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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青海发展沙棘产业发展沙棘产业——

生态果变成黄金果生态果变成黄金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石石 晶晶

金 色 的 沙 棘 原 浆

按照 30 毫升一袋被封在软

包里，工人在分拣后每 10 袋一盒

经过塑封整齐码放在厂房一角，等待发

运到全国各地。“最近订单太多，沙棘产品供

不应求，我们车间每天都在加班加点装包，依

然赶不上订单速度。”青海省海东市三合镇的

扶贫产业园里，高原农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主任刘明存说。

沙棘“浑身是宝”，从果实、籽到叶都可以

有效利用，是药食两用的植物珍品，被广泛应

用于药品、保健品、食品、化妆品等领域。沙

棘品种有中国沙棘、肋果沙棘、西藏沙棘三个

原生品种和大果沙棘系列引进品种。

青海生长的主要是中国沙棘，俗称小果

沙棘。高海拔、日照时间长、强紫外线以及氧

气稀薄等特殊自然环境，使青海本地沙棘天

生具备抗高寒、抗缺氧、抗疲劳的生物特性。

近年来，随着西部相关省份沙棘产业布

局的加快，在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产品研

发和市场开拓不断加速，沙棘系列产品深受

消费者追捧，沙棘产业日益火了起来。

生态造林

在海东市平安区洪水泉回族乡，随处可

见成片的沙棘。从高处向远望去，黑黝黝的

沙棘块状分布在远山近坡和河谷滩地里。走

进林子深处，黑黄色的沙棘果像玛瑙一样密

密麻麻挂在枝丫上。

洪水泉回族乡原来就有一些野生的沙棘

林地，靠近村庄和耕地的块状林地大多数是

人工栽植。“2000 年，我与村里人组成专业队

伍栽沙棘树，连续栽了 3 年，如今，当初的小

树苗长成了沙棘林。我家 30 亩旱地有一半

都退耕还林栽了沙棘树。”洪水泉回族乡永固

村村民王英青说。

沙棘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用于青海省东

部浅山地区造林；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

青海全省共有沙棘面积 89 万亩；自 2000 年开

始，生态立省的青海开始实施退耕还林、退耕

还草工程，实现了从毁林毁草开荒到退耕还

林的历史性转变，沙棘资源得到较快增加。

根 据 青 海 省 林 业 和 草 原 局 资 料 显 示 ，

目前全省沙棘资源面积达到 245 万亩，占全

国沙棘资源总面积的 8%，其中，天然林 101

万亩，人工林 144 万亩，全省可利用沙棘资

源面积近 40 万亩，占全省沙棘资源总面积

的 17%。

在高原地区，耐寒、耐旱、可在砂砾地和

贫瘠的土壤里成活的沙棘，有利于保持水土

流失、改良土壤、修复生态，被形象地称为“地

上一把伞、地面一张网”，成为当地群众和林

业部门青睐的先锋树种，也是药食两用的经

济林树种。

集原料、肥料、饲料、燃料于一体的沙棘

作为“四料”树种，其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非

常显著。

多年生态造林栽种的沙棘，不仅改善了

当地生态环境，也逐渐显现出了经济价值。

生态果也是黄金果，可以实现生态与产业双

赢的小果子，正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上世纪 80 年代，原西北林学院（现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开始研发利用沙棘，各种沙棘

产品被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和化妆品等领

域，逐渐掀起了我国“沙棘热”，青海省在大

通、西宁等地也相继建设了 6 个沙棘利用加

工厂，但由于投入不足、管理不善、生产工艺

落后等因素，沙棘产业发展始终较为缓慢。

2000 年以来，随着青海省委省政府“东部沙

棘，西部枸杞”的林业产业发展战略实施，沙

棘产业受到进一步重视，取得了一定发展成

效，产业发展初具规模。

如今，沙棘已经从名不见经传的小果成

为备受市场追捧的“高原圣果”。

小果真金

天高云淡、海鸥翱翔，青海湖畔的万亩沙

棘林是野生动物的家园，良好的自然环境让

这里的沙棘品质好、产量高。“我们公司出产

的沙棘原浆、果粉等系列产品销售额翻倍增

长。青海高海拔的沙棘果维 C、黄酮等含量

非常高，是高营养价值食品。”莫热仓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华青说。

前人栽树，后人受益。华青从小在青海

湖畔长大，父辈们防风固沙栽植的沙棘，成为

他创立“莫热仓”最大的资本。2021 年，他通

过人工林地流转承包了青海湖周边 3.6 万亩

的沙棘基地。采用人工采摘冷冻后，用德国

进口榨汁机设备和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

和 技 术 ，利 用 线 上 和 线 下 两 种 方 式 销 售 。

2022 年，公司年产值已达 2000 多万元。

企业对市场的嗅觉是灵敏的。目前，青

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

集中一批沙棘加工、原料收购、储运、包装、销

售等企业，研发生产青海沙棘籽油、沙棘果

油、沙棘总黄酮、沙棘原汁、沙棘浓缩汁、沙棘

茶、沙棘果酒等 20 多种系列产品。莫热仓农

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已在海南州建立新的厂

房设备，扩大企业规模准备加大投产。

走进位于园区的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办公楼，楼道里纸箱子摞到房顶，行

人侧身才能通过。“最近沙棘产品销售火爆，

这些纸箱子都是在等产品初级包装后装箱发

货的，产品销售火爆程度可见一斑。”该公司

总经理孙允武说，“现在我们生产的高原特色

农产品有原材料和终端产品，原产品种类有

30 种，终端产品有 16 种。其中，沙棘的产值

贡献率占到 60%。”

由于人们对健康生活的需求，维 C 含量

高、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沙棘在各大

电商平台销售火爆。

记者打开一些网络销售平台输入沙棘原

浆关键词搜索，不同产地不同商家的沙棘产

品琳琅满目。

“高原农夫”沙棘原浆和系列产品深受消

费者认可，最高时一个月有 25 万元销售额。

“我认为品质很重要，这是立身之本，所以选

择了做青海小果沙棘，只要品质过关了，就有

坚定的消费者追随。”专做青海小果沙棘的抖

音主播“潘厂长”告诉记者，她在选品时，到各

沙棘生产企业源头实地了解情况，最后将地

点选在了海东市三合镇，依托当地丰富的小

果沙棘资源，产品品质有更好保证。

直播一开，消费者们在手机屏幕的闪烁

中快速完成下单，高原上的沙棘产品加工生

产后几经辗转来到消费者手中。时过境迁，

本是当地人取暖燃料和随手摘吃的沙棘酸果

子，在今天成为了现代人的健康消费品。小

果子，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真金白银。

爬坡过坎

目前，青海沙棘相关企业共 152 家，其中

加工企业 57 家，培育了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青海清华博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青海伊纳维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家规

上企业。

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企业加足马力生产

销售⋯⋯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沙棘产品销售

火爆，但企业却忧心小果沙棘原材料不足。

“我们企业背靠洪水泉大规模的人工沙

棘林，原材料收购面临一些难题，每年陆续两

个月收购期，需要把当天的鲜果拉运冷冻。

人工采摘效率提不上去。”高原农夫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明忧心忡忡。

青海当初栽种人工沙棘林是出于保护生

态，并未按照经济林栽培模式建设。沙棘林

生长茂密，车辆和人员进入比较困难，沙棘果

不易采摘，林地生产力也不高，资源利用率

很低。

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自己

的沙棘种植基地，却依然面临原料紧缺的现

状。“我们作为龙头企业，自己建了一部分原

料基地，但是大规模建基地企业从资金投入

到土地方面有很大困难。小果沙棘原材料短

缺制约着公司长期发展，亟需解决这个问

题。”孙允武说。

一边是原材料紧缺，一边是市场供不应

求，生产加工企业往往采用外地采购一部分

大果沙棘配合青海小果混装的办法解决市场

需求。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总经济师才

让旦周分析，从全省沙棘资源保护利用

实际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短板：一

是先天短板；二是基地建设短板；三是

资金和技术支撑短板。

才让旦周表示，近年来，青海省林

草局从强化政策支持、优化产业布局、

加强保护利用等方面入手，推进青海沙

棘保护利用高质量发展。首先，突出保

护优先，对沙棘天然林严禁利用，严格

保护沙棘一级国家公益林，在不破坏森

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二

级国家公益林人工林沙棘资源。巩固

集体林权改革成果，积极探索沙棘林

“三权分置”的机制创新，鼓励并规范沙

棘人工林流转利用，支持通过抚育改造

等方式建设沙棘采摘基地，提高沙棘资

源 利 用 率 ，为 沙 棘 产 业 发 展 提 供 原 料

保障。

其次，产业链发展中的问题，林业和

草原局从良种繁育、林地流转、雌雄株搭

配比例、栽植、采摘、收购、冷链运输、产品

加工、政策扶持、金融渠道等全产业链，进

一步分析和研判限制青海沙棘资源保护利

用症结所在，对症下药。在加强生态环境、

沙棘资源保护和落实耕地“非农化、非粮化”

政策的同时，找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法，确定

可长期坚持的目标任务，在实践中提高思想

认识和共识，争取在“十四五”时期将青海沙

棘产业打造成年产值达 10 亿元的特色林草

产业。

产业爬坡过坎的过程中，发展思路和政

策引导至关重要。2022 年 10 月 19 日，青海

省副省长刘涛主持召开青海省沙棘资源保护

利用专题会议，审议《青海省沙棘资源保护利

用三年试点方案》，为全省沙棘保护利用事业

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近期，青海省林业

和草原局正在抓紧完善《青海沙棘资源保护

和利用三年攻坚行动方案》，努力通过示范带

动加快推动沙棘资源保护利用。

呼伦湖长大了更美了
本报记者 余 健

“截至 2022 年 12 月，呼伦湖水面面积扩

大至 2237.5 平方公里，水量达 134.9 亿立方

米。”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副局长窦华山兴奋地说。

素有“草原之肾”之称的呼伦湖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地处呼伦贝尔大草原

腹地，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维系周边草原

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

有重要的生态功能。

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水清岸绿的呼伦

湖便吸引了鸿雁、天鹅、蓑羽鹤等多种珍稀鸟

类前来驻足停留，呼伦湖也成为各种野生动

植物和谐共生的绿色家园。

近年来，呼伦湖水位与水面面积稳中有

升，干涸 15 年的新开湖重新开始注水，松哈

拉湖等 3 处小型湖泊湿地与呼伦湖恢复连

通。呼伦湖的水质也稳定保持在合理目标区

间，流域生物多样性逐步提升。

2013 年至今，保护区内记录到的鸟类种

类及个体数量均呈连年增加态势，鸟类由

333 种增加至 345 种，鸟类种群数量增加近万

只；鱼类由 32 种增加至 39 种，哺乳动物由 35

种增加至 38 种，体现出流域生态环境的持续

向好。

来自鄂伦春自治旗的李麟，第一次看到

呼伦湖便赞不绝口。他说，在呼伦湖，各种美

景都异常清晰，比平时看到的绿草更绿、天空

更蓝、湖水更清，蔚蓝的天空倒映在清澈的湖

面上，远远望去，宛如镶嵌在草原深处的“蓝

宝石”。

如今美丽动人的呼伦湖过去也曾消瘦憔

悴过。2002 年开始，由于受持续暖干气候影

响，呼伦湖来水量减少，蒸发量增大，相继出

现了一系列生态问题。水位下降、蓄水量减

少。2012 年湖面由丰水期的 2300 多平方公

里缩减到 1750 平方公里，蓄水量严重下降，

水质也逐渐变差。

从小生活在呼伦湖畔的呼伦贝尔市新

巴尔虎右旗达赉苏木布尔敦嘎查牧民满达

亲眼见证了湖水的萎缩与恢复。3 年前，他

辞去工作，回到牧场，安心做起牧民。在做

牧民之余，他主动对呼伦湖周边进行监测

和实地调研，记录鸟类变化情况。他说，呼

伦湖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注定是一场

持久战，需要社会各界和牧民群众勠力同

心共同守护。“随着近年来一系列修复和治

理项目的实施，呼伦湖水域面积逐年扩大，

生态环境逐步恢复，我们看在眼里，乐在心

头。”满达说。

呼伦湖重现生机与活力离不开呼伦湖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各类项目的扎实推进。

窦华山说，多年来，呼伦贝尔市把呼伦湖生

态环境保护治理作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

“头号工程”，遵循“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治理”理念，最大限度削减人为因素

对生态环境不利影响，坚持自然恢复，从生

态补水、体制建设、环境整治、科学研究等方

面落实了多项保护与治理措施，取得了积极

成效。

呼伦贝尔海邻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姜军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

不断恢复，呼伦湖从曾经的浅水滩变成像海

一样的湖，尤其到夏季，这里水草丰茂、湖波

荡漾，野生动物择地而栖，越来越多的游客

前来打卡。“希望有关部门在做好呼伦湖生

态环境保护的同时，考虑充分发挥呼伦湖水

资源特有的优势，发展亲近自然的生态旅

游，让生态友好更加可持续。”姜军说。

随着保护治理工作和科学研究的不断深

入，人们对于呼伦湖的生态特性、水质成因与

演化规律也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现阶段呼

伦湖依然存在鱼类种群结构不合理、水体中

度富营养化等问题，仍需我们坚持力度不减、

干劲不松，不断将保护治理工作推向深入。”

窦华山说。

据 介 绍 ，下 一 步 呼 伦 贝 尔 市 将 全 面 巩

固 前 期 治 理 成 果 ，科 学 精 准 施 策 ，持 续 抓

好呼伦湖保护治理。到 2025 年，力争流域

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得 到 提 高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地 位 得 到

巩 固 ，生 态 保 护 修 复 体 制 机 制 得

到完善，切实稳定水量水质、改

善生态环境、建设美丽河湖。

同 时 也 将 进 一 步 完 善 保

护治理工作中的环保科技支

撑 机 制 和 社 会 公 众 参 与 机

制 ，坚 持 长 短 结 合 、标 本 兼

治，既抓当前、又管长远，在

呼伦湖流域加快构建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

局 。“ 现 阶 段 我 们 正 继 续 推 进

总 投 资 为 11.375 亿 元 的 控 源 截

污、生态修复、产业转型、科研监

测等 4 大类 19 个项目，持续深化

保护治理措施，截至目前已完

成 投 资 6.297 亿 元 。”窦 华

山说。

矿山生态修复须加把劲

童

政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

源厅近日透露，为筑牢南方

生态安全屏障，广西逐年增加

资金投入，按废弃矿山不同类

型实施差异化的修复方式，全

面 加 快 推 进 废 弃 矿 山 生 态

修复。

采矿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然

而，长期高强度大规模开发矿

产资源，且历史上对矿山生态环

境保护的认识不全面，也留下了

不 少 未 及 时 完 成 生 态 修 复 的 废

弃矿山，对周边地区生态环境造

成了较大影响。对废弃矿山进行

生态修复不仅关系到我国土地的

再利用，也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

以及生态环境优化等诸多方面，

对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

积极意义。

由于矿山开采历史悠久，我国

废弃矿山类型主要分有责任主体废

弃矿山和历史遗留废弃矿山，针对

这两种矿山，要分别出台相应的生

态修复政策措施。

对有责任主体的废弃矿山，要

细化工作安排，明确激励与惩戒措

施。例如，对实施废弃矿山生态修

复的责任主体，广西将给予激励支

持。对生态修复过程中可能存在

的违法用地、不按规定处置矿产品

等情形，不予批准新申请的建设用

地和临时用地，不予办理采矿许可

证审批登记，纳入信用联合监管体

系，追缴代为实施生态修复相关的

费用。这些做法有利于解决有责

任主体的废弃矿山生态修复任务

量大、责任主体积极性不高等普遍

性 难 题 ，调 动 责 任 主 体 实 施 矿 山 生 态 修 复 的 主 观 能

动性。

对由政府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历史遗留矿山，要继

续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支持作用，实施生态修复重大

工程，支持市县持续开展示范项目。例如，江西在全国率

先将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矿山生态修复的相关程序、激励

政策予以法规明确，尤其创新性地提出建设项目使用林

地定额、新增湿地占补平衡指标等奖励机制。广西还明

确社会资本可用 3 种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废弃矿山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全过程，对生态保护修复进行全生命周期

运营管护。社会资本可以通过获得的自然资源资产使用

权或特许经营权发展适宜产业，取得合理收益。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还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面临欠账

较多、资金投入不足等不利局面，因此，在鼓励社会资

本广泛参与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完善绿色信贷支持

和碳汇交易等机制政策，进一步拓宽社会资本参与

的回报路径，进而吸引有技术、有资金实力的大型

企事业单位参与，促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高

质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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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里宁静的呼伦湖冬日里宁静的呼伦湖。。

田昊霖田昊霖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每逢候鸟迁徙季节每逢候鸟迁徙季节，，呼伦呼伦

湖湖飞鸟翔集飞鸟翔集。。

（（呼伦贝尔日报社供图呼伦贝尔日报社供图））

多年前，当地群众为了防风固沙在青海湖畔栽种的沙棘，如

今已是万亩沙棘林。 华 青摄(中经视觉）

青海生长青海生长的的沙棘沙棘。。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