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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只要提起凤山核桃、弄拉旅游，许多人都
会竖起大拇指。

凤山核桃赢得嘉许，源于它是石头缝里长出来
的。从 2000 年开始，凤山县利用西部大开发和退耕
还林的机遇，确定了“山顶封育、山腰种核桃、山脚生产
粮食”的石漠化治理方针，计划在全县石山区种植核
桃。之所以相中核桃，是因为核桃果仁加工链长，经济
价值极高、加工升值空间大；核桃根系发达，耐瘠抗旱，
其庞大的地下根系和巨大的地上树冠能保持水土、涵
养水源。

计划很好，实行却不易。石山地区缺土少水，凤山
县实行“砌墙补土护核桃”工程，将山坡上每株核桃周
围都用石头砌起来，形成直径 2 至 3 米的护土墙。又
从其他地方找来泥土填补在护土墙内，营造出适宜核
桃生长的“温床”。到 2011 年 3 月，凤山县石山核桃种
植面积已达 6400 公顷，涉及全县 92 个村 26000 农户，
其中扶贫整村推进村 61 个，涉及人口 11 万。全县
18.3 万农民中有 13.26 万人种植核桃。凤山县核桃种
植面积占广西全区 63.25%，已成为广西最大的核桃生
产基地县。如今，凤山县每年核桃产量 300多吨，核桃
产值 1000 多万元，成功走出了兼顾生态、经济效益的
石漠化治理之路。

凤山是一个县，弄拉屯则是一个小山村，属于马山
县古零镇。1958 年，弄拉屯大量树木被砍伐，植被遭
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成为典型的重度石漠化地区，群
众一度饮水困难。此后的几十年，弄拉人通过管住“一
把刀”、侍弄“一把火”、突出“一个造”，摸索出适合石山
地区发展的“山顶林、山腰竹、山脚果、平地粮、低洼桑”
的立体生态治理模式。如今，125 人的弄拉屯，拥有果
树 650 多亩、中药材 500 多亩、用材林 790 多亩、中药
材 200 多种，森林覆盖率达 73%，有野生动物十几种，
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由于深林覆盖率高，弄拉
夏季日均气温只有 23 摄氏度左右，引来远近大批游人
避暑消夏。2008 年，广西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弄拉自
然保护区。弄拉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组建了广西
第一个生态旅游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休闲旅游。目
前，弄拉生态旅游景区道路已基本建成，年接待游客量
20万人次，年营业收入达 2000万元。

凤山核桃与弄拉旅游，堪称石头山上的奇迹。

生态修复不容等待，必须持续加力！这是记者采

访完广西石漠化地区后最想说的话。

最近几年，我国林业部门十分重视生态修复工作，

在立地条件比较困难的地区加大造林绿化力度，实施

生态治理攻坚。广西各级林业部门将石漠化治理作为

生态修复的重点，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治理模式。经过

多方共同努力，广西石漠化治理工作取得了可观成效，

但困难仍然较多，形势依然严峻。监测数据显示，广西

仍有石漠化土地 190 多万公顷，占岩溶区土地面积的

23.1%；潜在石漠化土地 220 多万公顷，占 27.5%。在石

漠 化 土 地 中 ，极 重 度 石 漠 化 面 积 8.5 万 多 公 顷 ，占

4.5%；重度石漠化面积 99.8 万多公顷，占 51.8%；中度石

漠化面积 56.6 万公顷，占 29.4%；轻度石漠化面积 27.5

万公顷，占 14.3%。石漠化面积如此广大，治理任务十

分艰巨，但是长期以来，资金投入却严重不足。

根据《广西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十一

五”期间，广西石漠化治理需要投入 175 亿元，而国家

整合各项资金投入不足三分之一，尚有三分之二以上

的缺口。原因在于，石漠化治理工作目前仍主要依赖

财政投入，亟待建立全方位、多渠道的投入机制。再有

就是石漠化治理难度大、投入高，配套政策不完善，补

助标准偏低。例如，综合治理每平方公里只补助 20 万

元，标准严重偏低，远远不够成本。石漠化地区都是贫

困地区，地方财政困难，贫困人口多，群众生存发展与

生态保护的矛盾突出。为保障治理成效，宜尽快大幅

提高补助标准。

生态修复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打好

这场攻坚战，需要我们共同行动，持续加力，久久为功。

石漠化生态修复之路怎么走

—
—广西石漠化地区生态修复调查

本报记者

黄俊毅

没有生命的石头也能长高吗？广西崇
左市龙峡山上的石头就能，至少在 60 岁的
庞宗锋眼里是这样。山上草木不长，石头
却越长越高，从小就生活在石山里的庞宗
锋对这种事见怪不怪。

其实，并不是石头在长高，而是因为山上
的植被破坏后，水土不断流失，基岩裸露越来
越多。崇左市林业局局长钟海光说，龙峡山
属典型的岩溶地貌，重度石漠化。2006年治
理之前,龙峡山基岩裸露度在45%以上，植被

为少量石山灌草，盖度不足10%。
山上到处是石头，只能在石头缝里的

零星泥土上种点玉米。庞宗锋从六七岁
起，就常拿着尖木棍，跟着大人背着竹篓，
满山见缝插针点种。即使种满一面山，稀
稀拉拉地长出庄稼来，加起来也没收获多
少粮食，每年供一家人填饱肚皮都成问题。

庞宗锋的经历何尝不是广西石漠化灾害
严重地区上年纪人的共同记忆。由于几乎没
有植被涵养水源，每逢下雨，石漠化地区极易

发生山洪、滑坡；只要隔几天不下雨，这里就
缺水干旱。山穷、水枯、林衰、土瘦，水旱灾害
频发，恶性循环，是石漠化地区的写照。

广西石漠化地区是典型的“老、少、边、
山、穷”地区，总人口 1200 多万人，占全区
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多年来，石漠化一直
是广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如何
有效治理石漠化，修复已被破坏的生态环
境，以减轻自然灾害、消除贫困，成为广西
全社会亟待破解的生态难题。

生态修复是目的，但要取得长效，一
定要有稳定可观的经济效益。唯有如此，
群众才会有积极性，石漠化治理才能形成
良性循环。通俗地说，石漠化治理模式一
定要科学、实用。

记者在百色市田东县看到，12 月末的
百色山野，依然绿意盎然。田东县印茶镇
昔日光秃秃的石头山上，如今都被农民种
上了竹子，郁郁葱葱。近年来，印茶镇农民
种竹积极性很高，麻竹、吊丝竹、杂交竹、细
叶龙竹已发展到两万亩。印茶镇新建村坡
六屯农民凌甫立一个人就种竹400亩。

种竹干什么呢？卖给纸业公司，每吨收
购价四五百元。竹子就像草一样，年年砍，年
年生。石头山上种竹子，好比坐等收钱。田
东县林业局局长陆万富说，农民积极性高，政

府顺势而为，大力推动“山上竹海”惠农利农
产业。田东县争取到国家发改委1000万元
扶持资金，免费为群众发放竹苗600万株，免
费为群众作技术指导。对连片种植15亩以
上的农户，纸业公司免费提供肥料。“要致富，
先种竹”，已成为印茶镇广大农民的共识。

广西林业厅副厅长邓建华说，在石漠
化治理实践中，广西林业部门总结出了

“六字”方针，即：封，封山育林；造，人工造
林、退耕还林；管，加强石山林木管护；沼，
建设沼气池减少烧柴火；用，石山森林资
源加工利用；补，对石山灌木林实行森林
生态效益补偿。广西林业科学研究院受
广西区林业厅委托，对天等、龙州、罗城、
平果、崇左、凭祥、田东、田阳、德保、那坡、
马山、大化、都安、忻城等 14 个市县的岩

溶地区进行调研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综
合评价法，筛选出具有较高的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栽培模式。当地
种植竹、任豆就是被优选出来的。

目前，田东县竹基地建设已形成 17
万亩的规模，每年产竹材 20 万吨。仅此
一项，农民每年增收近 1 亿元。曾经石漠
化灾害严重的田东县，现在森林覆盖率达
到了 57.22%。石头山变成竹林，农民就
在林下养土鸡。印茶镇新建村农民凌文
田养土鸡 1 万多只，每斤能多卖八九元，
今年已纯赚 6万多元。

在崇左市环城东路两侧，有总面积多
达万亩的重度石漠化石山区。如今，这里已
被打造成万亩珍贵树种种植石漠化治理示
范基地，光秃秃的石坡上已种满小树苗。这

一万亩石山，分属太平镇银山、马胎、陇断3
个村，2014年1月，被47岁的黄流辉从农民
手里整体流转过来，合同一签就是 50 年。
购树苗、挖坑、抚育，黄流辉已投入600多万
元。目前，示范基地已完成种植 4719 亩
19.8万株，都是降香黄檀、沉香等珍贵树种，
绝大部分已成活。降香黄檀俗称黄花梨，号
称木中黄金。黄流辉有信心将一座石山变
成金山。据钟海光讲，基地建设采用“公
司+基地+农户”运作方式，政府及林业部门
给予资金扶持和技术指导，企业投资经营，
农户以土地入股，共同参与管理，将来收益
由公司与农户按合同约定分成。

除了种竹子、降香黄檀、沉香，在石漠
化生态修复中，广西各地因地制宜，摸索
出不少好办法。比如：平果县“任豆树+剑
麻”治理模式，田阳县那满镇新楼村的“竹
子＋苏木”治理模式，马山县的“山顶林、
山腰竹、山脚药果、地上粮、低洼桑”的立
体生态治理模式。不管是哪种模式，都兼
顾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庞宗锋如今在龙峡山从事生态抚育
工作，每月工资 2000 元。2006 年 2 月龙
峡山生态修复性种植后，他目睹了石山逐
步由灰变绿。

据了解，广西自 2008 年开始实施以
小流域为治理单元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工
程至今年底，全区 75 个石漠化综合治理
重点县共完成封山育林 275 万亩、植被管
护 107 万亩、人工造林 25 万亩，完成林业
项目投资 6.68 亿元，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
善。据测算，新增林地每年可增加水源涵

养量 872.2 万立方米，减少土壤流失量
129.6万吨，吸收二氧化碳 1.58万吨。

全国最新石漠化监测结果显示，与
2005年第一次监测相比，广西全区石漠化
土地面积减少了45.3万公顷，净减19.0%，
占全国减少总面积的47%，是8个石漠化省
份中石漠化面积减少最多的；中度、重度、极
重度石漠化面积分别比2005年减少9.2万
公顷、30.5 万公顷、9.4 万公顷，分别净减
14.0%、23.4%、52.5%，石漠化正向轻度转
化。广西许多过去无森林覆盖的石漠化土

地，如今森林植被提高了许多。
2009 年，河池、百色等地遭受五十年

一遇的连续特大干旱，许多地方发生严重
的人畜饮水困难。地处重度石漠化典型
石山区的马山县古零镇古零村弄拉屯，不
但没有发生人畜饮水困难，而且每天还为
60 多位在村里修路的民工供应用水 30 多
吨。村民李华敏说，这主要得益于村里几
十年坚持在石头山上造林绿化，山上森林
茂密，涵养了水源。

广西林业厅数据显示，广西岩溶地区森

林覆盖率从2005年的52.4%，提高到2012
年的61.6%，增加了9.2个百分点。全区石漠
化土地生态状况改善面积达89万公顷，是继
续退化面积18.1万公顷的3.9倍，改善面积
远远大于恶化面积，治理速度大于破坏速度，
实现石山区生态环境稳步向好。

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介绍，“十二五”
以来，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91个县累计完成
人工造林 1100 多万亩，封山育林 6700 万
亩，森林抚育3500万亩，森林管护8300万
亩，治理石漠化面积3300万亩。片区森林
覆盖率平均提高近4个百分点，累计建成特
色经济林基地590万亩，一批核桃、油茶加
工企业成长为国家林业龙头企业。在生态
修复过程中，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越来越多的
贫困家庭实现了脱贫致富。

要有效治理石漠化、修复已被破坏的
生态环境，就必须首先解决一个现实难题：
缺水少土、满是石头的山上能种活什么？

广西林科院副院长项东云研究员说，
石漠化区域水土严重流失，不过一般石头
缝里还残存了一些土壤，只要树木在石缝
中生根成长，落叶逐步形成腐殖质层，生
态修复就有希望。

20 世纪 90 年代，生命力强、生长迅速
的桉树在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省区开
始大规模种植。石漠化地区能种桉树
吗？崇左市林业局先是尝试在龙峡山种
桉树，发现桉树能活，但长不好。2006 年

2 月,崇左市林业局将龙峡山列为石漠化
治理示范点，试种任豆树、降香黄檀、格
木、铁刀木等生命力强、抗干旱的树种，同
时混交台湾相思、银合欢、小叶榕等常规
树种，点缀种植凤凰树、蓝花楹、羊蹄甲等
开花树种。整地不炼山，见缝插针挖种植
坑，平均每亩种植 60至 80株。

“瞧！这就是任豆。幼苗一年可以长
到一人多高。”崇左市林业局总工程师黄礼
勒指着石缝里长出的一棵两米多高的小树
说。任豆根系发达，能在石灰岩石缝中向
四方生长，汲水以对抗干旱。据测算，一年
生任豆苗根可深入土中60厘米，侧根根辐

可达50厘米。由于萌芽力强，当森林遭破
坏后，任豆能迅速萌发成大片灌木丛。

龙峡山 2006 年 2 月生态修复性种植
后，连续抚育 3 年，主要是除草、松土、施
肥，同时加强管护。2010 年，降香黄檀和
银合欢开始开花结实，落籽后萌生幼苗。
如今人工造林的珍贵树种林分生长迅速，
郁闭度达到 0.8 以上，长势良好，已形成由
多树种组成的复层混交林。经测定，目前
降香黄檀平均胸径10.5厘米，平均树高11
米，最大胸径15.5厘米，最大树高13米，并
已长有心材，心材直径达5.5厘米。通过封
山育林恢复的植被，盖度达到 75%。人工

造林与封山育林相结合的石漠化治理模
式，有效抑制了水土流失，龙峡山示范点已
从原来的重度石漠化转为非石漠化。

“任豆是适合广西岩溶地区种植的优
良树种，树干可作家具材料，枝丫可作燃
料。树叶含蛋白质 1.96%，高于大白菜和
青菜，可作为青饲料。”广西林科院生态研
究所所长申文辉教授说，为优选石漠化地
区生态修复树种，国家林业局设立了重点
科研项目，开展广西岩溶地区树种选择及
栽培模式试验，从 17 种乔、灌木试验树种
中，选出适合广西岩溶地区种植的 5 个优
良树种。广西林科院营建了试验林 215
亩，初步筛选出 3个高效配置模式，提出了
相应的综合配套技术，建立多树种、乔灌草
结合的试验示范林 2520 亩。这个研究项
目，解决了广西岩溶山区造林树种选择和
合理配置的关键技术问题。

生态扶贫两相宜
黄小东

凤山经验：

管 住“ 一 把 刀 ”

突 出“ 一 个 造 ”
本报记者 黄俊毅

众所周知，在石漠化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严重制约着地域经济的发展。对于生活在石漠化地区的人们，生存已成为大问

题。作为全国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广西岩溶区总面积达833.4万公顷，列全国第二位，占全区总面积的35.1%；石漠化面

积192.6万公顷，占总面积的10.7%，列全国第三位。2015年12月2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林业局公

布了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在此之际，记者来到石漠化危害严重的广西，调研这里的生态修复情况。

水土流失让石头越“长”越高

合适的树种实现了非石漠化

治理模式要因地制宜讲求效益

岩溶地区森林覆盖率增加9.2 个百分点

重度石漠化的广西崇左市龙峡山上，9 年前种下

的降香黄檀已长到碗口粗，造林者很有成就感。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图①图① 经过石漠化治理后的马经过石漠化治理后的马

山县石山区村屯绿化现状山县石山区村屯绿化现状。。

图②图② 河池市在大石山区通河池市在大石山区通

过种植核桃进行石漠化治理过种植核桃进行石漠化治理，，不仅不仅

改善了生态环境改善了生态环境，，而且帮助农民脱而且帮助农民脱

贫贫致富致富。。图为凤山县村前屋后的图为凤山县村前屋后的

核桃林核桃林。。

图③图③ 崇左市积极实施石漠化崇左市积极实施石漠化

综合治理工程综合治理工程，，20142014 年森林覆盖率年森林覆盖率

达达 5454..2222%%。。图为黑水河两岸山清图为黑水河两岸山清

水秀水秀。。 雷超铭雷超铭摄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