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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县植被恢复与农村能源建设统筹兼顾的重要性

王利祥

元谋县物茂乡林业和草原服务中心  云南  楚雄  651300

【摘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快速进步的阶段——21世纪，其国家建设结果日后在历史长河的记录中仍是浓墨
重彩的一笔，政策倾向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稳定保证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和谐，推动居民健康生活最为主要，由此环

境兼顾恢复便是主要工作也是目前林业界的工作开展目标。主导林业能源建设主要地位于农村，也是经济链、城乡

生态连接最主要的坚固基础还要兼并西部开发，故以此为切入点构建现代化经济建设尤为重要。我们要紧抓机遇，

选准实施重点，使农村能源与植被恢复统筹兼顾，建立适应干热河谷地区开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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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谋县植被现状
我国元谋县在云南省隶属于楚雄彝族自治州地区，

西南和西北方向和永仁、牟定相邻，北接四川会理，

海拔测量的最新数据为最高两千八百三十六米、最低

八百九十八米，面积测量两千零二十一多平方千米，气

候因地区影响立体化明显。金沙江穿境而过，形成强烈

切割，地势呈四周高，中间低的封闭河谷盆地，常年气

候维持在 21.9℃左右所以有天然温室之称，即便温度下

降也未见霜，由于受海拔和地形的影响，此地的降雨量

平均有六十一厘米左右，而蒸发量上在二分之一以上故

而将其分为干热河谷气候。一共有三个镇七个乡，总计

稳定人数约为 20.2 万多人。而隶属于专业农业种植人

员共计 18.47 万（89.9%），每人和占有林地和耕地分

别 0.733ha、0.073ha，现有坡耕地 11733.33ha，水土流

失面积达 1504 平方公里。每逢雨季、洪水泛滥，其会

将农田与周围遮挡的河堤冲坏，若是再严重些会带动地

表的土质造成大型的滑坡或山体泥石流，不仅会毁坏居

民的生活财产而且会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故而抵抗自

然灾害、维护自然生态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加速植被建

设与恢复工作从而把控农村能源建设和管理有序进行，

势在必行。

农业发展的根基是维持生态环境，环境平衡被打破

最终会限制和动摇发展的基础。元谋是人类发祥地之一，

也是位属于金沙江流区的干热河地区，若是过度的砍伐

森林，再加上人口的过快增长以及不合理的耕作方式等

人为活动，导致元谋今天的森林资源贫乏，生态环境遭

到极大破坏，从而产生了以下严重的后果：

（1）水土流失问题。本县目前流失的水土面积约

已经达到 1080 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侵蚀的总数

约为三千吨以上，水体流失量可至四百五十完吨以上。

（2）此地区频频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只要雨量过大就会引起洪水毁坏建设堤坝和良田等，严

重降低公民生活质量。

（3）绿植覆盖率低，就统计仅为全县 15%，全县

有 133333.33ha 土地为光山秃岭、土林。

（4）水资源缺乏。由于森林资源的过量采伐，造

成水源枯竭，溪水断流，致使有的村庄饮水困难，部分

地方失去生存条件。

（5）土壤瘠薄。农作物产量低，全县贫困人口 3

万多人。

2 科技支撑在元谋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区植被恢复
工作中的应用
2.1 在植被恢复工作中，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

想和永续利用的宗旨

森林资源在自然界中属于典型的再生资源，也是农

村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依靠并生存的主要物质

基础，常言道屏障基于山林、命脉基于水利、根本基于

土壤，由此人才有生存价值。森林在生物界中不同于其

它任何物种，其繁殖生长迅速，而且是在艰苦的环境条

件下缓慢生长，而一些稀有树种和特殊用材林树种，要

生长百余年后才能够采伐利用，更多的树种需要生长几

十年才能造福于人类。所以在植被恢复工作中，就必须

选择林种、树种，从各级领导干部到广大居民群众都要

秉承求同存异、就地取材、集能互补、全面利用，追求

建设效益完成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崇的节约、开展并存宗旨。

2.2 在元谋植被恢复工作中，贯彻落实农村能源建设与

培育森林资源相结合的必要性

在元谋植被恢复工作中必须把农村能源建设与培育

森林资源相结合，确立长期的发展目标。在确立长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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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时不受政策的时效性和政府换届而发生改变。认真执

行国家农村能源发展方针，以农村沼气池建设和沼气附

产物的综合利用为重点，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先进

适用技术，不断提高生产用能的商品化程度，调整农村

用能结构，提高人均消费量和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对森

林能源消耗比重，保护生态环境，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

件，加快植被恢复进程。使农村能源的年人均消费水平

达到 0.8 吨标准煤，有效利用率达 30%，提高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满足农村对商品能源的基本需

求。到 2010 年，人均年能源消费量达 1 吨标准煤，有

效利用率提高到 35%，形成高效、洁净、多元化的农村

能源生产、供应、消费系统，力争使我县向生态经济大

县的目标靠近。同时发展元谋林业，培育森林资源，实

施把元谋林业建设成为林业生态型、林业产业型、林业

经济型、林业旅游型和林业社会型的大林业发展目标，

加快元谋植被恢复步伐。

2.3 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应用科技支撑抓好元谋植被

恢复

元谋为典型干热河谷气候，环境特点便是燥热、干

涸，虽然四季分明但是白天和黑夜温差大，温度均衡降

雨量少，所下的雨低于蒸发量且雨季段，平均降水 95 天，

年平均日照 2667.2 小时，年平均相对湿度 53%，地表

平均温度达 25℃，夏季长达 6 个月，以干热和水土流

失为特点，土壤瘠薄，人们保护植被资源的观念差，科

技意识、节约能源意识以及生态环境意识淡薄。在植被

恢复工作中要培育、保护好森林资源更是难上加难，面

对这样严峻的现实，我们既不能照搬国内发达地区的经

验，又不能墨守成规，只有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实事

求是地应用科技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在干热河谷地区的植被恢复工作中，必须依靠科技

进步，把先进的科技成果及实用技术推广到造林和农村

能源建设中，根据实际情况，系统地进行立地条件划分，

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采取以灌草为主、乔

灌草结合、合理配置树种的技术措施，首先解决好地被

覆盖问题，同时坚持“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

讲求实效，开支与节约并重”的农村能源建设方针。充

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示范作用，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

元谋植被的恢复。 

2.3.1 在坝区（海拔 1500 米以下地区）：绿化荒山

以生态林（油桐子、余甘子、车桑子、鸡麻柳、剑麻）

为主结合发展新树种合欢类、相思类、山毛豆类，以经

济林（龙眼、咖啡、酸角、芒果、葡萄、香蕉）为辅结

合发展用材林，突出生态林建设，培育经济林和用材林。

农村能源建设以农村户用小型高效沼气池建设为主，积

极推广太阳能、液化气炉灶、电子炊具、转化可燃气技

术、煤炉；沼气综合利用技术，落实污水、沼泽池净化

在小镇的推广工作、无害化沼气公厕和集中处理农业有

机废弃物的大、中型沼气工程。

2.3.2 山区应以用材林（云南松、滇油杉、华山松）

为主，以竹子、香椿树等为辅。经济林：如姜驿乡以石

榴为主，小枣、药材为辅；新华乡以小枣、板栗为主。

农村能源建设以节柴改灶为主，抓好节能烤烟房、猪饲

料生喂、微水电的开发利用，积极做好小型高效沼气池

建设的示范推广工作。

2.3.3 推广混交林技术来加快绿化荒山步伐；推广

带状撩壕预整地或大塘预整地工程造林技术；推广袋苗、

壮苗上山是保证成苗率和成活率的关键；抓住 6 月中旬

到 7 月底元谋降雨集中的最佳造林定植时间；运用生根

粉进行植株根系处理，提高成活率。

2.3.4 不断开发、引进先进的农村节能新技术，让

使用水平和管理皆能提升。单项和系统技术区别在于前

者注重综合利用后者注重优化组合，以提高农村能源建

设在元谋植被恢复中的科技含量和技术档次。大力推广

“预制封顶底层出料”沼气池，技术综合应用；设立技

术培训课程优化人员工作素养，有考试合格证者需要按

照规定职称并且遵从上岗制，做到每个村（办）都有 1—

2 名农村能源农民技术员。组建的沼气工程施工企业，

报州级农村能源主管部门审批，以便加强建设规模、质

量和速度的监督管理。严格执行农村能源建设的有关规

定，强化建设质量的监督检查和验收，加强安全教育，

防止事故发生。

3 农村能源建设在干热河谷地区植被恢复中的作用
支撑农民物质生活保障即为——农村能源，将资源

合理开发并且规划使用效率，这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坚持西部大开发、坚持维护生态环境、完成绿色

经济建设等伟大目标非常重要。

“八·五”时期以来，我县已经在此方针指导下落

实着国家新能源建设与发展目标，确定多能互补、就地

取材、全面利用等原则，农村能源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农村能源对薪柴的消费比重逐年下降。“九·五”期间，

随着“省级沼气建设重点县”、“国家生态环境建设工程”

项目的组织实施，近年来的沼气池建设都在千口以上，

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到 2003 年底，全县累计建成

农村户用沼气池 13033 口，改节柴炉灶的有 44564 户，

推广太阳能热水器 6743 平方米，仅省柴灶和沼气池的

推广，年能源开发节约能量就达 164000t 标准煤。农村

能源工作的开展，推动着西部大开发的发展和农村地区

经济建设，找寻历史关键抑郁从而奠定下支撑农村资源

能源建设的基础，为今后工作经验积累创造条件。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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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直面面对元谋干热河谷的不良生态环境现状，生态

环境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能源建设面临严峻的挑

战，如何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农村能源建设的任务还十

分艰巨。年人均能源消费离 0.8—1t 标准煤的小康水平

差距还大，农村能源的消费结构与建设绿色经济强省的

目标要求还不相适应，在一些村社能源紧缺，浪费严重

现象还十分突出，会间接“干预”自然生态和周围人群

的生活品质。所以，要使元谋山川秀丽、环境优美、人

与环境协调发展，还需长期努力。最主要便应巩固所有

人维护生态稳定思想，鉴定执行国家环境维护政策，同

时严格落实管制法律、法规，保证植被恢复工作的顺利

开展。其次，抓住国家计委在元谋实施国家生态环境建

设工程的契机，切实依靠科技进步，使元谋植被得到尽

快恢复，生态环境有重大改变，实现人口、生态环境、

经济建设的和谐协调，保证全县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总之，抓住发展机遇，对农村能源消费结构进行合

理的调整，加快新能源利用和建设的步伐，还原绿水千

山样貌；重新建立可协调地区人口、经济、建设、资源

分配等观点；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方式，引导人们以合理

的行为方式从事经济、社会活动；使全县国民经济健康、

快速的发展，争取早日达到小康生活的社会目标，实现

全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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