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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退耕还草工作现状及对策

文仕康 葛丽琼 胡玉 红

(四川省西昌市畜牧局 四川西昌 6 1 5以刀 )

摘 要
:
实施退拼还林还草

,

种草养畜
。

走环境保护 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

对于保护生态环境调整和优化农软业产业

结构
,

恢复草地植被
,

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笔者通过几年的实践
,

提出在实施退耕还草中

存在的 问题和解决 的对策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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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市幅员面积2 6 51 拓m Z ,

可利用的天然及人工

草地面积 1 18 万亩
,

其中纯畜牧用草地 23
.

9万亩
,

理

论载畜量仅 13
.

9万羊单位
,

2 00 2年底我市草食牲畜

存栏已达 44
.

86 万羊单位
,

超载 30
.

%万羊单位
,

超载

牲畜多利用林间草地
,

致使放牧过渡
,

植被破坏严

重
,

另外
,

我市水土流失面积高达 1 66
.

1万亩
,

占国土

面积的41
.

7%
,

水土流失量 3 04 .2 万吨
。

鉴于我市天然

草地退化
,

水土流失的严峻现状
,

实施退耕还草和

天然草原恢复建设工程
,

帮助民族地 区加快发展势

在必行
。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

1 退耕还草现状
1

.

1 领导认识不到位

一是将
“

退耕还林还草
”

工程中的
“

还草
”

省略
,

说成是
“

退耕还林
”

工程
。

认为种树是保护和改善生

态环境的唯一
。

缺乏对草的认识
,

一说到种草就与

养畜联系在一起
,

片面认为种草是为了养牲畜
,

是

畜牧部门的事
。

岂不知养畜只是种草的用途之一
,

而种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改善生态环境
。

据测定
:

生长 2年草地拦蓄地表径流量的能力为 54 %
,

而生长

3一 8年的林地仅3 %4
,

草地比林地高20 个百分点
。

草

地 和林地 减少地表径 流 中含 沙量 的能 力分别 为

70
.

3%和夕 3 %
,

草地 比林地高 33 个百分点
。

在 25 度坡

耕地上
,

当降雨量为 34 On u n 时
,

每亩裸地水土流失

为 4 50 k g
、

耕地为 2 3 8 k g
、

林地为 4 0 k g
,

而草地仅 6
.

2纯
。

牧草能吸收大气 中的有害物质
,

一亩三叶草可提供

6一 10 k g纯氧
。

因此
,

退耕还草即可保持水土
、

防风固

沙
,

又可养畜致富
,

是利国利民
、

造福子孙
、

增加农

民收人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好事
。

西 昌市 1 9 99 至

20 03 年退耕共计 1.2 5万亩
,

其中还林 12 2 5 21
.

9亩
,

占

9 .8 0 2%
,

还草面积2 4 78
.

1亩
,

仅占1
.

98 %
。

二是认为种

树受益时间长 (还林国家补助 5一 8年粮食还草国家

只补助 2年 )
。

实际上退耕地一下子都栽上树
,

盲目发

展经济林
,

三
、

五年内即起不到防风固土保护生态的

作用
,

同时难以做到品种适宜
,

适销对路
,

容易出现

果贱伤农
,

反而挫伤群众积极性
,

甚至造成毁林和复

垦的隐患
。

1
.

2 群众对
“
草

”

的认识不足

一是把牧草当作普通野草对待
,

种子撒到地里

就完事
。

不施肥
、

不管理
,

结果出苗疏密不均
、

杂草丛

生
、

鼠虫害泛滥
,

其产量大受影响 ;二是把牧草当
“

神

仙草
”

施肥或浇水不 当
,

导致牧草被
“

烧
”

死或
“

淹
”

死
。

目前推广的优质牧草
,

品种较多
,

营养价值产量

都较高
,

年产量在几千千克至数万千克
。

因此
,

人工

种草绝非易事
,

技术要求不低于种庄稼 和种树 ;三是

部分退耕农户观念落后
,

等
、

靠
、

要的思想存在
,

种草

目的不明确
,

种了就不管
,

成片的优质牧草被荒弃
。

每年只是等着领取国家的粮食和 20 元现金补助款
。

2 炒作种子风起
,

为草业发展埋下隐

患

由于全国大面积退耕还林还草
、

有限的牧草种

子货源一下子吃紧
。

一些劣质种子冲入市场
,

种子里

掺沙
、

石
、

土现象屡见不鲜
,

种子价格也一路上扬
,

鲁

梅克斯卖到每克 15 一 2 ()元
,

光叶紫花若最高涨到6元 /

千克
,

这些现象无异于向刚刚兴起的种草热泼凉水
。

3 草品种单一
,

模式不科学

受一些媒体炒作影响
,

出现 了单种皇竹草
、

鲁梅

克斯草等
,

一哄而上
,

而忽视 了禾本科
、

豆科牧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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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一 10一 14



西 昌 农 业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学 报 2 0 0 4年

。

科学的模式应是禾本科
、

豆科
、

叶菜类间作套
,

或牧草与粮食作物
、

经济作物间作套种
,

也可高

植种

林草间作
、

果草套作
,

这样不仅牧草丰收
,

而且能提

高粮
、

经
、

果的产量和效益
,

一举多得
。

4 牧草栽培技术推广与种草不同步
一些乡镇对退耕还草政策宣传力度不够

,

甚至

出现扯皮现象
,

林业基层 场
、

站的认为凡是山上无

论草山草坡还是荒山荒坡都应 由林业部门规划植

树
,

这与草原法相抵触
。

种草是为了养畜
,

技术培训

应由畜牧部门负责
,

而在乡镇基层几乎没有从事草

业的技术人员
。

5 引种不因地制宜
、

播种不适时期

对牧草缺乏足够的认识
,

盲 目引种
,

随意播种
。

我国幅员辽阔
,

气候
、

土壤
、

资源环境相差悬殊
,

因

此
,

种植模式不宜通用
。

6 草畜结构不合理

自 1望为一 2印3 年退耕还草工程开展以来
,

有草无

畜或有畜无草的现象在许多乡镇已出现
。

一些农户

还草后
,

大量的优质牧草因无牲畜利用而被荒弃
,

而

一些农户又因大面积还林
,

草地面积减少
,

因缺草而

被迫把大量的牲畜卖光
。

对策措施
各级领导特别是乡镇领导应从战略高度认识

,J.人

ō了.7

正确处理还林和还草的关系
。

根据各地实际
,

科学

规划
,

合理安排还林还草任务
,

建立林
、

草
、

牧的长
、

中
、

短生态系统
。

建议在规划时还林面积占80 一90 %
,

还草面积占1 0一2%0
。

.7 2 各地应加强对牧草种子基地的建设与管理
,

坚

持牧草品种标准
,

在种子生产上走产业化路子
,

使种

子管理法制化
、

生产专业化
、

质量标准化
、

经营集团

化
、

一体化
。

.7 3 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环境下
,

培养一批牧草栽

培技术人员
。

增加必要的经费
,

编著简明实用的种草

科普书籍资料
,

大张旗鼓地向农民群众宣传
、

指导
,

掀起群众种草的热情
,

使草业蓬勃发展起来
。

.7 4 建议水
、

早轮作地
,

适宜秋播冷季型越年生牧

草或牧草绿肥兼用品种 ; 早区可采用麦一草
、

草—玉米或草一草等模式
,

品种以多年生黑麦草
,

光叶紫

花曹
、

一年生黑麦草为主 ; 经济林果区
,

可利用果园

间作耐荫牧草
,

或绿肥
,

如白三叶
、

紫花首蓓
、

光叶紫

花曹等
。

从地域分布来看
:

江河流域两岸
、

平坝
、

宜种

一年生黑麦草
、

白三叶
、

紫花首楷
、

鸭茅草
。

高山和二

半山区宜种植光叶紫花菩
、

多年生
、

一年生黑麦草
、

首稽
、

白三叶
、

羊茅草等耐旱
、

耐寒豆科与禾本科的

混播牧草最佳
。

.7 5 有计划根据不同地域实施林
、

果草间
、

套作
,

粮

草轮
、

套作和建设优质高产的人工草地
、

退耕还草

地
。

增加投人进行品种改良
,

实现草畜配套
。

.7 6 大力开展多渠道
,

多层次
、

多形式的农民技术

教育培训
,

组织农 民学习先进实用技术
,

切实提高农

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致富本领
。

7
.

7 营造发展环境
,

一是政府与金融部门协调制定

小额信贷政策
,

简化贷款手续
,

通过信贷政策引导和

帮助农户引进良种畜禽
,

扩大我市饲养规模 ;二是市

财政恢复对养殖大户贴息政策
,

鼓励农户大力发展

畜牧业 ;三是对重点项 目如奶牛业
、

优质 肉羊圈养
、

种草等实行专项资金补贴
,

通过品种改良
、

草种调运

等项 目建设带动牧业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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