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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金沙江流域退耕还林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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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云南省金沙江流域水土流失很严重 ,是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区域。 坡耕地是该流域水土流失

最为严重的地类 ,对不宜耕坡耕地实施退耕还林 (草 )工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分析了该流域目前退耕还林

(草 )工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就科学实施退耕还林 (草 )工程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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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roblems of Returning Cultivated Land to Forests

in Jinsha River Basin of Yunnan Province

YANG Zi-sheng

( School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Earth Science, Yun 'nan University ,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Soi l ero sion in Jinsha riv er basin of Yunnan province is v ery serious, and the basin is one of the

majo r regions o f national eco logical env ironment const ruction. Sloping cultiv ated land in the basin is the land

type w ith the st rongest soil erosion, and the engineering of returning sloping cul tiv ated land to fo rests ( and

g rass) is o f g reat st rategic signi ficanc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engineering o f returning cul ti-

va ted land to fo rests ( and g ra ss) in the basin are analyzed, and practical rationaliza tion propo sals on enfo rc-

ing scientifically the engineering of returning cul tiva ted land to fo rests ( and g rass) are put fo rw 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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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施退耕还林的重大战略意义

1. 1　坡耕地是该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类

水土流失已被许多国家和组织公认为当今世界

的头号环境问题 ,它不仅造成土地沙化、石化、退化 ,

危及当地人民的生存 ,而且泥沙淤积江河湖库 ,大大

加剧水旱灾害的发生 ,危害和损失巨大 ,已成为影响

和制约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基本问题。云南省金沙江

流域涉及 47个县 (市、区 ) ,总面积达 13 473 774. 2

hm2 (按行政区划计 ) ,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我国西部生态环境最脆弱、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

之一 ,已被规划为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区域 [ 1]。

该流域耕地以坡耕地为主、陡坡耕地比重较大 ,而坡

耕地由于整个作物管理和种植过程使表土受到人为

剧烈扰动 ,极易产生水土流失 ,尤其在汛期旱作物收

获翻耕后 ,因受频繁大雨、暴雨打击和地表径流冲刷 ,

水土流失量很大。 15°以上的坡耕地水土流失异常强

烈 (见表 1) ,为该流域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类
[ 2]
。

据我们应用土壤流失方程和遥感资料测算结果 ,

云南省金沙江流域 ( 47个县市区 )目前耕地水土流失

面积达 1 355 438. 1 hm
2
,占耕地总面积的 66. 12%和

该流域全部土地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23. 44% ;耕地年

均土壤侵蚀量达 1. 50× 108 t,占全部土地侵蚀总量

的 62. 55% ;平均侵蚀模数达 7 330. 0 t / ( km
2
· a) ,是

全部土地平均值的 4. 1倍 ;年均侵蚀深度达 5. 9mm ,

比全部土地平均侵蚀深度大 311%。

在耕地侵蚀量中 , 3°以上坡地年均土壤侵蚀量达

1. 49× 10
8
t ,占总耕地侵蚀量的 98. 96% ,占全研究

区土地侵蚀总量的 61. 90% ;而梯田梯地年均侵蚀量

只有 1. 56× 106 t ,占总耕地侵蚀量的 1. 04%。在坡地

侵蚀量中 , 3°— 6°坡地年均侵蚀量为 3. 47× 10
6
t,占

坡地侵蚀量的 2. 33% ; 6°— 15°坡地年均侵蚀量为

2. 75× 107 t,占坡地侵蚀量的 18. 51% ; 15°— 25°坡地

年均侵蚀量为 7. 01× 107 t ,占坡地侵蚀量的

47. 12% ; 25°— 35°坡地年均侵蚀量为 4. 22× 10
7
t,占

坡地侵蚀量的 28. 39% ; > 35°的坡地年平均侵蚀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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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 93× 10
4
t ,占坡地总侵蚀量的 3. 65% 。也就是

说 , > 15°的坡地年平均侵蚀量达 1. 18× 108 t ,占坡地

总侵蚀量的 79. 16% ,占总耕地侵蚀量的 78. 33%和

全部土地侵蚀总量的 48. 99%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

坡耕地尤其是> 15°坡地水土流失极其严重 ,位居各

地类之首。

表 1　云南省金沙江流域坡耕地土壤侵蚀状况和抗蚀年限

耕地

类型
土壤侵蚀指标

坡　度　分　级

3°— 6° 6°— 15° 15°— 25° 25°— 35° > 35°

顺坡

耕地

土壤侵蚀量 /( t· km- 2· a- 1 ) 1 200～ 2 500 2 500～ 11 500 11 500～ 16 500 16 500～ 24 600 24 600～ 32 000

土壤侵蚀深度 /( mm· a- 1 ) 0. 96～ 2. 00 2. 00～ 9. 20 9. 20～ 13. 20 13. 20～ 19. 68 19. 68～ 25. 60

土壤侵蚀强度等级 轻度、中度 中度—极强度 极强度侵蚀为主 剧烈侵蚀为主 极剧烈侵蚀

平均土壤抗蚀年限 /a 1 000～ 400 400～ 100 100～ 30 30～ 10 < 10

梯田

梯地

土壤侵蚀量 /( t· km- 2· a- 1 ) 50～ 150 150～ 350 350～ 600 600～ 850 850～ 1 200

土壤侵蚀深度 /( mm· a- 1 ) 0. 04～ 0. 12 0. 12～ 0. 28 0. 28～ 0. 48 0. 48～ 0. 68 0. 68～ 0. 96

土壤侵蚀强度等级 微度侵蚀 微度侵蚀 微度侵蚀为主 轻度侵蚀 轻度侵蚀为主

平均土壤抗蚀年限 /a > 10 000 10 000～ 5 000 5 000～ 1 000 1 000～ 500 500～ 100

1. 2　生态退耕是西部大开发的“切入点”和实现土地

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山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 1)生态环境建设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和

切入点。“土之不存 ,人将焉附” ! 面对日益严重的水

土流失和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做

出决定 ,加快西部地区开发必须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和建设 ,包括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绿化荒山

荒地、对陡坡耕地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这

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切入点和五大重点之一 ,

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这

一决策是科学的 ,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非常深

远的历史意义。如果不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首位 ,不

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核心思想 ,那么再大

的投资、再宏伟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将会化为泡影 ,所

有开发举措都将是短期行为和无效劳动 ,还会危及子

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云南金沙江流域作为我国西部

生态环境最脆弱、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更为

西部生态建设所关注。生态环境建设的最主要目标就

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头号环境问题—— 控制水土流失 ,

彻底扭转“越流失越穷越垦 ,越垦越穷越流失”的恶性

循环 ,恢复和重建良性生态环境 ,减轻水、旱等自然灾

害 ,保障以耕地为核心的土地资源得以可持续利用 ,

这是实现该流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举措。

( 2)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在

解决云南省金沙江流域水土流失和保障土地资源可

持续利用中的主导地位。前述表明 ,该流域水土流失

的最主要地类是坡耕地 ,也正是由于长期以来过度垦

殖山地、坡耕地比重大而使该流域成为举世闻名的水

土流失区。因此 ,综合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无疑在解

决云南水土流失问题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云南省金沙江流域坡耕地由于水土流失特别严

重 ,不仅使其土层日益薄化、肥力下降、单产也低而不

稳 ,而且已成为江河湖库被淤积的主要沙源地 ,也是

中下游水患的主因。如果这种利用方式未得到根本改

变而继续延续下去 ,那么 100 a后该流域现有 15°—

25°的 517 923. 4hm
2坡旱地 (占总耕地的 25. 27% )将

演变成为不能再耕作的石质荒坡地 ,现有 > 25°的

210 106. 9 hm2陡坡旱地 (占总耕地的 10. 25% )在 30

a后将演变成石质荒坡地而丧失其耕作利用的功能。

其中 ,坡度 25°— 35°的坡旱地抗蚀年限只有 20～ 30

a,坡度> 35°的坡旱地抗蚀年限则仅 10～ 20 a! 可见 ,

为了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以及确保土地资源

可持续利用 ,不宜耕坡耕地 (包括> 25°坡旱地和部分

水土流失严重、土层薄化的 15°— 25°坡耕地 )必须有

计划地采取坚决的退耕还林 (草 )措施 ,否则将得不偿

失 ,继续长期陷入“越垦越穷 ,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

之中。因此 ,实行不宜耕坡耕地的退耕还林还草 ,已成

为实现该流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迫切措施和关键

环节。

2　退耕还林 (草 )工程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摸索退耕还林工作经验 , 2000年 4月国家

确定了 174个退耕还林试点县 ,其中云南省金沙江流

域为 8个县 ,即中甸县、丽江县、元谋县、会泽县、东川

区、寻甸县、彝良县、鹤庆县。从近年来的退耕实践看 ,

既取得了一些成效 ,也暴露出了许多重要问题。

( 1)缺乏统一、科学的退耕还林 (草 )规划 ,退耕

措施亦不够具体。退耕还林 (草 )是一项非常宏大的系

统工程 ,必须要制定科学的退耕规划。 这一规划应统

筹兼顾 ,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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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保持规划、林业长远规划、草场建设发展规划、村庄

和集镇建设发展规划等相协调、衔接和统一。然而 ,目

前尚无这种统一、科学的退耕规划 ,致使退耕工作难

以正常、有序地开展 ,一些地方存在较大盲目性。尤其

在制定退耕计划时 ,没有采用科学的土地资源调查数

据和图件。此外 ,退耕措施也不够具体 ,可操作性不

强 ,由此还引发农民对政策存在疑虑和耽心。

( 2)人均耕地少与退耕的矛盾。对不宜耕种的坡

耕地实行退耕还林还草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人均耕地

少与退耕的巨大矛盾。该流域约 95%为山区 ,可耕地

少 ,而人口增长较快 ,人均耕地逐年减少 ,日益影响到

广大山区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为了加强生态

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又不得

不对较大数量的不宜耕坡耕地实行退耕还林还草 ,这

无疑又将加剧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

(3)退耕与山区群众生存难、异地开发难的矛

盾。该流域上游的滇西北和下游的滇东北等许多山

区 ,由于山高、坡陡、谷深 ,水土流失严重 ,气候寒冷 ,

生存条件恶劣 ,土地产出率低 ,群众生活贫困 ,退耕

后 ,群众的吃饭问题难以保证。 尤其是下游的滇东北

山区 ,因人口密度特别大 ,贫困面极广 ,水土流失又特

别严重 ,退耕与山区群众生存难的矛盾特别突出。退

耕后不论是还林、还草、还园 ,在短期内农民生活都较

为困难:建成生态林 ,较长时间内没有经济收入 ,只有

投入 ;建成经济林或开发成果园 ,过渡期内农民经济

效益低 ,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受自然条件制约 ,

山区农民发展商品经济无资金、无经验 ,乡镇企业发

展处于起步阶段 ,经济收入低下。一些乡村均居住在

陡坡地 ,全部退耕后 ,农民已无耕地可种 ,国家生态退

耕政策虽有一定补助 ,但不能完全解决农民生活需

要 ,如何妥善解决生计与生态的矛盾问题 ,保障农民

新的稳定的生计 ,是当前生态退耕的一大难题。 虽然

政府可以实行部分异地开发措施 ,但毕竟异地开发数

量有限 ,而且由于山区幅员辽阔 ,整户迁移将使留下

的土地无人经营 ,造成新的荒芜 ,加之迁移到新地方

会导致迁入地的人地矛盾加大 ,农户也大多不愿意 ,

因此 ,异地开发的难度也很大。

( 4)退耕区经济落后 ,缺乏资金投入。退耕还林

集中在边远山区 ,农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二、三

产业很不发达 ,工业基础薄弱 ,经济较为落后 ,缺乏退

耕资金的投入。而且 ,退耕量大 ,农业税费收缴矛盾突

出 ,荒山荒坡绿化资金难以到位 ,影响退耕还林工作

的顺利进行。普遍反映的问题是 ,国家 750元 /hm
2
的

种苗费补助偏少 ,不能满足退耕还林 (草 )种苗供应的

实际需要 ;群众认为教育科技卫生补助 300元 /hm
2

现金较少 ,要求提高补助标准 ;退耕还林 (草 )的关键

是管护 ,但退耕还林 (草 )项目中没有安排还林 (草 )的

管护经费 ,管护工作跟不上 ,极大地影响了退耕还林

新造林地的造林成效 ,难以巩固退耕还林的造林成

果 ;一些地方退耕还林 (草 )的工作经费一时尚未到

位 ,而退耕还林涉及到千家万户 ,造林地块遍及村村

寨寨 ,在组建工作队开展丈量土地和造林地检查验收

工作中经费开支较大 ,困难较多。

( 5)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

与退耕的矛盾。该流域部分山高坡陡地区的乡村 ,绝

大部分耕地 (有的村甚至是全部耕地 )的坡度大于

25°,且种植条件极差 ,若全部退耕 ,群众将无任何耕

地。同时 ,在已实施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 ,为了达到

规定的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有相当一部分大于 25°的

坡耕地划入了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 ,这与实际情况有

较大出入。因此 ,这些地方的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耕地

总量动态平衡目标与退耕的矛盾非常尖锐。

( 6)单纯种植人工林木会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实

行退耕还林的目的是要控制水土流失、建设良好的生

态环境。 林地是土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保

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中居重要地位。通常 ,茂密森林

(天然原始林 )具有多层植被 (林、灌、草、枯枝落叶 ) ,

其土壤流失量仅为坡耕地的 1 /1000～ 1 /10 000。 然

而 ,近年来开展的陡坡耕地退耕还林工程 ,且不说一

些地方实际退的并非真正的陡坡耕地 ,单是全垦式的

种植经济林果 (既未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林下又是没

有地被覆盖的疏松、裸露地 )也已造成了较严重的水

土流失 ,即便“还”的是生态林 ,也因造的是地面缺乏

地被物 (草本植物和枯枝落叶 )的人工纯林地 ,仍未能

有效控制水土流失。这主要是由于与天然林 (或称原

始森林 ,常常具有乔、灌、草多层配置结构 )相比 ,人工

纯林 (包括经济林和生态林 )对防治水土流失的作用

非常有限 ,尤其是林相单一、地被物稀少或缺乏的人

工阔叶林 ,降雨能在叶面形成较大雨滴 ,对没有遮盖

的地表产生较强的击溅作用 ,造成表土层常被冲走。

而单一的针叶林因灰分低 ,盐基离子含量少 ,微生物

活动弱 ,也不利于土壤肥力的提高和多种类、多层次

植被的恢复。其结果是“远看青山在 ,近看水土流” ,这

一现象在许多山区都较为常见。 至于新造幼林地 ,经

过垦 (全垦或条垦 )、挖 (穴、坑 )等整地过程后 ,破坏了

地表结构 ,往往造成新的严重水土流失。

3　科学实施退耕还林 (草 )工程的建议

( 1)建立权威机构 ,切实加强退耕工程的领导、

组织、协调和管理。 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之后 ,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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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国务院部署 ,该流域许多地方加大了退耕还

林的工作力度 ,落实了组织机构。但据调查 ,地、县两

极多数“退耕办”设在农业部门 ,“天 (然林 )保 (护 )办”

设在林业部门 ,“还草办”设在畜牧部门 ,“规划办”设

在土地部门 ,“以粮代赈办”设在粮食部门。同一任务 ,

机构繁多 ,难以统一组织协调 ,以致带来诸多不便 ,甚

至相互扯皮。 因此 ,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有权威的综

合职能机构 ,切实加强退耕工程的领导、组织、协调和

管理。 建议省、地、县、乡各级政府均要成立以党政一

把手为组长 ,计划、土地、农业、林业、畜牧、财政、粮食

等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强有力的退耕工作领导小组 ,

下设权威的办公室 ,人员由上述部门的业务骨干构

成。由“领导小组”统一领导、统一组织协调、统一规划

和统一管理 ,“退耕办”负责具体操作。同时 ,建立各级

领导退耕还林工作目标责任制 ,并纳入考核内容 ,定

期检查、考评、奖惩。

( 2)科学核定退耕面积 ,切实做好退耕规划 ,做

到“逐块落实”。土地资源详查成果及在此基础上开展

的西部大开发 2000年坡耕地调查是当今我国最权威

的土地资源调查成果 ,包括退耕还林规划在内的有关

规划均应以此为基本依据。 但 1999年以来的实践表

明 ,不少地、县在制定退耕还林规划时 ,并未采用详查

成果 ,而是临时组织人马去调查陡坡耕地面积 ,其结

果与详查成果及在此基础上所开展的坡耕地调查数

差别较大。如此一来 ,必然是“该退的不一定退下来 ,

不该退的却退了” ! 相应地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战略

目标亦成一纸空文! 因此 ,必须充分认识规划的“龙

头”作用 ,在制定退耕还林规划时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必须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 ,切实以土地详查成果及在

此基础上所开展的坡耕地调查数据和图件为基本依

据 ,科学地搞好退耕规划 ,做到“逐块落实” ,并以“规

划”为依据 ,该退则退 ,不该退的坚决不允许退。

( 3)切实有效地实行政府特殊扶持政策 ,由国家

向退耕户无偿提供粮食、种苗、补助金 ;同时 ,各地应

创新经营机制 ,带动产业发展 ,解决好农民当前生计

与长远发展问题。 退耕还林需要大量资金 ,但退耕地

区多为贫困山区 ,资金从哪里来?退耕户退耕后 ,粮食

少了吃什么、收入少了用什么? 这是必须首先解决的

现实问题。为此 ,国家已制定了特殊的扶持政策 ,出台

了“实施以粮代赈、退耕还林 (草 )的操作办法” ,规定:

国家向退耕户无偿提供粮食、种苗、补助金 ;粮食补助

标准为 2 250 kg /hm2 ,现金补助标准为 300元 /hm2 ,

并根据需要确定补助年限。 各级地方政府应切实、有

效地贯彻执行和实施好这一“办法” ,由权威的“退耕

办”统一管理、调拨退耕还林所需的粮食、种苗、资金 ,

注重使用效益。退耕数量和国家向退耕户无偿提供的

粮食、种苗、补助金要同时落实到户 ,并分户建卡。

同时 ,由于国家补助毕竟是有限的 ,各地在退耕

还林工作中 ,必须要努力创新经营机制 ,鼓励造林专

业户、村民小组、村委会、林场、公司等组织和个人通

过承包退耕还林工程 ,实行规模经营 ,带动产业发展

和农民增收。 要因地制宜地积极推行“公司+ 基地+

农户”面向市场的经营管理体制 ,鼓励公司、企业结合

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 ,建设原料基地 ,发展地方经济 ,

增加农民收入 ,创国家、地方、公司、农户“多赢”的优

良局面。 目前 ,元谋县退耕还林与印楝产业开发相结

合 ,鼓励大公司、大企业、造林大户承包退耕地和荒山

荒地种植印楝 ,发展生物农药基地 ,现已有红河光明

集团、子元集团、万兴公司等大公司参与元谋县退耕

还林工程的实施 ,不久的将来 ,印楝产业 (即发展印楝

种植、开发印楝系列产品 )有望成为元谋县经济发展

的又一支柱 ;彝良县退耕还林与造纸、竹笋加工业相

结合 ,大力发展竹产业 ,促进了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总的来看 ,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是退耕还林的一

个深层次问题 ,应当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 ,努力推广

“产业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农村发展形式 ,促进

退耕还林与调整产业结构、农民增收的有机结合和生

态治理与农民脱贫致富的协调发展。

( 4)积极有效地推进以“封、改、调、科、建”促退

的措施。各地在退耕还林工作中 ,已探索出以“封、改、

调、科、建”促退等措施、做法
[3 ]
,值得借鉴和进一步推

广: ① 以“封”促退 ,即采取封山育林措施 , 防止新的

毁林开荒 ,促进退耕还林 ; ② 以“改”促退 ,即开展以

坡改梯为主要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 ,同时配以“五小”

水利工程、旱作节水农业、先进的农耕农艺等工程技

术措施 ,实现土地改质增收 ,促进退耕还林 ; ③ 以

“调”促退 ,即结合农业结构调整 ,适度发展经济林果 ,

培育新的支柱产业 ,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 ,促进退耕

还林工作 ; ④ 以“科”促退 ,即加大科技投入 ,提高科

技对农业的贡献率 ,确保农民增加口粮和经济收入 ,

充分调动退耕户的积极性 ,促进退耕还林 ; ⑤ 以

“建”促退 ,即建盖沼气池 ,推广节柴灶 ,在有条件的地

方积极提倡烧煤 ,减少烧柴数量 ,降低对森林资源的

消耗 ,促进退耕还林。

( 5)稳定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切实保护退耕户

的长期利益。 农民承包地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后 ,要坚

持原承包经营权主体不变 ,集体经济组织不得随意调

整农民对退耕地的承包经营权 ,保证农民自主经营 ,

做到“谁退耕 ,谁造林 (草 ) ,谁管护 ,谁受益” ,切实保

护退耕户的长期利益。 实行责权利挂钩 ,积极引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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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退耕户大力治理开发荒山荒地 ,并将植树种草任

务长期承包到户、到人 , 30a不变。退耕地造林种草后

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逐块登记造册 ,及时核发林草权

属证书 ,并纳入规范化管理。

( 6)退耕还林应因地制宜地实行乔灌草结合、经

济林复层栽培 ,从根本上控制水土流失 ,获取最佳综

合效益。不论是陡坡耕地的退耕还林还是荒山荒地的

绿化造林 ,多年来因很多地方走的是“空中”绿化 (只

注重营造乔木纯林 )和人工种植经济纯林之路 ,使地

面植被覆盖率低 ,不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 许多实践

和经验教训已证明
[4— 6 ]

,采用以草先行、林灌草结合、

经济林复层栽培的方法是增加地面植被覆盖率、保持

水土的有效绿化措施 ,它不仅能达到真正控制水土流

失、美化生态环境、维护和发展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效

益 ,而且能达到发展多种经营、增加群众经济收入、逐

步脱贫致富的的目标。 这是因为:含有草本植物的多

层配置能使雨滴的击溅作用减至最低 ,甚至为零 ;能

有效地降低地表径流速度和径流量 ,减轻土壤冲刷 ;

多层配置使植物根系盘根错节 ,在上下土体中均有分

布 ,网络固持着土壤 ,促进水分渗透 ,减免水力侵蚀 ,

并防止具有巨大推移势能的层间潜流产生 ,从而能较

好地防止根层土壤滑坡 ;多种植物的有机搭配比单一

植物更好地美化环境 ,并形成一个稳定的、复杂的植

被生态系统 ,增加生物多样性 ;不同植物所组成的多

层复合系统有利于土壤中有机质和多种养分的积累

以及土壤结构的改良 ,可提高植被和土壤对水分的涵

蓄能力 ,促进“生态水库”建设 ;种植草本植物的动土

工程小 ,且其生长和覆盖速度快 ,显著地减少水土流

失。至于经济效益 ,从已有的经济林复层栽培 (上层为

经济林木类 ,中层为经济灌木类 ,下层为经济草本类 )

看 ,具有效益好、受益快、商品性强等诸多优势 [6 ] ,比

以往单纯的“十年树木”不知要好多少倍!那种只重视

“空中”绿化的做法 ,即使把森林覆盖率增加到较高的

程度 ,也会发生较严重的水土流失灾害—— 不仅面蚀

经常发生 ,山洪、滑坡、泥石流也会频繁出现。只有重

视地面绿化 ,努力增加地面植被覆盖率 ,才能有效控

制水土流失 ,实现山川秀美、青山永在、绿水长流。

( 7)加大立法力度 ,以法律作保障 ,坚定不移地

完成好这一惠及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工程。实施退

耕还林工程既是对已有人类文明的深刻反思 ,又包含

了现代人类对蓝天白云的向往、对青山绿水的依恋 ,

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可持续发展工程。因此 ,

不论所面临的困难有多大 ,都应当坚定不移地走下

去。鉴于退耕还林是一项非常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 ,

涉及到诸多部门和千家万户 ,必须要用法律来保证。

建议国家尽快对此项工作专门进行立法 ,省级部门亦

应尽快制定配套的地方法规。由于此项工作目前尚处

于起步初期 ,可暂时先制定办法、规定等 ,待条件成熟

时再制定“退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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