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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7-8月,农五师畜牧兽医工作站对全

师天然草场资源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牧民观念陈

旧、草场超载过牧、草地利用无序、管理手段落后、乱
垦问题突出、滥采现象严重,造成草地退化严重且

鼠、虫害加剧。农五师天然草场的境况令人担忧,如
不加以保护和改善,不但会制约畜牧业发展,而且将

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威胁,从而影响整个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紧抓西部大开发机遇,积
极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改善生态

环境,确保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

的一个重要问题。

1 天然草场现状

农五师现有天然草场21.67万hm2,其中春秋

场7.43万 hm2、冬 场 6.35 万 hm2、夏 场 3.76
万hm2;可利用草场19.07万hm2;退化草场17.18
万hm2(占全师草场面积80%左右),其中重度退化

草场6.04万hm2,如八十六团、八十九团北山坡草

场几乎退化得无法利用。大面积草地牧草品质下

降,有毒、有害草成为优势种群。草地沙化、盐化现

象严重,植被覆盖率降低,产草量下降了40%~
60%。草场鼠、虫害加剧,每年给农五师牧业生产造

成近100万元的损失。

2 存在的问题

2.1 牧民观念陈旧,草原超载过牧

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影响,牧民认为草原资源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于是不科学、不合理地放

牧牲畜,大大超过了草地的载畜能力。这种过度放

牧,使草场失去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必然造成牧草生

长受到抑制、再生能力遭到破坏。其结果是原生植

被种类发生变化,家畜喜食的优良牧草逐渐衰退、生
产能力也逐年下降。

2.2 草地利用无序,管理手段落后

全师各团家畜基本上都作价归户,但草场承包

制却没有落实,且现行收费标准偏低,造成牧民无序

地过度利用草场;加之,农五师天然草场的管理手段

粗放、落后,且传统的草地畜牧业经营方式不合理、
不科学(往往在饮水点近、路途近且位于居住点周围

的放牧场放牧),造成草场退化、沙化严重且鼠、虫害

加剧。然而,相关部门却没有积极投入资金对草场

进行保护和改善,使得一些原生植被较好的草地被

家畜采食、践踏,牧草再生遭到破坏,加快了优良草

地的退化速度。

2.3 乱垦问题突出,滥采现象严重

近几年农业大开发“热火朝天”,不科学、不合理

地大面积开垦草场现象较为严重,结果直接导致草

原生态环境恶化、土地沙漠化加剧、生态环境问题日

益突出,阻碍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农五师草地多

为荒漠沙性土质,许多草地经开垦后因某些原因未

能获取效益,便被弃垦。而原生草地被开垦后,植被

群落已遭到严重破坏,沙性土质上翻造成草地严重

沙化,还导致荒漠草地生态平衡极其脆弱而无法自

然恢复。如八十五团二连2006年遭遇了几十年不

遇的大洪水,就是由山坡平缓带荒漠地被开垦后沙

化严重、植被覆盖率大大降低以致无法涵养水分而

造成。
天然草场上的许多名贵中药材(如麻黄、大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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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近几年行情看涨,许多人受利益驱使,疯狂采挖,
使大面积草场牧草被连根拔起,对草原的破坏性极

大,直接造成沙化,严重威胁当地生态环境,使风沙

天气等各种灾害逐年增多。据统计,农五师现有的

麻黄、甘草贮存量比10a前下降了近92%,目前已

难以见到成片的麻黄、甘草。人们的乱挖、滥采行为

改变了植被群落的结构,使多年生牧草剧减甚至灭

绝,一年生牧草由于根系变浅,经不起干旱、风吹以

及羊只采食或践踏,最后必然造成草地沙化、盐化。

3 保护措施

3.1 加强队伍建设,增强法制观念

农五师专门从事草原建设和保护的专业技术力

量较为薄弱,全师仅有3人从事草原管理工作,且组

织机构有名无实(无专门的办公地点、设备、车辆和

各种经费)。各团场也没有专门的草原技术人员,只
是由兽医人员兼职,因此,加强队伍建设尤其重要。
只有如此,才能有效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

法》,加大依法管理力度,建立合理的草地经营管理

制度,使草地利用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有了法律

保证,只要做到按章办事,依法行政,认真查处乱垦、
乱挖、滥采等破坏草原的行为,草地退化是能够得到

有效控制的。同时,积极落实草原承包责任制,明确

草原所有权和使用权,进一步规范草地经营行为,在
草地利用上指导牧民划区轮牧,使牧草有休养生息

的时间,保证草地的可持续利用。

3.2 退牧还草,以草定畜

平原荒漠草地在农五师天然草场占有较大比

重,由于其生态环境脆弱,牧草生产力低,植被破坏

严重,且沙化、盐化现象最严重,应尽可能封育和禁

牧,退牧还草,使其逐步恢复原有生产能力。对于轻

度退化的草场,应减轻放牧强度,改善牧草生长和发

育的外部环境条件,促进牧草的生长和草地生产能

力的提高。另外,要尊重科学,以草定畜,确定适宜

的载畜量。

3.3 加强人工草地建设,缓解草畜矛盾

农五师天然草场产量较低,每667m2 平均产干

草仅20~40kg。而建设人工草地,可提高牧草产

量,同时将生态草业与家畜舍饲饲养相结合,缩短家

畜饲养周期,提高其出栏率,减轻家畜对天然草地的

压力,为退化草场的恢复和牧草的休养生息争取时

间和空间。

3.4 加强秸秆利用,强化“三贮一化”工作

农五师以种植业为主,有大量的秸秆、下脚料等

农副产品,如经科学合理的处理,即可作为养殖牛、
羊的粗饲料原料。同时,积极推广“三贮一化”技术,
既可减轻草场压力,又可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

3.5 发展高效生态草业畜牧业,实行集约化经营

通过调整农业结构,加大种草的比例;培育适宜

的牧草品种资源,推行牧草种子产业化;推广优质、
高产、高效牧草栽培,实行草田轮作;开展家畜舍饲

及高效无公害集约化养殖;加快生态草地保护等技

术的开发与示范,建立生态草业和舍饲畜牧业相结

合的高效生态草原畜牧业,不断促进畜牧业健康、快
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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