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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企业的形象和利益,忠实语党,忠实于企业。因此,要开展相关的

教育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 忠实 "的建立需要员工从内心深处

自觉遵守,让他们自觉为企业做贡献。应通过对广大员工的尊重进

行 " 忠实 " 的建立,建立人性化的新型管理模式,党员干部要关注

员工的发展,努力维护员工的权益,从而激发他们工作的创造性和

积极性；要保障员工的民主权利,促进党内民主制度化建设。此外,

让员工参与到热力企业的管理事务当中去, 了解企业的状况及未

来发展方向,从而自觉维护和遵守热力企业的相关规章制度。

3.3 建立学习型党组织

热力企业要把建立学习型党组织做为党政工作的重中之重, 热力

企业的发展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发展领域,因此,党员首先要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加强学习,不断掌握先进的管理方法与技术,不断提高

自己,从而促进整个组织水平的提高。具体来说,首先,要健全学习

机制,这是党组织建立最根本的基础。用制度的约束力量来督促员

工去学习,从而建立起学习型党组织。此外,要建立良好的激励机

制,实行绩效考核制度,并将其应用到学习领域,这样更能提高员工

学习的效率。其次,要进行经验总结。对以往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借

鉴,对学习型党组织的建立也颇为有利。热力企业在进行党政工作

时,必须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同时,也要定期做工作总结及工

作汇报,学习其中好的方面,纠正不理想的方面,并将其应用于实际

的工作当中去。

3.4 强化党支部标准化管理

目前,党组织工作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课题,现实

要求党的组织只能在继承中改革,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

发展中加强。因为只有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党的标准化管

理工作,才能坚持和健全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才能加强党的

干部队伍建设；才能发展的、壮大和巩固党员队伍；才能把党的组

织活动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才能不断总结党的组织工作经验、

探索新阶段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新路子, 开创党的建设的新局

面。

在热力公司党组织体系中, 党支部是把党员组织起来的最直

接的形式,是党的整个组织体系的基石,是党在企业基层组织中的

战斗堡垒。改革的推进、企业的发展和稳定,都要依靠基层党支部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充分发挥。在新的历

史时期,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企业经济建设的坚强核心,就必须把

基层党支部建设成为团结和带领职工进行改革和建设的战斗堡

垒,把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好,把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发

挥好,把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好。只有基层党支部充

满活力,生机勃勃,整个党组织才能坚强有力,朝气蓬勃。实践证明,

热力企业党支部标准化管理对党支部建设能够起到极大的推动作

用。

4 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热力企业本身的政治思想方向的

把握更显重要。新的时期、新的模式下,党政工作要做到与时俱进。

因此,要求热力企业的党政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寻找

到加强党政工作的新途径, 切实推动热力企业的快速稳定发展,为

热力企业发展提供一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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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柴达木盆地荒漠化土地的成因与发展趋势及荒漠化土地的危害,并提出了柴达木盆地的开发利用、防沙治沙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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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东经 91°—98°,北纬 35°

—39°之间,南临昆仑山,北依祁连山,西北部边缘为阿尔金山,属较

大的内陆盆地。盆地东西长 88,850km,南北宽 250-350km。盆地沙

漠属青藏高原干旱高寒荒漠,是我国荒漠分布最高的地区。呈现风

蚀、沙丘、戈壁、盐湖和盐土平原相互交错的分布特点。柴达木盆地

的荒漠面积 12,129,911.4hm2。其中流动沙丘 1,635,797.6hm２,半固

定 沙 丘 1,168,772.7hm2, 固 定 沙 丘 91,626.7hm2 , 风 蚀 残 丘

2,045,341.3hm2,戈壁 4,587,375.9hm2,盐漠 1,812,892.3hm2,重盐漠地

6,176.0hm2,潜在荒漠化土地 803,106.8hm2,农田 1,658.0hm2。

1荒漠化成因

柴达木盆地荒漠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主要成因可分为自

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1.1 自然因素

1.1.1 地质构造

荒漠形成与地质发展史密切关系。柴达木盆地是古老的台块,

有前震旦纪的结晶岩组成它的褶皱基底, 上部为中生代和第四纪

沉积物所覆盖。经历多次造山运动,形成四分五裂的地形地貌。中

生代三叠纪之后开始活化,一直延续到现在。前期表现在急剧沉陷,

堆积了数千米第三系。到第四纪初期,出现明显差异,表现为以基底

断块为基础的凹陷和隆起。盆地西部及北部一些地区相对隆起,东

南部边缘一些地区继续下陷。同时伴有旋卷运动,使新生代岸层发

生了雁式褶皱,反 "S"轴线构造及帚状断裂等。柴达木盆地的地质

构造分为：昆仑山褶皱带；祁连山褶皱带；阿尔金山断块及南阿尔

金山褶皱带。既然荒漠是高原的隆起而形成的,那么,当抬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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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终止时,大气环流变化着,气候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干旱程度仍

在加剧,荒漠化自然还在发展。

1.1.2 地貌

按其成因柴达木盆地地貌可划为侵蚀构造高山地形；剥蚀构

造中低山地形；剥蚀构造地山丘陵地形和堆积地形。据宋德明

（1989 年）提出的划分方法,可将柴达木盆地地貌划为 4 个各具特

征部分。第一是西柴达木干燥剥蚀高平原。上有甘森、台吉乃尔湖、

搭布逊湖至锡铁山一线以西的柴达木盆地东部, 新第三纪以来的

新构造运动使这里缓慢隆起, 形成以剥蚀作用占优势的平原和丘

陵,气候极度干燥,风力及强,干燥剥蚀戈壁和风蚀地形分布很广,有

一部分是风积沙丘地貌。西柴达木盆地的东北部 , 海拔

2700-3100m,主要是第三纪地层形成的线状背斜,形成干燥剥蚀丘

陵地貌。向斜凹地中分布着洪积砾石和盐土硬壳, 丘陵相对高度

50-300m。风蚀土丘和风积沙丘也相当发育。近昆仑山麓有宽 10

余公里的洪积砾石平原,上覆新月形沙丘。西部有格孜库里湖盆地,

海拔 2750m。四周山麓向盆地中心发育洪积平原。冲积湖积平原及

盐土平原,在中心形成格孜库里湖草滩。第二是北柴达木干燥剥蚀

中山和洪积湖积平原。干燥剥蚀中山靠近祁连山有断续的山地组

成,自西向东为绿梁山、锡铁山和埃姆尼克山,山地海拔 3500m 左

右,相对高度 300-500m。与祁连山之间有一系列小型构造盆地,如

鱼片、大柴旦、小柴旦、德令哈、都兰盆地等。盆地多以湖泊为中心,

分布着冲积洪积平原。德令哈盆地西面和南面,有第三纪地层形成

的北斜构造,径分割破碎,造成垄刚丘陵,也有厚层黄土分布。第三

是柴达木盆地东南部冲积平原, 西起甘森, 东至察汗乌苏,长

5000km,海拔 2550-3100m。昆仑山麓的盆地南部为冲积洪积倾斜

平原,宽 10-20km。东部的德日尔和察汗乌苏一带,黄土发育良好。

冲积洪积平原以北是湖积平原。最初宽 20-30km的冲积湖积粉状

沙质平原,盐渍化较轻,在灌溉条件下可开垦耕地。在此以北为盐土

平原,地面盐分聚积,形成盐土硕壳,有些地方沙丘分布,盐土埋于地

下。再往北为盐渍平原,盐土硕厚 5-10m,以下为盐矿结晶体,厚度

深,贮量丰富。第四是柴达木东缘山地。由之古界和古生代变质岩

以及少量花岗岩组成。山区内部较宽,山坡以侵蚀为主,西坡有风积

分沙土分布, 最西段因风沙掩盖, 形成许多岛山。南部山峰高大

5800m,有冰川侵蚀遗迹。第五是鄂拉山北面有茶卡盆地和惠渠盆

地,前者是冲积洪积平原,中心为茶卡湖,面积 230km2。

1.1.3 气候因素

柴达木盆地四周环山,是一个封闭的无流内陆盆地,远离海洋,

海拔高,自然条件垂直变化明显。降水量自东向西递减,东部年均降

水量 50-170mm,西部为 10-25mm。年均气温东部 2-4℃,西部为

1.5-2.5℃。干燥度大,降水稀少,蒸发强烈,蒸发量 2000-3000mm。大

风日数频繁,平均风速 4m/s,最大风速 20m/s,芒崖曾出现过 40m/s

的大风。龙卷风也很强,高达 100-200m。

1.1.4 土壤和植被因素

盆地内主要土壤类型是棕钙土、灰棕漠土、草甸土、沼泽土和

盐土。柴达木盆地属温带灌木、半灌木荒漠类型。由于盆地中气候

自东向西变化,地貌基质、潜水和盐分成环带状递边特点,有如下植

被组合与分布特点。茶卡盆地与香日德的土托山以东,植被有草原

化荒漠性质,地带性土壤为棕钙土。在沙砾质的洪积扇上,分布着红

沙、木本猪毛菜,细枝盐爪爪等为主的荒漠群系。多数盐化的土地

段上分布着具有景观外貌意义的岌岌草,白刺和梭梭。前山带山坡

则为驼绒藜、合头草、蒿时猪毛菜、尖叶盐爪爪、黄苍、冰草、冷蒿、

节中蒿等荒漠草原种介入；盆地中部植被呈带状分布,昆仑山麓的

洪积倾斜平原,上部为光裸无植被的砾石戈壁,砾面仅有壳状地衣。

中下部沙砾质戈壁上有旱生灌木、半灌木为主构成地带性荒漠群

系：驼绒藜、膜果麻黄、红沙、尖叶盐爪爪、木本猪毛草，沙拐枣、中

亚木紫苑和梭梭等。在洪积扇下部，分布有疏花柽柳、白刺、黑果枸

杞与细枝盐爪爪等构成盐化灌丛沙堆, 尤以柽柳丛下的大型沙堆

为显著标志。丘间低地分布着芦苇与大叶白麻为主的盐草甸,并有

锁阳等生于白刺根部。在沙滩带以北是广阔的盐化草甸,建群种为

芦苇和赖草,混有白刺、黑果枸杞等盐生灌木,亦有大叶白麻、罗布

麻等。在潜水出露的沼泽化地段,则为水麦冬、海乳草、西伯利亚蓼

等构成盐沼泽。在盆地中心低凹的盐湖,湖滨无植被的盐滩,它的边

缘是草丘盐沼泽。盆地西南部的祁漫山前洪积扇上覆盖着大片流

沙, 仅边缘部分有稀疏的柴达木沙拐枣、膜果麻黄和柽柳灌丛沙

滩；柴达木北部阿尔金山麓的碎石质坡地和沙砾质洪积扇上,仍为

红沙、合头草、细枝盐爪爪、驼绒藜、蒿叶猪毛菜等为主的半灌木荒

漠植物分布。

总之, 从中新世纪开始的喜玛拉雅动和第四纪的青藏高原剧

烈抬起,迫使大气环流改变格局,干旱程度加大,干季与风季周期发

生,荒漠、戈壁不断扩大,出现荒漠景观。植被向着强度旱生荒漠类

型发展,形成耐极端干旱的盆地半灌木、灌木荒漠和耐盐植被。

1.2 人为因素

在自然状态下,土地荒漠化演变速度是较缓慢的,需要千百年

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显示其变化。但人类社会不合理的生产活动,破

坏了生态平衡,加剧了荒漠化的发展进程。柴达木盆地荒漠区 1949

年解放初期总人口 1.95 万人, 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 人口增加到

29.6 万人（农业人口 9.0 万人）。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为破坏自然环

境的作用更加明显。盆地 1950 年耕地面积只有 969.8hm2 到 1995

年耕地已达 3.85 万公顷,仅 1954 年 -1974 年的 20 年间共垦荒 8.7

万公顷土地。实际耕种的只有 30666.7hm2。大多是中低产田,总产

量在 8-9 万吨,耕地逐渐变为半固定沙地和流动沙地。1966-1989

年盆地中沙区植被 120.5 万公顷被破坏。1959-1994 年,35 年间增

加至 467.78hm2 平均每年增加 13.37hm2,年增加率 2.2%,荒漠化程

度明显加剧,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2 荒漠化土地危害

土地沙漠化的主要危害是风蚀,风沙、沙尘和沙丘前移等。

2.1 对农牧业生产危害。一是可利用土地面积缩小；二是土地

质量下降,具有较高的肥力的土壤层,长期遭受风蚀,表层有机质、

氮、磷、钾和物理粉粒成分,不断地被吹失,加之积沙使土地逐渐贫

瘠化；三是牲畜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平均体重明显减少。从解放

初期到现在每只羊由 20-25㎏减为 15㎏左右；乌兰、都兰、德令哈

风沙对农业生产危害更为严重,1997 年 5 月 25 日和 6 月 1 日德令

哈地区大风持续 8 小时以上,作物受害面积 1300 多公顷。乌兰县

五十年代后期在草地上垦荒 6667 公顷,进入六十年代后耕地逐渐

沙化,不能不退耕还牧。地处都兰县的诺木洪农场 1960 年 3 月 19

日有 20 公顷耕地表土被大风吹走 3-4 厘米,26 公顷的春播小麦种

籽被风吹跑。1979 年 4月的一场大风,共和县黑马河乡加隆村 200

多只羊被卷入青海湖淹死, 共和县在这次大风中死亡牲畜 2700

只。

2.2 对地面建筑物的危害

格尔木农场由于风沙危害每年用于清理田埂渠道积沙的工日

达 3.98 万个。都兰县西北的流沙每年以 8-12 米的速度向城内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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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直接威胁着县城,严重影响着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人身健康。共和

县沙珠玉乡上卡力岗村一百多户四十多年来, 因流沙埋压房屋,被

迫搬迁三次,珠玉村有 27 户庄廓被沙子埋没。

2.3 对交通道路的危害

由于风沙流受阻堆积和沙丘前移埋压路面是经常发生的,青

藏铁路沙害累计里程 176.86km。主要危害是沙埋线路,几乎常年都

有沙埋现象轻者道心积沙,重者沙埋超过轨面 40 厘米。1985 年 5

月伏沙梁地区沙埋超过轨面 70 厘米,有 4 趟列车被阻隔在伏沙梁

地区。由风沙弥漫,影响了望,无法看青信号,经常发生列车停运、晚

点现象。1984 年 5 月 13 日在客城 K454+200 处,由于大风使沙子

上道埋没道轨,造成了次货运列车脱轨,破坏线路 125 米,中断行车

25 小时 34 分。此外对线路道岔设施的破坏也很严重,长年风沙,使

路基不断被剥蚀,严重是路基被毁,枕木悬空,桥涵堵塞。全省沙区

青藏铁路,青藏公路,青新公路等国道、省道,沙漠化危害道路长达

4046km,其中严重路段 812.8km,年损失人民币约 600 万元。

2.4 对生活环境的危害

每当冬春刮大风时,从沙区卷塌的尘暴遮天盖地,旷野 2-3 米

内看不清景物,甚至白天室内要开灯,汽车行驶开着车灯。柴达木盆

地除大柴旦、德令哈等少数地形比较闭塞的地方外,月平均风速都

在 3米 / 秒以上,盆地中部在 4 米 / 秒,芒崖高达 5米 / 秒,是青海风

力最强的地方,沙尘暴日数一般在 8-15 日,最多达 39 天,沙尘暴使

大气混浊,妨碍了人类生产活动,严重污染空气和饮水、食物,对人

类健康产生直接危害。

总之,沙漠化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危害是诸多方面,仅危害农牧

业生产、交通和村镇几个方面估算,年经济损失约 5亿元人民币。

3 沙化土地治理对策

青海省治沙工作起步较晚 1959 年成立治沙委员会,下设办公

室和治沙队,与中科院治沙队等单位联合开始全省沙漠进行考察。

1961 年在盆地托拉亥等地进行了 13 个项目治沙试验。1962 年上

述机构相继撤消。1959 年 5 月成立省沙珠玉治沙试验站,到 1961

年进行了 9 次治沙定位研究, 到 1971 年已建立 103.8 公顷治沙样

板田,设置沙障 14.3 公顷,长 12.6 万米,营造固沙林 49.1 公顷,次后

每年以营造 13.3 公顷防风固沙林进行治理,取得不少治沙成果,沙

珠玉乡已成全国治理沙林区先进典型。都兰县宗巴滩历史上植被

好,沙生灌木覆盖度为 15-50%,后来遭到严重破坏,盖度仅有 0.4%,

1981 年建立沙生植物保护站,进行封沙育林（草）,经 10 年多努力,

到 1994 年植物盖度平均增加 15.8%。经过 30 年的实践,取得不少

经验,为今后沙漠化土地防治提供科学依据。但缺少治沙防沙和开

发研究工作及技术的推广应用。

3.1 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防沙治沙是一项系统的生态工程,是造福后代的大事。江总书

记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 必须把现实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

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

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 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现

实良性循环。”1991 年以来国务院两次召开全国防沙治沙工作会

议,江泽民、李鹏两次致信,陈俊生国务委员两次到会并作重要讲

话,极大地鼓舞了沙区广大干部群众,得到社会普遍关注。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领导的指示,对高寒荒漠区的我省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

意义。首先是抓好领导干部的防沙、治沙责任制、层层建立目标责

任制。认真落实各级领导任期防沙治沙目标责任制,严明奖惩,确保

任务完成。继续坚持各级党政领导办防沙治沙绿化点的做法,抓典

型、树样板,总结经验,指导全面,推动本地区防沙治沙、绿化事业的

发展。各级政府要逐步增加防沙治沙建设的投入,这点是非常重要,

它是搞好防沙治沙的重要保障。各级绿委是统一领导本地区本部

门绿化工作的机构,是各级政府的参谋,职能部门,在防沙治沙工作

中，要充分发挥应有的规则,组织协调、督促检查,评比表彰的职能,

认真履行好职责。

3.2 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防沙治沙工程,掀起全民防沙治沙

的新局面

防沙治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业, 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

全民性,义务性和法制性。搞好治沙防沙工作,对开发柴达木资源、

改善投资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认真总结我省开展防沙,治

理工程以来的经验教训, 注意研究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新形势下,治沙工程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切实采取经济

的、行政的、舆论饿综合办法,加快我省治沙进程的步伐。城乡防沙

治沙工作要统筹规划的基础上,落实责任,要与建设文明乡镇、文明

村结合起来,铁路、交通等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根据省上的要求抓

好防沙治沙和绿色通道建设及住地绿化工作（包括工作区和生活

区）。同时提倡有能力的工厂、企业、机关到附近的农村承包沙荒治

理,与农村扶贫、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政策上给予优惠,实行利益

分成,谁治谁有,千方百计动员全社会积极投身防沙治沙伟大事业。

3.3 建立和充实治沙机构,广开筹资渠道、加大投资力度

在省政府领导下,由省绿化委员会、省林业局主管,建立由有关

部门组成治沙工作协调小组, 研究和协调解决治沙工作中重大问

题,荒漠区、县、市各级也组建领导机构。切实健全沙区林业机构,加

快乡、镇林业站（治沙站）建设,并尽快建立乡镇沙漠化土地档案,并

设专职和兼职沙漠化土地监测员。

防沙治沙在国民经济中属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多、经济效益

低的产业,在高寒荒漠化情况下,防沙治沙工作需国家在宏观调控

中给予保护和扶持,需要各行各业的支持。青海省林业的总体经济

实力差,林业总产值在农牧业产值中比重一般在 2-4%之间。在指

导思想上单纯靠林业自身的力量积累资金, 封闭式的自我循环,寻

求发展是不可能的。况且我省地处江河源头和一部分荒漠地区,林

业建设基本上是生态建设,经济效益比较低。因此,我省的防沙、治

沙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还必须先靠较大规模的资金投入。盆地各部

门特别是财政、计划、水利、交通、农业开发、金融等在安排农业项

目时,要有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防沙治沙工程建设。

3.4 依靠科技进步、振兴沙产业

科技进步是沙产业建设的生命线, 我省虽然是八大沙漠之一,

对沙产业的发展,仍停留在粗放型的传统模式上,与国内其它沙区

来比,都处在低水平上。在沙产业建设中要把科技放在突出位置。

一是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技术；二是开展科技集团承包,即按区域、

项目组织科技承包集团,行政、技术、物资配套、责、权、利结合,资

金,任务、人员挂钩,开展全程技术的承包,培养一批各具特色的科

技示范典型；三市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搞好全员培训,特别是加强

对基层站、场、圃工作一线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工

作水平；四是注重科研工作,坚持多部门联合,组织农、林、牧、气、农

机等各业科技人员,协作攻关；五是加大对科技的投入。林业基本

建设,重点工程投资。育林基金、林业贴息贷款等,都要有一定比例

用于技术推广和技术开发,促进科技成果尽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3.5 紧密结合退耕还林（草）搞好沙产业经营模式中的果品类

经营模式- 药材类经营模式 - 乔灌枝茎纺织材料经营模式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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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沙区具有丰富的光能、热能、风能资源。可以举办各种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装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另外,枸杞、白刺、沙

棘、罗布麻、大蒜等经济植物,要规模化生产,通过优化种植业结构,

优化投资结构达到低投入、低消耗、高效益之日的。按地区、县、乡、

村要各有产业和产品的重点发展方向。农、林、牧户以及其他各类

生产户要逐步由小而全或由简单的原料加工走上以一业为主的专

业化、集约化、科技化的规模经营形式,从而形成群体组成的知识

密集型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形成规模产品,产生规模效益,达到持续

发展之经营目标。

3.6 实施依法治沙、依法治林战略,切实加强沙区植被资源的

保护管理

随着林业立法工作步骤的加快和林业法律体系的建立完善,

林业执法与执法监督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要继续强化依法治沙、

治林,依靠林业法规管理沙区植被,保护生态环境和野生动植物资

源。青海省经人大批准颁布实施的林业法规有 10 部,但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的现象仍然存在。为此,今后一个时期林业法制建设在完

善的同时,重点抓好普法和执法两个环节,提高全民、特别是各级领

导的执法观念,加强执法检查力度,发挥林业法规的权威性、严肃

性,为防沙治沙、沙产业的发展服务,全面实现依法行政、依法治沙

和依法振兴沙产业的目标。尤其是柴达木盆地开发中要把治沙作

为一种保护性产业,提高到关系人们生存的高度认识,列入各项开

发建设的重要内容,促进沙区生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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