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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佳 

 

○2012年初，白春礼要求集合全院相关领域的优势力量，积极推进生态草业特区建设。 

 

○今年，中科院“生态草业特区建设关键技术集成示范与理论构建”重点项目正式启动。 

 

○中国的60亿亩草原，13亿亩在内蒙古；内蒙古正急需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升级。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很多人梦中的草原盛景。那里不但生态环境优美，而且配

套有发达的现代草原牧业，牧民生活富足，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好地方。 

 

这个草原梦，也打动了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2012年初，白春礼就要求集合全院相关领域的优势

力量，积极联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合适的时机推进生态草业特区建设。 

 

同样拥有这样一个草原梦的，还有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从事草原研究的科研人员。 

 

记者从近日在京举行的“建设生态草业特区”高层研讨会上获悉，今年，中科院重点部署项目“生

态草业特区建设关键技术集成示范与理论构建”已正式启动。植物所科学家及胸怀同样梦想的人们心中

的那个理想国度，终于有了一个科学的落脚点。 

 

草原之痛 

 

中国拥有60亿亩草地，约占国土面积的41%，是耕地面积的3.2倍，林地面积的2.5倍，是中国当之无

愧的畜牧业基地、生态环境屏障、江河发源地及战略资源接续地。 

 

可与广阔的面积不相称的是，目前60亿亩草地仅承载了1.6亿人口，而18亿亩耕地却承载着近8亿人

口，并为近4亿城市人口提供了绝大多数的粮食、蔬菜、蛋类及肉类。 

 

“换言之，草地的生活供给能力仅相当于耕地的1/25~1/20。”中科院植物所所长、中科院院士方精

云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和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什么不能在辽阔的草

原地区也建立类似的草业经济技术试验区呢？” 

 

植物所科学家也许没想到，当初这个看上去有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竟很快得到了中科院、内蒙古自

治区政府和广大草原科研人员的响应和支持。 

 

在内蒙古再建一个“深圳” 

 

生态草业特区，指在一个独立的旗（县）或国家划定的特定区域内，充分运用生态学原理，借鉴现

代化农业理念，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精细管理、集成现代科技成果，建立以发展草牧业为主、多

种生物产业为补充的多功能示范园区，以及牧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试验区。 

 

这块大“试验田”将首先在内蒙古自治区得到实践。中国的60亿亩草原，13亿亩在内蒙古。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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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中国传统畜牧业基地，内蒙古也正急需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升级。 

 

以苜蓿为例，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该产业的发展，将其视为“绿色黄金”甚至“立国

之本”。作为重要的叶蛋白原料植物，苜蓿不仅是很好的饲料，在医药、食品、饮料、化妆品、洗涤用

品领域都有着广泛应用。 

 

当前，人工草地特别是苜蓿人工草地的种植规模和生产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畜牧业发达

程度的标志。可在中国，人工草地的发展却仍处于量少、质劣的阶段。正如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王

玉明坦言：“内蒙古人工草场发展很慢，还不到我们草原面积的2%。” 

 

但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李凌浩也深知内蒙古的潜力。他们计划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12个乡镇开

展一项示范工程，将研究所几十年来积累的关键技术集成在一起，最终让“绿色黄金”铺满这片土地。 

 

“中科院在内蒙设有一个草业研究中心，两个国家野外台站和4个所级野外台站，内蒙古与中科院的

优势合力已经形成，相信我们可以做好这件事。”他说。 

 

正蓝旗的另一条路 

 

位于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部边缘的正蓝旗，是蒙元文化的发源地，元世祖忽必烈在这里建立了中

国历史上最大的草原城市——元上都，历史学家将其奉为与意大利庞贝古城齐名的人类文明遗址。 

 

但是，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却在畜牧业方面遇到了瓶颈。“比如在草原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着多头

管理、责权不清等问题。” 

 

在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看来，正蓝旗需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在他们的规划中，新的正

蓝旗生态草业示范特区将在生态环境良好、生产潜力大的地方重振天然草地产业，将其生产力在现有基

础上提高50%～100%，同时控制草地载畜量，让广阔的草地休养生息。科学家还计划在一些农牧交错地区

发展精细草业，采用现代农业手段，使人工草地的生产力提高到天然草地的10～20倍。此外，生物制

药、草原养禽、有机食品、生态旅游等产业也都将得到配套发展。 

 

根据测算，特区建成后，牧民人均收入将从目前的不足7000元增长到14000元左右。项目直接产生的

经济效益将达17.1亿元，通过提高生态服务功能效益将达16.4亿元，总效益高达33.5亿元。“我们的目

标是要多途径增加牧民的收入来源，同时有效减少生态压力，保障在少量土地上大幅度增加经济附加

值。”蒋高明说。 （原标题《“生态草业特区”的追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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