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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展草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对于加强生态建设、深化产业结构
调整、发展现代农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甘肃省草业的发展独具特色和优势。
多样性的生态环境所蕴含的丰富生物资源、气候资源，使这里形成了比较齐全的草原类型。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省在草业发展方面也聚集了比较雄厚的科研和技术力量。
特别是作为我国现代草业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任继周院士所带领的科研团队，在草业研究和开发方面的
卓越建树，为我省草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人才保证。
　　多年来，我们把调整经济结构同改善生存发展基本条件有机结合起来，顺应自然规律、经济规律
和科学规律，在全面推进草原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通过牧区开发示范工程、天然草原恢复与建设、牧
草种子基地建设、退牧还草工程等一批草原生态建设项目的带动，使主要牧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初
步改善，草原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积极进展。
同时，在农区积极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使得人工种草稳步发展，草种子、草加工、草坪等产业迅
速兴起，且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草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它的发展同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同改
善优化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草产业和草食畜牧业，逐步改变传统的单一的农业结构和广种薄收的生
产方式，努力走出一条恢复优化生态环境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是甘肃推进科学发展的现实选择。
我们应当从战略的高度，加强对草产业发展的研究，更加重视草产业的发展，不断提高草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由省农牧厅组织开展的甘肃草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得到了任继周院士的关
注和肯定。
相信这些研究成果的应用，必将对我省草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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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甘肃草业发展历史的全面回顾和系统总结，是甘肃几代草业工作者半个多世纪劳动成果的结
晶。
在全面反映一个历史阶段甘肃草原资源及草业发展现状，认真总结分析草业发展的成就和存在的主要
问题，借鉴国内外草业发展经验，深刻认识草业所处发展阶段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研究，科学地提出
了符合省情的草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这项研究成果涉及社会、资源、环境等诸多领域，体制、机制、政策等诸多层面。
尤其在草原资源保护、草原生态建设、草业经济发展、草业产业化、草业科技教育、防灾减灾、重大
工程及保障体系等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中，把草业与生态建设、经济发展、和谐社会构建等紧密结合起
来，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为甘肃省进行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决策，指导草业发展及生态建设，提
供了科学依据。
    本书可作为政府决策及草业行政管理人员和草业科学、农学、资源环境等领域科技人员及管理人员
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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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一）灾害的概念    （二）灾害分类    （三）甘肃草原灾害的主要类型  三、主要草原灾害    （
一）草原雪灾    （二）草原干旱灾害    （三）草原鼠灾    （四）草原虫灾    （五）草原火灾    （六）草
原暴雨及洪水灾害    （七）草原大风与沙尘暴灾害    （八）草原荒漠化  四、草原防灾减灾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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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防灾减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二）防灾减灾目标与任务    （三）防灾减灾区域布局    （四）
防灾减灾对策    （五）防灾减灾的配套政策措施  参考文献第九章  草原保护与建设工程  一、实施草原
保护与建设工程的重大意义    （一）实施草原保护与建设工程是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构建和
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二）实施草原保护与建设工程对遏制草原退化、沙化，改善生态环境，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    （三）实施草原保护与建设工程是缓解草畜矛盾、实现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
要求    （四）实施草原保护与建设工程是促进牧区经济发展，提高农牧民收入的客观需要和重要途径  
 （五）实施草原保护与建设工程是有效恢复草原植被，兼顾生态和经济效益的最佳途径    （六）实施
草原保护与建设工程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举措  二、近年来甘肃省实施的主要草原保护与建设
工程介绍    （一）牧区开发示范    （二）天然草原恢复与建设    （三）牧草种子基地建设    （四）草原
防火体系建设    （五）退牧还草    （六）草原监理站建设  三、实施草原保护与建设工程的主要做法与
成效    （一）以植被修复为目标，草原生态治理初见成效    （二）以重点工程为载体，草原建设投资
稳步增加    （三）以围栏建设为主体，草原基础设施不断夯实    （四）以健全机构为主线，草业服务
体系逐步完善    （五）以草原承包为突破口，草畜平衡制度稳步推开    （六）以提高农牧民生产生活
水平为目标，牧业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完善  四、主要建设模式和典型经验    （一）以牧户为单位，“六
化”家庭牧场经营模式效益显著    （二）以龙头企业为纽带，农牧互补战略成功实施    （三）以苜蓿
草产品加工为主体，草产业化战略强势运行    （四）以转变牧区生产生活方式为目标，大力实施草畜
平衡战略    （五）以草原建设项目为基础，成功探索出适合不同生态区域的植被恢复模式  五、草原保
护建设工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前期工作不够扎实，可行性研究不深入    （二）一些地方财务
管理不规范，违规使用建设资金    （三）部分项目管理粗放，部分工程质量较差    （四）工程配套资
金比例过高，筹措难度大    （五）科技支撑不够，项目建设技术落后  六、草原保护与建设工程可持续
发展战略    （一）指导思想    （二）总体思路    （三）坚持原则    （四）期目标    （五）远景目标    （
六）需要实施的重点工程    （七）工程布局    （八）工程实施预期成效    （九）草原保护与建设工程
保障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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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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