已经完成的一、二期

(1978—1985 年, 1986—1990 年)建设工程, 累计造林

种草面积 1. 09×106 hm 2, 使该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

1949 年的 1. 80% 提高到 30%。这些地区还相继完成

了区域性的造林工程、封山育林工程和自然保护区建

设项目, 有力地推进了植被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在

这些工程的建设过程中, 各县 (区)涌现出了生态环境

建设的先进典型, 也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但是从

总体来看, 榆林市尤其是西北部沙区的生态环境恶化

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遏制, 榆林市仍然是我国生态环

境建设的重点地区。

1. 2　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榆林市自然条件特点为明显的大陆性干草原气

候, 风与流水交替作用的地貌, 地带性草原植被退化,

沙生植物占优势, 风沙土为主的土壤。风蚀和水蚀是

榆林生态环境恶化的 2 个主要成因。冬春风沙危害,

夏季暴雨成灾。北部以风蚀为主, 重在防沙治沙; 南部

以水蚀为主, 重在水土保持。由于风蚀水蚀作用的影

响, 耕地锐减、土层变薄、地力下降, 是榆林贫困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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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榆林经济发展的阻滞性因素表现如下: 从经

济结构看, 属单一农业区; 从生产条件看, 属于多灾低

产区; 从财政状况看, 属经济贫困区; 从地域交通看,

属偏辟闭塞区; 从资源利用情况看, 属有待开发区。

1. 3　 生态环境对西部地区的影响

榆林市的生态环境, 不仅是支撑该市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基础, 而且会对整个西部的经济建设产生巨大

的影响。榆林市是我国生态环境脆弱、经济欠发达而

且贫困县集中的地区, 该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好坏将

直接关系到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榆林市生态环境的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该地区的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差距, 而

且有利于对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支援

东部地区的经济建设, 从而形成东西部地区经济的优

势互补, 使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走上良性的发展之

路。相反, 如果不加大对榆林市生态环境建设的力度,

将使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继续恶化, 不堪重负, 经济形

势终将滑向崩溃的边沿。这样, 不仅影响该地区的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同时也会制约西部的经济发展。

因此, 要加速榆林市的发展, 首先应该以西部大开发

战略为契机, 加强对该市生态环境的建设。

2　关于科学合理的规划

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是榆林市生态环境建设的

首要任务, 因此在规划中必须树立以下 3 个观念。

2. 1　长远观念

建设山川秀美的新榆林, 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

事, 也是非常艰巨的, 需经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不懈

的努力。榆林市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历史久远及其生

态环境条件的脆弱, 决定了对其治理和重建的艰巨性

与长期性。但是,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只要我们迈出

坚实的步伐, 一定会实现这一宏伟的目标。

在生态环境建设中, 必须树立长远的观念, 不能

为了眼前短暂的利益而不顾长远的利益, 必须以可持

续发展的思想指导这一巨大工程的实施。

2. 2　系统观念

环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牵涉到地域、行业、部

门的利益分配, 因此, 必须树立系统观念和全局观念,

解决好各种矛盾。以水资源来说, 各河流上、中、下游

的分配会发生一定的矛盾, 农田用水和工业用水也会

产生冲突; 土地资源的布局与分配关系到农、林、牧的

发展空间, 不同行业之间会产生一定矛盾; 在资源的

利用上, 会出现保护—开发—利用的矛盾; 在时间序

列上, 也会存在近—中—长期的矛盾。解决好各种矛

盾, 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 是实现规划的可靠保证。

2. 3　资源观念

加强资源建设是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的基础。以

往存在的急功近利思想, 对于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乃

至破坏, 引起了许多负面效应。例如, 对于草场的过度

放牧, 过度采挖甘草、苦豆子等野生植物, 造成土地资

源和环境资源的破坏非常之大, 其经济损失也是这些

开掘收获远难以补偿的。不能为了局部的效益破坏资

源, 必须牢固地树立加强资源建设的观念。

3　关于封山 (沙)绿化和人工造林

封山育林是恢复和建设植被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纵观历史, 榆林植被的破

坏史实际上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制止人为破坏,

实行封山 (沙)育林 (草)是植被恢复的根本。在地广人

稀的榆林市, 植被的恢复与重建, 不能过分地强调人

的主观能动性, 过多地通过整地和种植的方法恢复植

被。实际上, 这些地区在大多数立地条件下, 只要能禁

止人为的破坏, 植被的恢复是完全可能的。人工干预

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应采取的措施。从整体上看, 榆

林市植被恢复的重点是封山育林。封山育林恢复起来

的天然植被, 物种繁多, 生态系统复杂, 有利于形成稳

定的群落, 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飞机播种造林种草是一项介于人工播种造林种

草和天然下种之间的植被恢复方法, 具有速度快、效

率高的特点, 适合于边远山区和大面积沙地作业。飞

机播种造林种草已在榆林市取得了成功经验并进行

了大面积的推广应用。例如毛乌素沙地上飞播的沙打

旺和草木樨, 有草面积达 83. 4% , 利用飞机播种是加

速植被恢复和重建的有效措施, 应进一步应用。

人工造林和利用自然力应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造

林方法上, 实现人工造林、飞机播种、天然恢复相结

合。这样, 可以做到因地制宜, 使每种方式在最适合自

己的部位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同时, 不断优化群体

结构, 包括林种的优化、树种的优化和组成的优化, 做

到商品林 (草) 和公益林 (草) 结合; 乔、灌、草结合。据

调查, 该市榆阳区红石桥 20 世纪 80 年代在荒地上封

育并人工补种优良牧草, 经 3 a 时间, 草场产草量比封

育初和未封育地分别提高了 2. 9 倍和 15. 7 倍。

4　关于林种配置与树种选择

整体而言, 榆林市加强植被建设, 发展林业应以

防护林为主, 但是也可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

需要营造一定数量的其它林种, 如经济林、薪炭林和

风景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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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干扰甚至破坏业主的正常经营管理活动。这些行

为不但给业主造成了巨大损失, 而且影响极坏, 严重

打击了业主的信心, 阻碍了民营水保事业的发展。

5. 5　政策落实难, 服务到位差

尽管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以鼓励和

吸引民营资本参与水保生态建设。但在调查中发现,

有相当一部分政策没有得到真正落实。而相关部门的

管理基本上是统计管理、形式管理、名义管理甚至多

头管理, 谁都管其实谁也不管。管理工作松懈, 资金扶

持不畅, 技术服务欠缺, 使业主基本上是单枪匹马, 且

顾虑重重, 常常处于困境。

6　对策及建议

6. 1　政策配套, 规范管理

政府不但要从小额信贷、低息贷款、手续、税收等

方面制定操作性强的优惠政策, 而且要从地价、期限、

经营、利用等方面制定规范性的管理文件, 狠抓各项

政策制度的配套健全, 大力宣传, 建立一整套确保落

实的运行机制, 在全县范围营造出一个安全、轻松的

经营环境, 从而引导民营水保走向健康、规范、快迅发

展的轨道。同时, 对民营水土保持实行归口管理, 水保

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切实负起管理之职, 指导之责,

对民营水保予以认真登记、分类建档, 制定原则, 规范

操作程序, 严格管理, 使其按规划进行治理, 彻底改变

目前民营治理的盲目、无序状态。

6. 2　确认产权, 保障权益

为切实保障民营水保业主的权益不受侵犯, 政府

要大力推行产权确认制度, 对民营水保业主治理开发

的每一块土地进行确权发证, 对土地的用途、经营期

限等进行严格规定, 对经营期限内的治理成果, 允许

继承、转让、抵押等, 对“红眼病”现象坚决制止, 通过

采取法律的、行政的、制度的等多种手段全方位保障

其权益, 让他们毫无后顾之忧放开手脚去经营发展。

同时对不按规划治理、不按期治理、擅自改变土地用

途、甚至造成新的水土流失的业主要依法收回其土地

使用权或经营权。

6. 3　大力扶持, 强化服务

对民营水保, 要突破认识上的障碍, 加大在资金、

技术、信息等领域的扶持力度。凡是在规划区内按照

国家标准治理, 经过验收的民营水保工程, 都可以理

直气壮地申请享受国家水保补助资金。政府加大相关

部门的协调力度, 通过项目配套的方式, 合力帮助民

营水保业主解决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生态公益性部

分的治理, 免费提供技术指导、技术咨询和市场信息

等, 切实为他们排忧解难, 以实际行动吸引更多的业

主投入到水保生态建设中来。

6. 4　抓大放小, 以大带小

选择规模大、效益好且示范辐射效应明显的项

目, 在资金与技术方面实行重点倾斜, 切实抓好一批

民营水保大户, 及时对他们获得的成功经验和丰硕回

报进行表彰和总结。组织其它治理户与群众现场参观

和学习, 取长补短。通过典型示范, 带动中小型治理户

共同发展, 激发全社会参与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

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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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营造其它林种时, 必须和该地区生态环境建设

的总目标联系起来。经济林结构稀疏, 水土保持的功

能比较弱, 需要通过水平整地减少坡面侵蚀, 通过林

下种植牧草或其它作物加强地表覆盖度。这样既能增

强水土保持效果, 同时可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适地适树”是森林培育和植被恢复的基本原则,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违背这一原则的事例很多。干旱和

水分胁迫是榆林市树 (草)种选择的限制因子, 在栽培

中首先应予以特别注意。简单地说, 不能在只适合灌

木草本的立地条件种植乔木树种, 要切实做到宜林则

林, 宜灌则灌, 宜草则草, 充分发挥草、灌在榆林市植

被建设中的作用。在植被演替上, 可以实行先恢复灌

丛草原植被, 再恢复森林植被的方式。只在局部水分

条件较好的立地类型才营造乔木树种。

在乡土树种和引进树种的关系上, 首先要充分挖

掘和利用乡土树种资源。目前, 在造林中树种单调是

比较突出的, 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乡土树种尤其是灌木

树种的开发利用和研究不够。在利用引进树种时, 必

须采取慎重的态度, 应经过长期和科学的鉴定方可在

生产中应用。

在树种的搭配上, 尽量避免单一树种造林, 大力

提倡营造混交林。在混交林的营建上, 可以是人工和

天然相结合的, 乔木树种和灌木树种相结合的, 最好

能有草本覆盖地面, 形成立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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