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青
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境内，面积 24
万平方公里，年平均降水量 50 至 170 毫
米、蒸发量约 2000 至 3000 毫米，土壤
以荒漠土壤为主，是青海沙化面积最
多、治理难度最大、保护任务最艰巨的
地区。柴达木盆地沙漠化土地总面积 1.4
亿亩,占青海沙漠总面积的 75.6%，目前
土地沙化面积仍然以每年 100 至 120 万
亩的速度扩大。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被称
为“亚洲水塔”和“第三极”的青藏高
原牵动着世界的神经，这里的一点点细
微变化都可能影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
生态环境。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柴达木
盆地，更是这一区域气候调节重要的

“变压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沙尘暴
的进京路线主要有北路、西北路和西路
3 条传输路径，其中西路的源地在新疆
哈密和青海柴达木盆地，沙尘暴走河西
走廊、银川、西安，过大同、太原，最
后落于北京。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州委宣传部副部长麻严排分析认为，
柴达木盆地南边、东边和北边分别是三
江源、青海湖和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如
果柴达木荒漠化不能得到有效治理，势
必直接威胁这些地区的生态安全。

造林治沙谋双赢

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封山育林

及建设城市周边防护林等一系列治

沙措施，风沙天气明显减少。同

时，枸杞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地方

经济发展和农户增收，探索了适合

海西州生态建设和林产业发展双赢

的有效途径

记者来到海西州州府驻地德令哈
市看到，道路两边使用节水滴灌技术营
造的树木林立，有效地阻挡了风沙侵
袭。经过几年的造林治沙，海西州荒漠
化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

“近年来通过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及
建设城市周边防护林等一系列治沙措
施，风沙天气明显减少。”德令哈市林业
局局长杜进新对此深有感触。他说，10
多年前，德令哈的三到四月份天天刮风
起尘，特别是市属尕海镇比较严重，灌
溉沟渠每年都要清理四五次，作物春天
播种以后被风沙掩埋了，只能再次复播。

近年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立
足柴达木盆地实际，通过大力发展沙产
业、推广林业科技、构筑绿色屏障，完
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44.7 万公顷，取得
了较好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海西
州以公司、农牧企业生产实体为主，在
抓好生态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枸杞经
济林基地建设。截至目前，全州完成建
设枸杞基地面积 30.03 万亩，年产枸杞
干果约 3 万吨，产值约 12 亿元。枸杞产
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

农户增收，而且探索了适合海西州生态
建设和林产业发展双赢的有效途径。

都兰县是青海省沙漠面积较大、风
沙危害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共有沙化
土地面积 83.7万公顷。2009 年，根据本
地区实际，都兰县开始发展沙区特色产
业，截至 2014 年都兰地区农牧民共栽植
枸杞生态经济林达 11866 公顷，按挂果
后每年每公顷产枸杞干果 3000 公斤、
每公斤 40 元计，每公顷可产生效益 9 万
元 ； 每 年 可 为 当 地 农 牧 民 增 加 收 入
10.67亿元，前景非常可观。

围绕重点林业建设工程，大力推广
林业新技术，注重多项实用技术的组装
配套，突出抓好林业示范点建设。尤其
是都兰县实施的柴达木高海拔沙地综合
治理试验示范基地项目、乡土灌木树种
驯化繁育及示范造林技术项目的成功，
为柴达木沙漠化地区的林业建设探索出
了一条新途径。建立荒漠化造林、抗旱
造林等科技推广示范点 4 处，形成了
州、县、乡三级林业技术推广体系，并
推行了林业技术人员承包责任制。

近年来，海西州还在通道绿化方面
竭 尽 全 力 ， 先 后 在 315 国 道 、 109 国
道 、 青 藏 铁 路 两 侧 绿 化 252 公 里 、
12166 亩，铁路两旁设置网围栏 230 公
里，建设护林房 16 座 1226 平方米，有
效地阻滞了风蚀、风积、风沙流、沙尘
暴等对沿线的侵袭，确保了运输安全。

综合治理困难重重

随着人工造林面积成倍增加，

造林面积越大，管护成本越高，林

业部门负担越重。而中央补助资金

与造林实际成本悬殊过大，制约了

生态建设工程的持续实施

多年来，尽管海西州采取多种措
施，推进柴达木盆地荒漠化治理进程，
在局部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观的同时，
一些深层次的困难和问题也逐步凸显
出来。

站在巴音河畔，杜进新指着对岸
正在造林的柏树山植树带说，这片区
域 占 地 500 亩 ， 栽 种 了 油 松 、 山 杏 、
红柳、新疆杨等 8 类树种。为解决水
源 问 题 ， 林 业 局 在 这 里 修 建 了 提 灌
站，全部进行喷灌。由于土地沙化严
重，加上缺水，而且苗木全部是从宁
夏、甘肃等地购进的，直径 5 公分的
新疆杨每棵成本是 30.5 元，500 亩地
绿化成本达到 1000 万元，平均每亩地
要投资 2 万元。

“海西水资源缺乏，可以说没有水就
没有绿洲农业，水是保障林木成活的关
键因素。以德令哈市为例，全市累计造
林达 15000 亩左右，为解决灌溉问题，
打机井 25 眼，建提灌站 4 座，每年机井
和提灌站电费高达 200 至 300 万元 （不
含护林员工资和管护费），而且随着人工
造林面积成倍增加，造林面积越大，管
护成本越高，林业部门负担越重。”

杜进新说：“除造林绿化外，林业部
门还承担着管护、林政管理、病虫害防
治及 3 个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管护及
建设的工作任务，工作量大、人员缺
乏、机构不健全已成为制约德令哈市林
业发展的瓶颈。”

“目前采用机井取水配套滴灌设施进
行灌溉，节水灌溉造林成本较高，已达
到 1.3 万元/亩，而中央防沙治沙示范区
造林项目和高标准造林每亩补助为 300
元至 4000 元不等，补助资金与造林实
际成本悬殊过大，制约了生态建设工程
的持续实施。”格尔木市林业局局长赵文
才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全市用于林
地灌溉的机井有 23 眼，平均每眼井每年

用电量 15.8 万千瓦时，电力公司按非居
民用电标准收取电费，每千瓦时电费为
0.63 元，每眼井每年的电费为 10 万元，
23 眼井一年电费共计 230 万元。若按农
业用电核算 （0.294 元/千瓦时），23 眼
井一年电费为 90 万元。大部分林地使用
临时土渠灌溉，现有简易土渠约 110 公
里，水资源损耗极大，不能保障现有林
地的正常灌溉，严重影响林木的保存率。

海西州地处典型的干旱荒漠化地
区，也是全省年降水量最小的地区。境
内 120 余万公顷天然灌木林和 4.67 余万
公顷天然乔木林位于生态系统脆弱的地
区，在高寒和荒漠生态系统中处于极其
重要的生态地位,是江河源头及上游地区
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调节
气候、优化环境、防灾减灾、保护野生
动物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主
体，一旦遭到破坏极难恢复。由于海西
州人稀、荒漠化程度高度特殊的地理地
质原因，造成了治沙成本远高于国家补
助。从全州看，高寒干旱多风沙，森林
资源分散，管护力量少，资金投入不
足，造林难度大，造林需 1-2 次才能达
到质量要求，甚至需 3 次以上的补植补
种才能成活，因缺少补植补播费用，造
林成效难以巩固。部分农田防护林老
化、残次化，防护效能逐渐减弱，绿洲
生态系统受到直接威胁。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州长诺卫星
说，海西州计划全力实施以沙漠化治理
为核心，以防风固沙为重点，以保护盆
地生态环境为保障的盆地湿地保护、引
江济柴、青藏铁路 （国道） 防沙治沙、
农田防护林更新改造、生态畜牧业建
设、特色生态产业建设等荒漠化综合治
理项目，构建以绿洲防护林、天然林和
草原、湖泊、湿地点状分布的圈带型生
态格局。当然，实施这样的综合治理项
目需要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

柴达木盆地是区域气候调节的重要“变压器”，事关三江源、青海湖和祁连山生态安全——

治 沙 止 漠 路 漫 漫
本报记者 马玉宏

大规模的植树造林不仅增加了戈壁绿色，改善了居住环境，也有效改善和抵御了风沙的侵袭。 本报记者 马玉宏摄

北京市朝阳区高安屯餐厨垃圾废弃物处理厂车

间干净整洁，嘉博文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作业。

王冰洁摄

近半年来，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的伟超生
态家庭农场每天人来车往、热闹非凡，这里的草莓采
摘成了最受附近居民欢迎的休闲项目。

十堰市的草莓种植园将近百家，当地常规种植的
草莓每斤只卖 10 元左右，但伟超采摘园的草莓卖 50
元一斤仍是备受追捧。为何他家的草莓卖这么贵销
路还这么好？虽然听起来有些吹牛，但老板刘超确实
成了当地闻名的“草莓大户”。在别人眼中，刘超这
个从建筑行业“半路出家”的新农民简直是神了，但
事实上刘超的成功之法并不神秘，甚至一聊起草莓他
逢人就说，“是北京嘉博文的技术和生物肥，让我种
出来的草莓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刘超口中的生物肥是北京嘉博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利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生产出的生物腐植酸肥
料。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肥料的生产方式并不同于
普通肥料，它的生产原料完全来自于人们日常生活
中的餐厨垃圾。

“餐厨废弃物可不是垃圾！”嘉博文公司执行总
裁、首席科学家于家伊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餐后
的剩饭残渣在腐败变质之前仍然可以作为有用的原料
加工处理，只有彻底腐败变质的部分才能称为垃圾。

“千万不要小看了平时的餐厨废弃物，正是这些人吃
剩下的废弃食物，拥有着高能量、高蛋白，营养丰
富，是安全可靠的肥料原料。”于家伊说。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用废弃食物生产出的生物
腐植酸肥料，通过了国际、国内双重有机认证，14
项指标尤其是 9 项重金属含量指标均达标，符合欧
盟、美国、日本的有机标准，成为我国安全级别最高
的有机类肥料。而嘉博文自主研发的“采用餐厨废弃
物制备生物腐植酸的技术与工艺”，更是获得了联合
国知识产权组织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颁发的中国专
利金奖，实现了中国固废资源化专利金奖零的突破。

“残羹剩饭”竟能成为如此重要的生产要素，记
者满怀好奇地走访了嘉博文公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
北京高安屯餐厨废弃物处理厂。在这个中国最大的餐
厨废弃物处理厂内，记者彻底刷新了从前对于废弃物
处理的认识。与人们印象中臭气熏天的废物处理厂不
同，这里整洁、安静、无异味，偌大的厂房中，数十
台自主研发的发酵设备依次排开，现代化的厂房和设
施很难让人将其与传统肥料生产联系起来。

高安屯处理厂门口，两辆餐厨垃圾收集车正在称
重、卸货。于家伊告诉记者，嘉博文的餐厨废弃物主
要来源于北京市朝阳区和西城区，这两个区的环卫部
门负责餐厨废弃物的收集和清运工作。“目前，朝
阳、西城两个区的环卫单位已经和辖区内 2000 多家
餐饮企业签订了餐厨废弃物处理协议，每天环卫部门
专门的餐厨废弃物收运车都会去签约的餐馆，定时定
点收集废弃食物，并运到这里处理加工，最后变成生
物腐植酸肥料。”于家伊介绍。

记者跟随着生产流程，看到餐厨废弃物经过初步
分拣，分掉了饭盒等大型异物，之后废弃物被投入发
酵装备中，工人们立即将生物腐殖酸转化剂和一定比
例的麦麸、稻壳、花生壳等调整材料加进去，然后在
60℃至 80℃的高温下经过 8 到 10 小时的发酵，再筛
分走牙签、骨头等小型异物，最终生产出柔软疏松、
形似木屑、几乎无味的高品质生物腐植酸肥料。

“用它来沃土，当有机质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
候，土壤就有了自净化、自培肥的能力，农民就可以
少用化肥，甚至不用再施化肥。我们的肥料就是要让
土壤的生物活性更高，透气、透水性和保水、保肥性
更 强 ， 让 农 产 品 品 质 更 高 ， 让 瓜 果 蔬 菜 更 有 味
道。”于家伊介绍，用餐厨废弃物生产出的生物腐植
酸肥料肥效和安全性都格外高，总腐植酸含量是普通
有机肥的 7 倍多，有机质含量是普通有机肥的 2 到 3
倍，而重金属含量仅为普通有机肥的 1%。“所以说，
餐厨废弃物不是垃圾，而是绝佳的肥料原料。”

据介绍，高安屯餐厨废弃物处理厂设计年处理能
力 13.2 万吨，基本能解决周边 400 万城市人口每日
产生的餐厨废弃物。而目前嘉博文已在全国九大城市
建设了 14 个规模化的餐厨废弃物处理厂，每日大约
能处理 3000 万人口的餐厨废弃物，每年生产生物腐
植酸产能达到 50万吨，位居全国第一。

事实上，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中有 40%到 60%的
餐厨废弃物和厨余垃圾。从传统垃圾处理的角度看，
大部分都会采用末端消灭式的处理办法。可是，在处
理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氮氧化物同样会污染大
气，接下来就需要空气治理的介入，相当于消灭一种
污染物的同时又带来了新的污染。因此，对废弃物进
行资源化再造，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才能实现真正
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而这种餐厨废弃物的资源化利
用恰恰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作出了最
好的诠释。

餐厨垃圾

变身有机肥
本报记者 李 景 实习生 王冰洁

“ 水 贵 如 油 年 复 年 ，巟 沟 谁 信 变 桃
园 。 行 云 布 雨 由 天 定 ，我 命 清 流 不 下
川 。”今 年 4 月 ，河 北 在 全 省 开 展 节 约
标 兵 评 选 ，地 处 燕 山 深 处 的 承 德 县 王
麻 子 沟 村 斩 关 夺 隘 ，一 举 成 为 河 北 省
省级十大节约标兵之一。河北省著名
书 法 家 张 树 民 当 场 题 写 以 上 诗 句 ，对
其进行赞扬。

得知这一信息，记者专程于 5 月 8 日
来到该地采访。站在王麻子沟满是绿树
的山梁上，承德县水务局党委副书记高金
伟指着散发着浓郁花香的山川对记者说：

“上世纪 90 年代，王麻子沟还是一片荒山
秃岭，由于高度缺水，可以说是承德县最
穷的地方。”他介绍说，当时这个村 53 户
村民散居在这燕山北麓一条四面环山的
狭长沟谷之中，地势落差高达 300 米。这
里不仅雨热同季，而且每年 500 毫米左右
的降水量都集中在夏季主汛期，在这荒山
坡中很难积存，因此这里十年九旱，连村
里人很多时候吃水也得用牛车到五六里
外的山下去拉。于是他们用“山高坡又

陡，旱地渴死牛，土地望天收，盼水日夜
愁”的顺口溜来表达对水的渴望。

村民组长范孝臣对记者说，越是缺水
的地方越是盼水。“王麻子沟能够解决用
水问题，多亏了当时自己灵机一动。”1998
年春天，眼看播种季节就要到了，可老天
就是不下雨，急得沟里人像热锅上的蚂蚁
一样焦躁不安。有一天突然下起了大雨，
光秃秃的山坡上一下子就形成了地表径
流。一会就把山间的坑坑洼洼积满了。
看着这种状况，范孝臣想到：山场面积大，
容易积水，但山洪来得快、去得也快，能不
能挖一个水窖，把洪水引导到水窖中积存
下来，等到缺水时再使用？

说干就干，范孝臣立即在自家高海拔
的自留地山沟中试着挖了一口深 3 米、长
宽各 5 米、水泥浇筑的集水窖，水窖建成
了没几天，果然积满了雨水，他用软皮塑
料管把水引到山下自家的果园里。果树
喝上了“及时水”，长势格外喜人，当年 10
多棵果树就收入了 5000多元钱。

见贤思齐。53 户村民纷纷仿效范孝

臣开始建水窖，他们开山凿地，砌墙垒石，
年复一年地干起来。因水流靠落差，不需
水泵不用电，村民笑称这是“自流井”、“自
流水”。

王麻子沟的做法受到时任承德县委
书记郑晓东的高度关注，他组织全县在该
村召开了现场会，县水利部门帮衬搞了水
网规划：高海拔沟谷建“母水窖”，低处配
建“子水窖”，埋设连接塑料管、水龙头，水
由高到低梯次自动流入山坡山脚、房前屋
后、田间果园。

在村民李桂英家后山，记者看见一个
混凝土水窖矗立在一片砂砾石岩上，于是
立即爬上窖一看，只见里边积满了清水。

“雨水就是财富啊！我家这个水窖刚建起
不过 10 天，昨天仅仅下一场中雨，由于砂
砾石岩不透水，一下就把这 60 多立方米
的水窖积存得满满当当，看来我家这两万
多元的建设工本费还是很值的。”李桂
英说。

李桂英 10 年前家里只有几棵果树，
一遇干旱就绝收。现今可大不同了，她家

里建起了 12 口水窖，全是一口接着一口
的自流井，一次能积水 400 多立方米，全
家开垦的 10 多亩山场都成了花果山，共
栽种果树超过了 500 多棵，一年下来，收
入能够达到 10 万元。她执意带记者参观
自家新建的一座近 300 平方米的两层小
楼。她对记者说：“现在我们王麻子沟农
民用水不用愁，水浇地上的果树就是摇钱
树，村民很快富裕了，日子过得比城里人
还惬意！”

“只有山更绿，水才会更多。”县水务
局局长王学军说，尝到“生态甜头”的王麻
子沟人最明白，只有树多林密，雨水才会
越积越多。如今，王麻子沟村共建起绵延
1 里的集水窖“自流井”600 多口，铺设地
下输水管道 55 万米，人均蓄水 100 立方
米，年蓄水量相当于一座 3 万立方米的小
水库。全村户均果树 300 棵，每亩地收益
至少三四千元，户均收入超过 6 万元，比
16 年前翻了 30 倍。正是这漫山遍野、星
罗棋布、汩汩流淌的集水窖“自流水”，为
村民们输送着源源不断的生态财富。

河北承德王麻子沟村依托集雨水窖建成“自流井”——

“我命清流不下川”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张青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