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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十年浩劫”给牧区绿色生产生态系
统造成的致命创伤未能医治；草原牧业
陷于恶性循环仍在继续；牧民收入与农
区相比，差距加大；外来开垦草原压力日
益加大；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长期失策；中
央正确决策与法律屡屡落空；走偏政策
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大等等，使得牧区旧
账未清，又添新债，问题叠加，矛盾交错，
构成当前牧区的重重危机。

日前，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委员
会主任李毓堂，向《科学时报》记者罗列
了当前牧区存在的种种问题。

李毓堂所举上述现实，也是一周前
召开的全国牧区工作会议所要着力解决
的一揽子问题。距上一次全国牧区工作
会议召开，已时隔 24年。
“各方对第二次全国牧区工作会议

寄予很大希望。”李毓堂表示。
而据《科学时报》记者从多位专家那

里了解到的情况，牧区生态和社会问题
积弊已深，牧区政策正期待改变。

脆弱的草原

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蒙古族学
者谈道，内蒙古的游牧文化正面临消亡，
他预计也就是 8～10年，甚至更短的时
间。
北方游牧文化所在的区域，降水量

低而变率大。
学者王明珂介绍，降水量低导致不

可能有稳定的农业，人类只能靠草食动
物将不可食的草类转化为可食的乳与
肉。而生态系统低下的净初级生产力，只

能支撑稀疏的人口。在中国农业精华地
区，不到一亩地便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
而在内蒙古的新巴尔虎右旗，20亩地才
能养一只羊，至少要 300～400头羊才能
供养一个五口之家；因此一个牧民家庭
至少需要 6000～8000亩地。
降水变率大导致生态系统的产出在

时空分布上高度不确定。干旱时寸草不
生，一场雨下来就郁郁葱葱，而何时下
雨，下在哪里，难以预测。再加上生态系
统净初级生产力低下，一片草场经不起
畜群的长期啃食、践踏，人们不得不抛弃
定居，转而“逐水草而居”。

内蒙古土地面积占中国的 11%，水
资源只占全国的 1.9%，400 亿立方米地
表水中的 80%在东部。

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干旱草原食
物链和游牧文化，两者互为依存，唇亡齿
寒。

并且，“内蒙古全部的水资源用于生
态，是内地的生态屏障。”在草原生活了
40年的陈继群向《科学时报》记者介绍。

陈继群是一位职业画家，曾在内蒙
古插队多年，目前是“曾经草原”网站站
长，多年来从事草原普法工作。

对比 40年前后内蒙古地区荒漠、林
地、草原示意图，能看到随着人口激增、
游牧民的定居，耗水型工业的发展，食物
链和生态系统已被破坏，食草生物数量
膨胀，占用了大部分原来的生态用水。

2006 年官方数据显示，“内蒙古从
事农业的人口超过了 1500万，内蒙古农
业用水比例占 87%，生态用水只占 3.8%
……到 2010年工业用水比例将由 5.06%

提高到 18.4%……”
陈继群认为，水资源占用已经影响

到最后的天然草原，比如，乌珠穆沁草原
和乌拉盖水系就出现了问题。
乌珠穆沁草原是内蒙古大草原的缩

影，十年来这片天然草原也发生了土地
荒漠化明显趋势，湿地消亡造成植被负
向演替，湖泊干涸出现沙尘暴肆虐的状
况，给牧民生活造成巨大损失。研究该草
原生态和乌拉盖水系的关系，它们的变
化及发展趋势，对内蒙古土地荒漠化的
场景和原因，会再现一个活生生的参照
系。
亚洲的草原集中在中国内蒙古和蒙

古国，相比北美洲和澳洲的草原生态系
统还算完整。蒙古国的原住民还基本保
持着游牧的生产方式，但是内蒙古地区
的牧民已经定居十二三年，过去的生产
生活方式彻底改变，由此，内蒙古草原的
生态系统变化明显。
游牧文化对草原的保护体现在游牧

民的生活习惯和 800年的成文法中。《成
吉思汗法典》第五十六条规定：“保护草
原。草绿后挖坑致使草原被损坏的，对全
家处死刑。”第五十八条：“保护水源。不
得在河流中洗手，不得溺于水中。”在游
牧民文化中不会伤害草木。
陈继群表示，内蒙古地区不适合开

荒。一是因为无霜期短，即使开荒也只能
是沙地。二是水少。从清朝开始，牧民开
始在这片土地上定居开荒，从而不断从
牧民变成农民。如今，整个内蒙古自治区
有 2400万人口，差不多 100个人才有一
个是牧民。游牧文化支离破碎。

而近代内蒙古草原，由于人类垦荒、
开矿、侵占水资源而破坏植被和水资源，
导致了荒漠化。
按照联合国的英文原意，每年 6月

17日为“世界防治荒漠化日”，但是在中
国这个日子变成了“防治荒漠化和干旱
日”，多了“防治干旱”。
陈继群表示，气候干旱是无法“防

治”的。当前在“防治荒漠化”口号下甚至
出现了奇怪的“治理”方法，比如打着“治
理”的名义违规圈地、开垦牧民的优质草
原去种树种草；比如把现存草原上最后
的地表水资源截住，去发展火电厂。这种
假治理、真破坏的行为，尤其是后一种违
规、侵权的做法，只能造成最后的草原和
湿地的进一步荒漠化。

还剩多少时间？

“内蒙古现在的七大沙漠沙地，原本
是最好的草原。照此下去，草原的整体崩
溃还剩多少时间？当一些盟委领导干部
成为开矿老板的‘打工仔’时，还有什么
力量能阻止草原破坏？”内蒙古师范大学
教授海山，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
时，语间满是对草原前景的焦虑。
从国家草原法颁布以来，内蒙古草

原破坏不但未能制止，反而加剧蔓延。从
20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末对草原的破
坏，主要来自开垦务农、挖药材、搂发菜
等，90年代末以来主要是开矿毁草。
海山痛心地说：内蒙古全区 GDP增

长连续 8年全国第一，生态极其脆弱的
内蒙古竟成为全国粮食调出大省，“官商
联盟”及其零风险的巨大经济利益，莫不
是以草原生态破坏、牧民贫困化为代价
的。
然而，海山表示，一些部门和既得利

益者，却以“山羊刨食论”、“粗放经营
论”、“传统游牧论”、“超载过牧论”等罪
名，把草原生态破坏的责任加在牲畜和
牧民头上。
近十年来，政府在牧区推行“退牧还

草”、“禁牧休牧”、“公益林封育”、“定居
定牧”、开矿征占草原、“移民专业”等政
策，迫使牧民在极短时间内以不到市场
一半的价格出卖牲畜，加上自然灾害频
发和生产成本提高，导致一批批牧民贫
困化。
无经营能力的破产户占到牧户总数

的 10%以上，其草场被“流转”到非牧户
手中超量发展牲畜。据 2009年呼伦贝尔
市呼伦诺尔嘎查调查，无畜牧户占到牧
户总数的 50%以上，非牧业户牲畜占到
牲畜总数的 75%。目前全区非牧户牲畜
占到牲畜总数的 1/3以上。
海山认为，从内蒙古历史考证和科

学发展规律来看，把草原破坏和退化归
咎于牲畜超载过牧，是不恰当的。据专
家考证，13世纪时，蒙古高原的家畜与
野生动物数量比现在多得多。所以，用
1949年牲畜头数（长期战乱的最低数）
来比，说现在增加多少倍因而超载过
牧，是错误的。据美国草原学家研究，草
场退化与牲畜头数无关，而与放牧时间
有关。
任继周院士发现，放牧与牧草生长

具有互动规律：草场放牧两周，可刺激
牧草再生，生产力翻番；时间过长就破
坏草原。牧民的传统放牧时间，在一个
放牧区不超过 15天，是不会造成草原
退化的。牧民说：“草原不怕牲畜吃，就

怕践踏。”定居定牧牲畜集中踩踏，才会
造成草场退化。

海山也特别谈到了当前实施国家
草原生态补偿政策中的问题。这一政策
在内蒙古要求的条件是：每户牧民只能
养 5 头牛 25 只羊。“这是不符合实际
的，会造成牧民生活质量大幅下降。”海
山说。
根据当前牧民生产生活保障需求，

每户经营的牲畜“门槛规模”头数须有
150～300只基础母羊，加上后备母羊需
要 300～500只羊。低于这个规模就破
产。这是无畜户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如果不顾这一实际情况，硬性
推行“草原生态补偿政策”规定的条件，
会使牧民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在调查中，一些牧民也向海山反映：
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是否能真正成为国家
意志？对草原造成重大破坏的官员是否
也应追究责任？现行的这些政策，如何能
保障国家生态安全、边疆稳定和几百万
各族牧民的生活？

规律决定一切

曾在农业部具体负责草原工作，并
从事牧区草原工作 60年的李毓堂，对草
原的过往有很深刻的感受，也给出了特
别的提醒和总结。

在回顾建国以后国家制定、实施牧
区方针政策法规的正反经验后，李毓堂
表示，历史事实表明，对牧区战略地位和
特点规律的认知，是能否正确制定实施
牧区政策的基础。李毓堂强调，牧区政策
的制定尤其要认知以下一些情况：

其一，牧民素来追求“水草丰美”、
“人畜两旺”理念，牧民为了自己的生产
生计，历来是保护草原优良生态的最积
极因素和最有力的维护者。

其二，牧民为了持久维护绿色生产
生态循环系统，在草原畜牧生产上采取
了分区游牧、逐水草而居的方式。按照时
空条件，把草原划分为夏秋场与冬春场
两大类（新疆的春、秋场则在两类草场过
渡带）。

这一生产方式，保障了牧区绿色生
产生态系统的持久良性循环。尽管有时
由于气候反常，使系统暂时遭到损害，但
经过人的抗灾和天时转化，都会很快恢
复生机。目前，牧区草原生产生态系统所
以走向恶性循环，主要是“文革”以来大
规模人为开垦破坏草原造成的。
其三，草原生态保护建设需要同人

类活动牧业生产相结合。
牧民通过放牧家畜促进牧草生长和

优存劣汰；通过人畜代谢，为土壤不断输
送养分；通过利用水源浇灌草原；通过对
野生动物植物、微生物的保护，维护生态
循环和生物多样性；从而全面有机地保
护着草原生态。

李毓堂表示，由于缺乏认知，近些
年来一些部门决策者在制定或实施牧
区政策时，往往不顾牧区特点和民族
特点，照搬农区经验；不注重发挥草原
资源和牧民经营牧业的优势，而采取
逆向演变方式处理牧区发展问题；不
能从以人为本出发，尊重牧民是草原
主人和生态维护者的地位，而是把牧
民当做有碍“草原生态”的对象；由此
制定的转业、减畜、禁牧、移民等措施，
必然同中央历来的科学决策相抵触，
产生不良后果。

由于国家没有强效牧区草原行
政管理机构保证，使草原法和国务
院文件的规定不能全面落实，却被
一些部门或地方以片面的政策举措
替代，于是产生了种种偏差。主要表
现为：

其一，“退耕还草”演变为“退牧
还草”之偏。

这“耕”与“牧”的一字之差，就
把“十年浩劫”造成草原生态破坏的
主责与对策，由开垦者与退耕还草
变为牧民与退牧还草。如此推行结
果，就把牧民本是保护草原生态的
最积极因素当做消极因素，从而把
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产生计对立
起来，这必然受到牧民抵制。于是就
有了在政府发布“禁牧令”后，到处
出现“令易下，禁难止”的状况，造成
生态生产双双受损。

其二，在没有配套设施前提下，
单一推行定居舍饲之偏。

舍饲是农区养殖方式。在牧区
既未退耕还草，又未建立高产优质
牧草饲料基地，没有足够的饲草饲
料储备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就对未
定居户推行定居舍饲。由于缺乏综
合配套设施，舍饲圈养成本大增，政
府补助难以应付牧民生产的入不敷
出。因而牧民虽住进现代设备的定
居屋，却大都经营亏损，生活贫困，
反加重了社会负担。

其三，草原建设单一推行围栏
之偏。

在实施“加强以围栏和牧区水
利为重点的草原基础建设”中，由于
牧区水利建设未落实和人工草地无
力建设，有关部门就把围栏作为唯
一重点措施，成为各地推行“退牧还
草”、“草畜平衡”、“轮牧、休牧、禁
牧”、“草原生态工程”等项目的主要
措施，甚至认为围栏是投资少、收效
大的措施。虽然围栏是现代放牧生
产的措施之一，但由于不因地制宜、
不同实际结合，以致普遍出现追求
数量、管护不力、损坏严重、失效浪
费等弊端。

其四，推行围封草原“造林育
林”之偏。

长期以来我国在国土环境治理
上，未能贯彻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种草防止水土流失和干
旱区草灌先行的指示精神，一直实施
以林为纲的方针，以致对草原草山的
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和风沙源
治理，也一概推行“造林”为主措施。
并以森林覆盖率代替地被覆盖率，作
为衡量治理成果的唯一标准。

在草原“造林”和“公益林保护”
（实际上是围封灌丛草场）项目中，
由于违背生态规律，往往造成苗木
大批死亡和草原荒废，人财浪费严
重，还加剧了林草、林牧矛盾。

其五，不顾“三牧”特点，推行牧
民移民转业之偏。

近些年来，在追求 GDP 增长和
外来资本开发利益驱动下，许多地
方一面在草原招商引资，开展工、
矿、农、商、旅等草原开发项目，一面
积极推行牧民移民转业政策。由于
牧民惯于牧业生产技术和牧区生
活，又缺乏资本；往往移民后将补贴
用完，就陷于失业贫困状况。

其六，草原经营长期止于分户
承包之偏。

改革开放初期，牧区在废除了
人民公社家畜草原共有制后，实行
了家畜户有户养、草原分户承包的
责任制。结合贯彻草原法把大部分
草原使用权落实到牧户，颁发了草
原使用证。这使牧民真正成为草原
的主人，从而调动了牧民保护建设
草原和发展牧业的积极性。这是完
全必要的。

但由于牧户承包的小片草原，
不能适应家畜发展要在大范围草原
进行轮牧和科技推广的需求，因而
进一步发展规模经营和合作组织就
成为必由之路。

为此，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在
全国开展的 20 多处草原牧业综合
发展试点建设中，在确认牧户草原
使用权前提下，创建了以家庭牧场
为基础、牧工商服务中心为龙头的
合作经济体。

可惜这一模式未能得到有关决
策部门的认知和组织推广，以致 30
年来草原经营仍停留于分户承包阶
段。在此体制下，硬要推行草畜平衡
和禁牧休牧轮牧制度，就很难解决草
畜矛盾，也不能达到服务社会化和产
业增值，怎能使“三牧”走出困境？

草原向何处去？“三牧”向何处
去？这也是很多国人关心的问题。

（本报记者 王卉 /整理）

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干旱草原食物链和游牧文化，两者互为依存，唇亡齿寒。在学者们
看来，任何违背这一客观现实的人为扰动，都将给草原带来厄运。

现行牧区政策期待改变
阴本报记者 王卉

6月 9日，两名技术人员在查看玛曲县欧拉乡欧强村的草场沙化情况，这里已经成为首曲草原沙化最为严重的草场之一。
位于黄河首曲的甘肃省玛曲县有 1288万亩的天然优质草原，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充区。上世纪 90年代以来，首

曲草原开始出现沙化。玛曲县畜牧局提供的数据表明，截至目前，全县沙化草场面积达 80万亩，其中沙丘面积 10.5万亩 。
曾经美丽的首曲草原上，草原和沙丘相伴的景象随处可见。另据介绍，首曲草原的沙丘面积还在逐步增长。一些生态专家提
出，应警惕沙化的首曲草原成为新的沙尘策源地。据玛曲县气象部门统计，近年来，玛曲县每年的沙尘暴天气达 20多天。

新华社记者 聂建江 /摄

走偏的牧区
政策措施
阴李毓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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