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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人口、资源、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 

张殿发 欧阳 自远 王世杰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贵阳，550002) 

摘 要 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人口一费潭一环境的矛盾非常突 

出，贫困与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严重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西 

部大开发战略为西南喀新特地区的持续发展和反岔困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机遇。喀新特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更新观 

惫，以生态环境重建为切几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产业姑构，加大扶贫 

开发力度，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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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喀斯特面积最大、分布最广的国家⋯1，西南 

地区岩溶总面积42．624万 kmz。该地区总人 151超过 1 

亿，居住着48个少数民族的2 O0o万人口，是我国南方 

的主要贫困地区，全国近 1／2的贫困人口集中于本区。 

西部大开发战咯为西南喀斯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这一战略的实施将很大程度地改 

善喀斯特地区的基础设施和贫困人 口的生产、生活条 

件。如何在西部大开发中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 

系，实现生态环境的改善与全方位脱贫是喀斯特地区 

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1 西南喀斯特地区人口、资源与环境 

西南喀斯特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对 自然生态系统 

破坏极大，这固然与当地农民的素质和环境意识低下 

密切相关，但更主要的是人口增长超过了土地的承载 

力，使这些地区陷入了人 口增加一过度垦殖一生态环 

境恶化一经济落后一人口贫困一文化教育水平低一环 

境意识和人口意识淡薄一人口增长的恶性循环。 

1．1人口与自然资鹂i 

人口与资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 

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终极因素。喀斯特地区的人口压力 

及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土地资源严重退化、动植 

物资源锐减、水资源短缺及矿产资源极大浪费。人151 

与资源的对立关系已经成为喀斯特地区可持续发展的 

瓶颈。 

(1)人地关系失衡。人 151的快速增加造成农业生 

态系统退化、土地质量变异和承载力降低。贵州省是 

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喀斯特山地省，贵州省人均 

耕地面积由1 949年的0．127hmz锐减到1999年的 

0．051 ，且 8O％属于坡陡贫瘠的低产耕地。建国以 

来，贵州省的人均粮食大多在 300kg警戒线以下，为了 

满足粮食的需求，贵州省每年平均从外地引进粮食达 

2O亿 kg。如果按照人均 300kg粮食计算，贵州省只能 

承载2 500万人 151 L ，到 1999年人151增长到 3 683．83 

万人 ，人口超载率达47．35％。人口的严重超载使当地 

农民被迫毁林开荒，全省81．02％的耕地分布在大于6 

的坡地上，其中坡度大于 25。的耕地 69．培 万 ，占 

总耕地的 19．8％，而坡度在35。以上的耕地竞有 28．培 

万 hm ，占总耕地的 5．74％，新开垦的坡地，大多在 3 
～ 5年内丧失耕种价值 ，甚至变为裸岩荒坡。坡耕地比 

例高是造成贵州省粮食产量低而不稳、水土流失和贫 

困的主要制约因素。 

(2)岩溶水资源丰富，但可方便利用的比例少。 

由于南方岩溶区，地表、地下岩溶不均匀发育，岩溶水、 

降水与地表水之间“三水”转化迅速，岩溶水系统调蓄 

功能差，雨季时快速径流的岩溶水常成为弃水而排泄， 

旱季时可利用的岩溶水资源量却十分有限。由于喀斯 

特地貌特殊的环境条件，地下岩溶发育，地下水埋藏 

深，地形切割强烈，使地表水易渗漏，地下水易污染。 

岩溶水资源的时空分配不均匀，致使在水资源总量丰 

沛的喀斯特地区常造成人畜饮水困难、农田早涝灾害 

频繁。 目前，贵州省还有 20o多万人 。30o多万牲畜饮 

水困难问题尚未解决，近千万人口得不到清洁饮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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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矿产资源丰富，浪费惊人。全 国现已探明的 

14O种矿产资源中，本区分布有 100多种，其中储量占 

全国保有储量 3O％以上的矿产就有 2O余种。但 由于 

乡镇企业生产方式落后 、管理水平低、资源破坏严重、 

浪费现象惊人。以采煤、采铝业为例，煤的合理回采率 

为 75％，贵州省只达到 20％，按照 1993年采煤 3 000 

万 t计算，浪费资源储量达8 000多万 t。铝土矿回采 

率应为95％，而贵州省只达到2(】％，采 1t就要浪费4t。 

1．2人口与环境 

随着人口增加对环境压力的加大，不但使生态环 

境日益恶化，同时也造成生存环境的严重污染。 

(1)生态环境恶化。喀斯特是一种脆弱的生态系 

统，环境容量小，土地承载力低，抗干扰能力弱，弹性 

小、阈值低，环境系统内物质的移动能力很强，受干扰 

后生态系统 自然恢复的速度慢、难度大。喀斯特植被 

破坏后，生境的旱生化迅速加剧，局部阴湿生境消失， 

水土流失越发严重；碳酸盐岩的成土速度极为缓慢，喀 

斯特地区每千年的风化残留物仅 1 27～4．6mm，即需 

2000(8o0O年左右才能形成 lcm厚的土层，形成石漠 

化后，环境恢复的困难程度极大 一。所以，喀斯特环境 

属于一种动态的脆弱系统。在脆弱的喀斯特环境背景 

上，叠加人类不合理经济活动，如人口增长过快，森林 

乱砍盗伐，陡坡地开荒等导致生态环境 日趋恶化。水 

土流失是喀斯特山区生态恶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于 

喀斯特山区地貌类型复杂、山高坡陡、土被薄而不连 

续，加之森林覆盖率低和人为活动的干扰影响，水土流 

失日益严重。贵州省水土流失面积从 50年代占全省 

土地总面积的 14．2％、6O年代 19．9％、80年代 28． 

4％，发展到 90年代的43．5％。根据 1998年水电厅最 

新资料，全省土壤年侵蚀总量已达 2．8亿 t，相当于每 

年有4．33万 hn12平均厚度 33cm的土层被冲走，导致 

石漠化面积 日益扩大，现已达 1．33万 km2，而且每年 

以933hm2的速度递增。 

(2)水环境污染。贵州省喀斯特地区水环境的污 

染十分严重，全省主要河流凡流经城市和工矿区的干 

流河段或支流河段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南明河、湘 

江、锦江、清水河等五条河流的平均污染负荷综合指数 

已从 1967年的 5．28上升到 1993年的 8．53，增加了 

61％。90年代以后，地表水水质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喀 

斯特地区的乌江水系和沅江水系水质污染严重，其监 

测断面分别有 64％和 70％的水质超标。地下水污染 

也同样严重，1993年对贵阳、遵义、安顺、六盘水和凯里 

等五城市开采的地下水水质监测中，有 83％的项目超 

标 ；1996年对上述城市的继续监测结果表明，地下水污 

染仍十分严重，超标率达80．59％，其中细菌总数和大 

肠杆菌含量普遍超标，总硬度、锰、酚的年平均含量超 

标率均有较大的增长。水环境的污染还加剧了喀斯特 

地区水资源的紧缺，致使贵州这 一降雨丰富的湿润地 

区也出现供水危机。 

(3)矿产开发造成的环境问题。矿产资源是贵州 

省的优势资源，近几十年来贵州矿产资源大量开采产 

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环境问题 ， 

除采矿空洞和矿业“三废”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 

外，矿业荒漠化土地的形成和迅速扩大，也成为贵州省 

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本省开采的主要矿产中很多是 

露天开采，如铝土矿、磷 、石灰石、砂石、砖瓦粘土以及 

锰、铁等。露天开采要进行大量的表土剥离，因而对地 

表植被与地貌景观造成严重破坏，形成土地荒芜、岩石 

裸露、乱石遍地的矿业荒漠化土地，加上因矿产开发产 

生的“三废”对土地和植被造成的不良影响，更使土地 

严重破坏。据调查 8O年代初期全省已累计有矿业荒 

漠化土地 450km2，到 1994年，增加至 1 290km2，约占 

全省土地面积的0．73％。而且这类土地又主要分布于 

喀斯特强烈发育的黔中、黔西地区。在 1983年至 1994 

年这 10年中，矿业荒漠化土地平均每年增加 76． 

3km2，预计未来 3O年内，贵州省矿业荒漠化土地面积 

仍将以每年 30～50kmz的速度增长，将成为严重威胁 

本省农业生态环境的重要问题之一 

(4)喀斯特区城市环境质量恶化。贵州喀斯特地 

区人口稠密、城市集中，贵阳、遵义、都匀、水城、凯里等 

主要城市均分布在喀斯特盆地或河谷阶地之中。城市 

周围的山体对大气环境造成一定影响，近地表层受其 

影响表现出逆温层低、风小等特点，导致污染物不易向 

外输送扩散的大气环境特点。加以城市能源结构多以 

燃煤为主，燃煤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二氧化 

硫、总悬浮微粒等大量聚集在城市上空，从而造成严重 

的大气污染。贵阳市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早在 8O年 

代就超过国家标准 1．0倍，年日均浓度在 0．3mg／n13， 

在全国名列前茅；到 1993年二氧化硫浓度的年日均值 

已是全国日均值的 2．3倍，成为全国著名的煤烟型污 

染城市。90年代中期，随着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喀斯特 

地区城市二氧化硫、烟尘、粉尘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 

也大大增加，除少数城市的个别项目外，大多增加 1～4 

倍，反映出喀斯特地区城市大气污染有继续加重之势。 

(5)酸雨问题。由于喀斯特地区缺少石油和天然 

气，煤炭和水能资源相对丰富，煤炭占能源利用总量的 

95％以上，造成大气污染严重，酸雨问题十分突出。伴 

随二氧化硫的大量排放，喀斯特地区主要城市的酸雨 

率及酸雨强度也大大提高，贵阳、遵义等城市已成为我 

国南方的重要酸雨区。酸雨区的分布已从 80年代以 

城市和工业区为中心的小片分布，发展为以黔中地区 

为中心、大约有 5万 km 的连片大面积分布。贵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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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喀斯特地区平均酸雨率为80％，强酸雨(PH<4．0) 

率为30％，在全国已属少见。 

1 3环境恶化与人口贫困 

喀斯特地区正面临着来自贫困与环境恶化的双重 

压力，贫困是导致环境恶化的根源，环境恶化叉加剧了 

贫困，环境恶化与人 口贫困是一对孪生兄弟，彼此叠 

加，互为因果。喀斯特贫困地区普遍存在人口增长速 

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使人地矛 

盾十分突出的问题。人口增长对粮食、耕地以及生活 

资源的需求量增加，导致毁林毁草开荒，造成本已脆弱 

的喀斯特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农业生产困难，严重地制 

约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随着 

人口增长，土地超载，导致长期乱砍滥伐和陡坡开荒， 

使农业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形成“人口增加一陡坡开荒 

一植被减少、退化一水土流失加重一耕地质量下降或 

山地石化一贫困”的恶性循环 

岩溶地区财政普遍困难，全区3／4以上的县财政 

收支人不敷出，增加物质投人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有 

限。到 1999年底，贵州省仍有贫困人口571．60万人， 

其中绝对贫困人口70．78万人，48个 国家级贫困县 占 

全省国土面积的63．3％，耕地占57 2％．人口占53．4 96， 

而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省的 33．1％，固定资产投资占 

1 8 3％，地方财政收人 占22．1％，地方财政支出占 

23．7％，农林牧业总产值 占58 4％，粮食产量 占 

57l8％，工业总产值 占 l1 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 

61 9％，人均财政收人 占41．3％，人均财政支出占 

44．3％H J，返贫率高达 15％。 

2 西南喀斯特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 

喀斯特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更新观念、深化 

改革、抓住机遇，以生态环境重建为切人点，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产 

业结构，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 

合．实现跨越式发展。 

2．1更新观念，深化改革，实现跨越式发展 

西南喀斯特地区落后的根源之一是观念落后和体 

制不适应，而体制不适应的重要根源仍然是观念问题。 

为了缩小东西部发展的差距 ，必须以思想解放为先导， 

缩小与东部地区在思想观念上的差距，实现思想观念 

的跨越。以变化了的情况为出发点，以符合时代要求 

的观念确定新思路，用开拓刨新的意识探索新方祛，靠 

市场经济的思路构建新体制，使观念更新成为抓住机 

遇的触角和西部大开发的前奏。不能沿用传统的发展 

模式，要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研究适应新形势 

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机制，加快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 

步伐；要转变观念，面向市场，改变“立足资源搞开发” 

的传统思路，从资源依赖型转向市场导向型。实现全 

方位的对内对外开放，广泛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技术、 

人才、管理经验，以开放的意识深化改革，以开放的观 

念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以开放的姿态容纳百川、博采众 

长，以大开发促进大发展。 

2．2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江泽民同志指出：“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开 

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不 

从现在起，努力使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在西部 

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就会落空。”对西南喀斯特地 

区来说．要加大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力度，同时采取 

“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 

策措施，由国家无偿向农民提供粮食和苗术，对陡坡耕 

地有计划、分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坚持全面规划、分 

步实施、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先行试点 、稳步推进、因 

地制宜、分类指导，做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要把“一退三还”与农民脱贫致富和发展地方经济结合 

起来，加强政策引导，尊重群众意愿，不搞强迫命令。 

2．3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要加强基础教育的优先发展，特别是加快少数民 

族地区和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提高人口素质。要千 

方百计地使用好现有人才，采取积极措施引进人才．大 

力培养各类人才。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全球性经济 

结构调整，给西部资源性产品和劳动力需求带来了巨 

大挑战。因为在这种形势下，当地是否拥有资源，不再 

是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适应新形势． 

必须对喀斯特地区以往的资源导向型战略进行重新审 

视，变资源导向型战略为市场导向型战略，由过去主要 

开发自然资源转变为既开发自然资源又开发教育、技 

术、信息、市场等各类要素，且以优先开发“软要素”为 

主，走科技创新、知识增长的经济发展道路。 

2 4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根据国内外市场 

的变化，从各地资源特点和自身优势出发，依靠科技进 

步，发展市场强劲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从重点培育 

地区比较优势转向重点培育地区竞争优势，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加强农业基础，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增 

加农民收人；合理开发和保护自然资源，促进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快工业调整、改组改造步伐；大力 

发展以旅游业为先导的第三产业 

2．5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西南喀斯特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经济发展 

的因素之一。所以必须从战略眼光出发，下更大的决 

一tk,，以更大的投人，先行建设，适当超前。要以公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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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为重点。加强铁路建设；加强电网、通讯和广播电视 

等基础漫施建设；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坚 

持把水资源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放在突出的位置。西 

南喀斯特地区要抓住当前国家对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的机遇，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2 6加大扶贫攻坚力度 

把扶贫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结合 

起来，增加扶贫投八，通过以工代赈、以粮代赈，解决贫 

困地区通路、通电、通水问题。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态环 

境和生产生话条件，增强稳定脱贫能力，让贫困地区的 

农民从改善生态环境中尝到甜头、看到奔头，保持生态 

建设的主体地位和持久热情，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3 西南喀斯特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3．1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 

在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问题是控制人 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开发人力资源。 

把发展的重心从自然资源的开发转向人力资源的开 

发，不但有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而且能从根本上 

改变贫困与生态环境状况。首先要控制人口数量，严 

格执行人口政策，重新审视和调整少数民族的人 口政 

策；其次是提高人口质量，开发人力资本，把人口包袱 

变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实现人口发展和生态环境的 

相互适应、相互促进，达到人 口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 

展。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已成为创造 

财富的重要因素，自然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也必须依 

赖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如果继续以资源高消费和环境 

高污染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尽快提高人 

口综合素质，就难以摆脱环境恶化与人口贫困的怪圈。 

3．2转变资源的管理和刺用方式 

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自然资源的形势是十分严峻 

的。一方面是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压力下，资源 

短缺状况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人为的资源开发无序、 

利用粗放、浪费严重，以及管理混乱等问题，加剧了资 

源形势的严峻性。面对资源短缺的严峻形势，要求我 

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如果喀斯特地区把经济发展和脱贫 

的希望仍寄托于“资源优势”，以出卖低附加值的原材 

料和能源维系目前的发展速度，那么只能是饮鸩止渴， 

使经济发展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 

盾将长期存在，那么如何实现既保障经济持续发展，叉 

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枵染，最根本的方法是要通过实 

R0 

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走资源节约型的经济 

发展之路。采取开源与节约并重，优化人力资源与自 

然资源的组合，特别是发展资源利用高新技术产业 ，改 

造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 

和保护措施，充分发挥规划在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中 

的作用，在资源的总量 、结构、布局上，区别情况采取鼓 

励、允许、限制、禁止等不同政策，并综合运用价格、税 

率等经济杠杆和技术、法律、行政手段，实现资源开发 

的节约、高效、环保和可持续利用的目的。对有优势的 

资源要立足长远，兼顾当前，进行系列加工，使资源多 

层次、多附加值的高效利用。 

3．3恢复与重建生态环境 

恢复与重建喀斯特地区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宁可牺牲一点发展速度也不要牺牲 

整个地区的生存环境。喀斯特地区生态建设是一项长 

期的战略任务，应该分两个阶段来完成，即恢复重建阶 

段和可持续发展阶段。在恢复重建阶段应遵循自然规 

律和经济规律，采取科学方法，因地制宜，治理与保护 

相结合，生态建设与脱贫致富相结合，发展生态农业， 

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在可持续发展阶段，生态环 

境应走上良性循环轨道，大部分水土流失得到不同程 

度治理，植被覆盖率显著提高，实现山川秀美的理想。 

(1)生态建设与农田水利建设相结合，生态建设与 

开发扶贫相结合，改善喀斯特地区人民的基本生存条 

件，使岩溶地区人民实现稳定脱贫。喀斯特地区自然 

条件恶劣、人畜饮水困难，交通不便，所以贫困与生态 

恶化有着根本的联系，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是脱贫 

的前提。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争取更多的投 

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寓生态建设于扶贫开发之中。 

发展生态经济林使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完美结合，生 

态经济型林业可以做到以短养长，长短结合 是改善生 

态环境和脱贫致富最佳的抉择。 

(2)生态建设与农业产业化相结合，发展产业化农 

业和生态农业。生态建设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喀斯特地 

区资源、环境与技术优势，扬长避短，兴利除害，获得最 

佳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因此生态建设要从对资 

源的高效利用着手，以生态为目标，以效益为中心，以 

市场为导向，以改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为前提。 

(3)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教育，提高全民对保护生 

态环境的责任感和危机感。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恶化 

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缺乏生态环境意识，如果说农 

民破坏生态环境是为了生存，那么部分领导干部急功 

近利，不惜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给喀斯特地区的生 

态环境造成了许多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生态环境意 

识的教育比上几个项 目的意义要大得多，因为生态意 

识薄弱造成生态建设的速度赶不上生态破坏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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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地区的生态赤字已经到了十分惊人的地步。建 

议国家在考核领导政绩时，应该与生态环境的外部效 

益挂钩，不仅要看经济增长了多少，还要看生态环境改 

善了没有 

(4)生态建设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 朱镕基总理 

提出“以粮食换森林”的战略，中国将在未来十年投资 
一 千亿元，在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实施造林绿化工 

程 国家林业政策已做出重大调整：对退耕还林还牧 

的农牧民，落实补偿政策和扶持政策，并给予农民粮食 

补助。该政策为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的重建提供了必 

要保障，只有解决了农民的粮食问题，退耕还林才能得 

以真正实施，国家应尽快在喀斯特地区实施这一战略， 

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3．4充分挖掘资源潜力．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我国西南地区水能资源十分丰富，占全国总量的 

68％，但目前开发不到8％ 而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缺 

乏能源，实施“西电东进”不仅可以解决东部地区的电 

力需求，而且有利于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 

转化。西南喀斯特地区由于特殊的地貌和地质环境，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集“清、秀、奇、巧、变”为 
一

体的喀斯特自然风光同浓郁古朴的少数民族风情， 

独特民族建筑等人文景观相融合，构成了一幅幅幽雅 

的山水民族风情画卷，旅游开发独具魅力，旅游业将会 

成为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龙头。 

3．5实现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 

对水资源要合理开发，综合利用，统一管理。严禁 

对水资源无节制和无规划的开发利用。在城镇，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水资源受刊污染。要大力提倡节约用 

水，尽量先利用地表水，限制盲目开采地下水。注意地 

表水和地下水的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 在 

农村，由于农业用水量大，又受季节影响明显，各地农 

业用水与水资源地域分布和时空分配上存在突出矛 

盾，应注意充分发挥水库、山塘和森林的水利作用，改 

进灌溉基数，提高灌溉效率，使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更大 

的经济效益。此外，还应因地制宜地发展节水型农业， 

降低农灌用水量，重视节水技术的利用。 

以陡坡地退耕为突破 口，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把大于25。以上的陡坡耕地退耕还林，将使贵州 

省森林覆盖率提高 4．9％，土壤侵蚀量将减少 4O％左 

右；6～25。的旱坡耕地实现坡改梯、生物地埂等生态改 

造工程，耕地质量将明显提高。水土流失面积将由43． 

5％降至 26 1％，区域生态环境将得到明显改善。粮食 

生产必须走资源节约型农业持续发展之路。主要措施 

包括：增加坡改梯的投人．结合以粮代赈．力争把 IO～ 

25。的坡耕地改造成梯田；改造中、低产田，挖掘粮食增 

产潜力；推广农业新技术 ，全面提高粮食产量：兴修水 

利提高灌溉面积；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经济效 

益。 (编辑：田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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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raet 从 }n h the kal~t region of southwest Chim has almndam ixattlral re§口 es，but the situation。f pop— 

ulation．“ ources and envJroa'tment is very critical Poverty and degenerative eooenvirorament restrict hedly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agem of the west expl0itation provides unheard of opportunity for the soztairmble 

development ofthis region．The keyofthe soztainabledevdopmem is howtOhamxmizetherelation between pop— 

ulation ，r曙叫r。曙 and environment，then how to achieve eco—environmental打r1D1。 日nent and get ridsofpover— 

Ey In the face of opportunity and difficulty，the all—impo ant task is that conception must be renovated and OP 

~rtunity must he seized，the cutin point is o：oenvimnmem restoration；strengthen the projects for basic facilities， 

controt population growth and heighten population quality，adiUSt the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Expanding develop— 

meritwill reducethe economic gap ofthe ease andtheⅦ withthe driveto change economic growth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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