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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在世纪之交作出的重

大决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优化国

土开发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于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地带，改变西部地区落后面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回首西部大开发 15 年，是甘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发展质量

最好、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2009

年以来，甘肃加快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

巨大成就。基础设施实现重大突破，宝兰铁路二线、兰新二线等标

志性工程相继建成，连霍高速甘肃段全线贯通，航空网络迅速发展，

全省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初步形成。生态环境保护明显加强，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风沙源治理等生态工程稳步推

进；重点流域综合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综合治

理、长江流域“两江一水”区域综合治理等规划获批实施，初步

形成以黄河上游、长江上游、河西内陆河流域为主体的生态屏障

和生态建设布局。特色优势产业快速发展，一批有竞争力、发展

前景好、带动作用强的主导产业初步形成，在装备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等

领域，培育发展了一批特色优势产业，资源优势正在向产业优势和

经济优势转化。改善民生成效显著，“两基”攻坚计划如期完成，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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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卫生医疗条件明显改善，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逐步完善，油路到乡，广播电视到村，电力、安全饮水到户，

使偏远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

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逐步显现，地区优势互补、协调互动，对内对

外开放迈出新步伐，以兰白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金武一体化、

酒嘉一体化为核心的区域经济格局初步显现。特别是 2012 年以来，

兰州新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的

获批，初步形成了甘肃省经济文化生态三大战略平台，有力支撑了

经济社会发展。今日甘肃万象更新、生机勃发，全省各族人民团结

一心、奋发有为，正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昂扬迈进。

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

策完全正确，将永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光辉

史册！

值此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 15 周年之际，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

和学习委员会按照全国政协的统一部署，遵循政协文史资料亲历、

亲见、亲闻的原则 ，从一个个小故事中反映甘肃省西部大开发的

成果，从一个侧面展现党中央、国务院对甘肃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

和大力支持，展现甘肃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求真务

实、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展现甘肃经济发展、社会事业、生态建设、

民族团结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深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

导下，坚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甘肃必将进一步加快转型发

展，实现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迎来更加美好灿烂

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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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存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增大，保护生态，还原自然

已成为全人类关注的焦点。甘肃地处国家生态保护区的自然占

位，生态环境治理责任大、任务重，为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

号角，陇原历代的创业者以退耕还林、还牧还草为切入点，持

续坚守劳作，改变穷面貌，还原新生态，努力营造山清、水绿、

环境宜居的生存条件，由期盼变现实，赢得了世人的关注好评，

争取了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实验区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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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在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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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退耕还林工程纪实

丁学德  石学强

退耕还林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从中华民族生产和发展战略高度出

发，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增加林草植被、再造秀美山川、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进而实施的一项重大战略工程，是国家

也是我省生态建设史上投资最大、涉及面最广、政策性最强、群众参与

程度最高、群众直接受益最多的一项系统工程。我省是全国退耕还林工

程 3 个试点省份之一，1999—2014 年，共完成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任务

2851.3 万亩，其中退耕地还林 1003.3 万亩，荒山造林 1611.5 万亩，封

山育林 236.5 万亩。工程建设累计投资 185.7 亿元，其中退耕农户补助

资金 168.9 亿元，种苗费 16.8 亿元。涉及农户 167 万户，人口 728 万人。

根据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阶段验收检查结果，全省已完成的 1003.3 万

亩退耕地还林面积保存率在 99% 以上。甘肃省林业厅在 2008—2013 年

连续六年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全国退耕还林阶段验收先进单位”称号，

2010 年同时还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退耕还林工程检查验收工作先进

单位”“全国退耕还林工程效益监测工作先进单位”。我们二人长期在

林业系统工作，有幸见证了退耕还林工作的全过程。

甘肃省的退耕还林工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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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先行（1999—2001年）

1999 年 8 月 6 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延安视察时，提出了“退耕

还林、封山育林、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生态环境治理措施。10 月在

甘肃实地察看了定西地区小流域治理和兰州市造林绿化工程后，要求甘

肃进一步宣传和落实政策，加大退耕还林和荒山造林工作的力度。省委、

省政府立即安排部署，组织各市（州）开展退耕还林工作。当年，全省

有 7 个市（州）、41 个县（市、区）完成退耕还林任务 65 万亩。2000

年年初，国务院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开展 2000 年长江上游、黄河上

中游地区退耕还林（草）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启动了退耕还林试点

工作，将甘肃、陕西、四川三个省列入试点省，先行启动。退耕还林还

草补助标准为：还生态林补助 8 年、还经济林补助 5 年、还草补助 2 年；

长江流域每亩补助粮食 300 斤、黄河流域每亩补助粮食 200 斤；每亩退

耕地补助现金 20 元。退耕还林以生态林为主，以县为单位，生态林比

例不得低于 80%。

2000 年 3 月 20 日，省政府在兰州召开全省绿化暨退耕还林广播电

视动员大会，会议由省委副书记、省长宋照肃主持，省委书记孙英、副

省长贠小苏作了动员讲话。会后，全省上下掀起退耕还林工程建设的热

潮。1999—2001 年全省共完成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任务 275.7 万亩，其中

退耕地还林 185.7 万亩、荒山造林 90 万亩，涉及 10 个市（州）60 个县（市、

区）。

在退耕还林实施之初，少数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心存疑虑，害怕退

耕还林后不兑现补助资金，处于观望中。对此，广大基层林业干部职工

放弃了周末休息，进村入户，向农户宣传政策，并动员村干部带头。不

少地方村干部响应国家号召，带头退耕还林，并于第二年领取了粮食补

助。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在基层林业职工细致入微的劝导下，不少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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