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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广告

在4月 22日陕西省政协编发的
社情民意信息中，全国人大代表、陕
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方兰提醒，由于生
态本底脆弱，已建成的防护林逐步退
化等原因，已治理的毛乌素沙地存在

“二次沙化”风险，应抢抓时机、尽
早修复。

毛乌素沙漠是我国四大沙地之
一，位于陕西榆林市和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之间，面积4.22万平方公里，其
中约一半面积在榆林境内。新中国成
立初，榆林林木覆盖率只有0.9%。70
多年来，当地持之以恒“北治沙南治
土”，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93.24%，
860万亩流沙全部得到了固定或半固
定，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
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为改善北方地
区环境质量、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作出

巨大贡献。
然而，方兰指出，由于造林质量不

高、林木退化严重、生态自我修复能力
较差、资源开发导致生态破坏等原因，
已治理的毛乌素沙地存在“二次沙化”
风险。

她介绍说，“三北”防护林工程于
1978年启动，受当时生产力和科技水平
制约，榆林毛乌素生态造林可选的优良
树种种源较少，人工乔木防护林主要是
杨树、柳树等，灌木植物以花棒、柠条
等为主，植物群落林种单一、稳定性、
抗逆性较差，随着气候和土壤环境变
化，部分林草种已不适应当前生长环境。

榆林市现有2360万亩林地，多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工营造的杨树防
风固沙林带和飞播治沙形成的固沙灌木
林，多数林木已进入生理衰退期。

毛乌素沙地干燥少雨，林地落叶自

然条件下无法有效分解，土壤养分难以
承载人工林持续消耗。现有灌木林占林
地总面积61.2%，多为30年前的低密度
飞播造林，经过多年演替，林草密度大
幅增加，现有灌木林已超过了沙地土壤
生产力承载范围。由于平茬成本较高，
林地管护费用政府补贴标准低（14元/
亩·年），林农管护积极性不高。

同时，榆林煤炭开采对地下水系造
成破坏和污染，导致地下水位严重下
降、水质变差，不能满足地表植物正常
生长需求，煤炭采空区林木大量枯死，
土地风蚀沙化严重。

针对存在问题，方兰建议，强化毛
乌素沙地再治理。将毛乌素沙地纳入国
家黄河流域荒漠化防治区，推动降雨量
400毫米以下区域科学绿化工作和“三
北”防护林退化修复工程，树立黄河流
域绿色生态屏障；在榆林开展光伏治沙

试点，合理利用毛乌素各类土地，采用
“光伏+矿区生态治理”“光伏+牧光互
补”“光伏+荒漠化土地生态恢复”等
建设模式，提升毛乌素沙地治理生态效
益和经济效益。

试点开展灌木林平茬复壮。建议国
家林草局调整林地管护政策，适当允许
在林地开展因生态修复所需的土地整理
工作；榆林在不破坏沙区生态的基础
上，在高密度灌木林区域科学合理、规
模化开展灌木林平茬复壮工程。

加强毛乌素沙地修复资金保障。国
家可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在榆林等地区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动黄河干支流流
域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生态建设，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灌
木林平茬复壮、林下经济培育等生态修
复治理工作，持续稳定保障生态建设资
金投入。

全国人大代表方兰呼吁：

及早防范毛乌素沙地“二次沙化”风险
本报记者 路强

本报讯（记者 王硕）我国首批
5个国家公园设立已半年，记者从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当前，5个国
家公园正在加快完成总体规划编制、
管理机构组建、勘界立标、自然资源资
产登记等工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
于尚没有正式设立国家公园的体制试点
区，正在进行整改和边界范围内的优
化。今年，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
的原则，将在青藏高原、黄河流域、长
江流域等生态区位重要、生态功能良好
的区域，新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在近日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2022
年年会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李春良表示，国家公园已成为展示中
国自然和文化之美的亮丽名片。

目前，国家林草局正在积极配合

财政部研究制定财政支持国家公园建
设的意见，进一步强化财政资金源头
整合，全力保障国家公园建设发展。
积极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立法进程，制订自然保护地
法、国家公园法，出台国家公园管理
暂行办法。继续加强与其他国家（地
区）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国际组织等
交流合作，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公园
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在确定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面，
国家林草局已编制了《国家公园空间
布局方案》，遴选出50个左右国家公
园候选区，总面积约占国土陆域面积
的10％，将保护我国最具代表性的
生态系统和 80％以上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

今年将新设一批国家公园

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
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
伤及人类自身。当前，世界各国都
在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保
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其中，
生态保护修复是重要一环。

在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
主席、自然资源部原副部长曹卫星看
来，目前要创新理念和思路，努力构
建我国生态保护修复事业的新格局。

曹卫星指出，当前我国的生态
保护修复存在生态安全格局体系建
设不足、生态系统演变规律研究不
够、具体实施过程缺乏系统性和综
合性安排、与经济社会发展关联机
制尚未建立等问题。

例如，一些区域国土空间开发
不合理，滨海区域大量产业和人口
集聚，部分地方国土开发强度超过
40%，导致生态系统服务退化，容
易出现点多面广频发的地质灾害和
海洋灾害等问题。

一些地方在开展生态保护修复
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如在高山草
甸地区或降雨量少的区域，一些地
方大量种植观赏乔木，严重违背了
生态规律；且在具体实施生态修复
时，对生态廊道、绿色基础设施建
设等考虑不足，缺乏系统性和综合
性的安排。

还有一些地方生态保护修复的
目标和时序安排与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结合不够紧密，与乡村振兴、三
产融合发展、宜居环境建设等方面
也亟待协同。

曹卫星指出，未来10年，是
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
恢复、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行动的关键10年，也是我国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新阶段。因此，必须多措并举，推
进生态保护修复取得实效。

他建议，首先要统筹国土空间
规划总体布局。从维护国家生态安
全大局出发，加强重点区域、流
域、海域的空间治理，有效应对重
大自然灾害。严格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避免
国土空间低效利用和过度开发，实
现源头治理。

第二，完善生态保护修复实施
指南。加强我国生态系统演替规律
与自然资源管理耦合机理研究，明
确不同区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目
标与重点；建立生态保护修复与经
济社会发展协调联动机制，合理安
排目标任务；加强范式研究，制定
相关实施指南和技术标准。

第三，建立生态状况监测预警
平台。适时开展重大流域、重点生
态功能区、重要战略区生态状况评
估，全面掌握生态安全状况和基线
演替情况；整合地方各级政府和相
关部门生态状况数据；发布生态保
护修复成效年度报告，为科学研究
提供支撑。

第四，构建生态保护修复顶层
制度。加快法治建设，有效协调各
方面的关系和利益冲突。同时，积
极拓展资金来源，开展生态产品价
值核算研究，完善碳汇市场交易制
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
复；加强各级各类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全程全面监管，建立第三方评估
机制，严格责任制度，确保生态保
护修复取得实效。

全国政协常委曹卫星：

生态修复要创新理念和思路
本报记者 王硕

北京市郊铁路S2线两侧山花陆续绽放，列车沿着老京张铁路修建，依长城
而行，沿途是漫山山桃花和杏花相伴，被游客称为“开往春天的列车”。图为列
车驶过已有百年历史的火车站——青龙桥车站。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开往春天的列车开往春天的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