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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 G 

寿

草原是个广阔的天地。草原植被覆盖宁夏的半壁河山，是陆地生态

系统的主体和重要的绿色屏障，对维护宁夏的生态安全和健康发展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草原生态建设和草

畜产业的发展，审时度势地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和加强生态建设的历史

机遇，积极组织实施退牧还草工程等国家重点草原生态建设项目，并果

断作出了全区草原全面禁牧封育的重大决定。为做好禁牧封育工作，自

治区人民政府先后启动了"百万亩人工种草工程"和"十万贫困户养羊

工程"把草产业确定为自治区优势产业进行重点扶持。 2004 年，全区

人工草地留床面积达到了 40 多万公顷，草原围栏面积达到了 60 多万公

顷，380 万只依靠天然草原放牧的羊只下山实行舍饲圈养，专业化、规模

化、规范化的养殖小区达到 500 多个，饲养管理方式开始由分散向集中、

由放牧向舍饲半舍饲转变。同时，全区较好地完成了第二轮草原承包工

作，216 万公顷天然草原承包到农户或联户，草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

到户，一定 50 年不变的政策落实到户，农牧民吃上了"定心丸"。在中

央的项目支持下，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宁夏的草原

畜牧业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

《宁夏草业》包括四个部分。草业发展战略部分，从宏观方面集中

反映了在草业系统工程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宁夏草业工作者

在草业理论上的追求与探索;草业科学研究部分，从微观方面反映了宁

夏草业工作者在草业新技术、新方法上的大胆创新与实践;草原项目建

设与规划部分，反映了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宁夏草原建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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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未来建设的发展方向与重点;草业法律法规和政策

部分，重点收集了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草原管理与保护、建设与利用等

方面的法律、规章及政策。

《宁夏草业》中收编的这些调研报告、试验研究论文、项目规划、工

作总结、政策法规等，全面展示了宁夏现阶段草业发展的现状、水平和历

程，是一本总结宁夏草业十年成就，凝结全区草业工作者十年智慧和汗

水的书。本书的作者有年过花甲的教授，他们是宁夏草业工作的开拓者

和草业理论的奠基人，一生为宁夏草业笔耕不辍，培养新人，精神十分可

贵而可敬，中青年作者，思想活跃，基础扎实，善于实践，勤于思考。他们

的论文有"雏凤清于老凤声"的时代精神和创新意识，是宁夏草业的中

坚力量和希望。透过每一篇论文或报告，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作者们对草

业科学的热爱和追求，对草业科学精神的尊重和崇尚，使我看到了宁夏

草业发展的美好明天。

自治区草原工作站作为全区草业科技推广应用的组织管理部门，编

辑出版《宁夏草业(1995 - 2004) ~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也是一项有益

于宁夏草业发展的工作，希望能坚持做下去，越做越好，为草业工作者鼓

劲，为全区草业发展积累经验和资料。也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投身

到草业这个前景广阔的绿色行业，为建设山川秀美的大西北和振兴宁夏

草业贡献力量!

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马往东

二00五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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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泵苹业‘三~~ I我就与展安
王洪波

宁夏天然草原占国土总面积的 47.2% ，占陆地生态系统的 799毛，既

是维护生态安全的天然绿色屏障，也是畜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农牧民

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宁夏的草原畜牧业生产在 50 多年前还处在

"居水草而居"的游牧状态。 1958 年自治区成立以来，草原工作逐步列

入政府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草原事业开始走向稳步发展的道路，

进人 21 世纪，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草原事业步入了快速发

展的新时代，取得了辉煌成就，草原畜牧业已成为促进宁夏民族经济全

面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3ï..寸-~写电到Lι .:1:. 1乍回应页

1.建立了完善的草原管理机构，使草原事业的发展有了组织保证

1951 年，宁夏第一个草原行政管理机构一一盐池县草原管理所成

立，专门组织和领导全县的草原划管工作，拉开了新中国宁夏草原工作

的序幕。 1958 年自治区成立后，为加强政府对草原工作的领导，促进草

原事业的发展，自治区畜牧局安排专人负责全区草原工作。 1959 年，在

盐池、金积和同心三县成立了草原工作示范站。 1961 年，自治区农业厅

畜牧局又成立了宁夏草原工作队，但在 1962 年机构精简时被撤并到畜

牧兽医工作队。 1963 年 9 月，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发布了《草原保护的命

令~ ，为贯彻落实"命令"的各项规定， 1964 年初，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

将盐池草原示范站调整为研究性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草原试验站，同心

草原示范站改名为同心草原试验站，吴忠草原示范站改名为生产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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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畜种场，负责黑滩羊的选育，从"三站"调整出的 150 名工作人员，

被分配到盐池、同心、吴忠、中宁、石嘴山、固原、西吉、青铜峡、中卫、灵

武、平罗、陶乐 12 县市成立的草原管理站。同年还成立了由 150 人组

成的宁夏农业厅草原打井队。至此，宁夏从区到县(市)级的草原行政

管理技术推广和科学试验机构基本建立。

"文化大革命"期间，区、县(市)草原机构全部被撤销，草原工作归

畜牧兽医站负责，草原事业受到重大挫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1979

年自治区畜牧局成立，内设草原管理处，负责全区草原行政管理、草原建

设、人工种草、科研和技术推广等工作。随后，盐池、同心、海原、固原、西

吉、中卫、灵武等县草原管理站相继恢复。 1983 年 12 月，自治区畜牧局

草原管理处随机构变动，改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草原工作站，为自治区

畜牧局下属的处级事业单位， 1987 年在站内又增设了宁夏回族自治区

牧草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区级草原管理机构建立后，银北、固原地区

及各县(市)农牧部门均建立了草原管理(工作)站，到 1985 年，全区各

级草原管理机构健全。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重点加强了草原执法机构的建设，先后在固

原云雾山自然保护区、盐池滩羊选育场成立了草原公安派出所，在同心、

海原、盐池、固原、泾源、彭阳、中宁、中卫、灵武、陶乐 10 县(市)成立了

草原经济民警队。 2003 年，随着草原生态建设任务的加大，自治区在全

国率先成立了区级草原治安支队，重点县市成立了草原派出所。全区共

建立县(市、区)级草原公安派出所 12 个，地市级草原治安科 3 个，形成

了以草原公安干警为骨干，草原经济民警为基础，两种警种协调配合，优

势互补的草原执法队伍，为落实各项草原保护与建设的法律法规提供了

执法保证。

2. 开展了草原资源调查研究，为草原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基础科学

依据

对草原资源的自然特点和经济特征进行调查研究，是草原资源开发

利用、保护及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1961 年宁夏农业厅畜牧局草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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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成立后，首先在盐池县开展了草原资源调查研究工作。随后又对同

心、海原以及黄河以东地区的草原资源进行了调查。"文化大革命"期

间各项草原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自治区畜牧局

主持，宁夏农学院、自治区农业厅综合勘察队和各县(市、区)草原工作

站参加，于 1980 - 1985 年，对宁夏境内的草原进行了首次最详细的普

查。普查结果表明，宁夏有天然草原 301. 4hm2 ，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58.2% ，平均鲜草产量 2479.5 kg/ hm2 ，年产可利用鲜草 26. 75 亿kg ，理

论载畜量为 288.47 万个羊单位。天然草原共分为 11 类 52 组 353 个草

地型，其中荒漠草原类和干草原类是宁夏草原植被的主体，占全区草场

面积的 79.1% ;共有 292.5 万 hm2 天然草场存在不同程度退化，占草场

总面积的 97% 。全区草原生长着 1788 种植物，分属 128 科 612 属，其

中饲用牧草 1290 种，优良牧草 180 余种，占牧草总数的 10% 。普查取

得的主要成果有d宁夏草场资源调查报告》、《宁夏草场资源统计表

册》、《宁夏饲用植物名录》、《宁夏草场类型和重要饲用植物化学成分和

营养类型》以及宁夏草场类型图、资源等级图和利用现状图等，这些研究

成果的取得，使宁夏草原资源研究由定性描述向定量研究前进了一

大步。

在完成草原资源普查研究的基础上， 1988 年由自治区草原工作站

和自治区地方病研究所联合进行了"宁夏啃齿动物及危害调查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宁夏瞄齿类动物 37 种，隶属 2 目 8 科 23 属。危害较严

重的有草原黄鼠、长爪沙鼠、甘肃盼鼠、草兔、小家鼠、褐家鼠、东方田鼠

和五趾跳鼠。根据宁夏鼠害危害程度和地区分布，在全区建立了 5 个鼠

害动态监测预报站，为及时准确地防治鼠害提供了科学依据。 1990 年

由自治区草原站主持进行了"宁夏草原昆虫调查及有害种类控制研

究"。结果表明，宁夏草原昆虫有 21 目 235 科 1479 种。在 30 余种害虫

中，对草原牧草危害最大的为中卫香山地区的亚洲小车煌、黄腔小车煌

和分布于盐池、灵武地区的仿爱夜峨、甘草叶甲、白刺叶甲、沙篱叶甲会

等，据此，在盐池、中卫分别建立了夜峨、握虫危害动态监测预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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