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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岩溶地区石漠化土地动态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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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云南省岩溶地区第四次石漠化监测成果与第一次监测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结果表明,
2006—2021 年 16 年间,云南省石漠化土地面积减少 116. 86 万hm2,减少 40. 56%,年均减少 7. 30 万

hm2,年均减少率为 2. 53%;云南省石漠化土地面积呈下降趋势,石漠化程度减轻趋势明显。 国家

和地方实施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森林抚育工程、长江珠江防护林工程、生态公益林建设、退耕还

林(草)工程等生态修复类工程在石漠化土地面积及程度变化中起到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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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ults
 

of
 

the
 

fourth
 

rocky
 

desertification
 

monitoring
 

in
 

karst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
 

with
 

the
 

first
 

monitor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rom
 

2006
 

to
 

2021,
 

the
 

area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decreased
 

by
 

1. 168
 

6
 

million
 

hm2,
 

a
 

decrease
 

of
 

40. 56%,
 

with
 

an
 

average
 

annual
 

decrease
 

of
 

73
 

000
 

hm2
 

and
 

an
 

average
 

annual
 

decrease
 

rate
 

of
 

2. 53%;
 

the
 

land
 

area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and
 

the
 

degree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decreased
 

obviously.
 

Th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implemented
 

forest
 

and
 

grass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projects,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such
 

as
 

the
 

comprehensive
 

control
 

project
 

on
 

rocky
 

desertifi-
cation,

 

the
 

forest
 

tending
 

project,
 

the
 

shelterbelt
 

project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and
 

Pearl
 

Rive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public
 

forest,
 

and
 

the
 

project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grassland)
 

have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change
 

of
 

the
 

area
 

and
 

degree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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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漠化(rocky
 

desertification)是指在热带、亚热

带湿润半湿润、半干旱气候条件和岩溶极其发育的

自然背景下,受人为活动干扰,使地表植被遭受破

坏,造成土壤严重侵蚀,基岩大面积裸露,砾石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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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退化现象,是岩溶地区土地退化的极端形式。
岩溶地区土地石漠化是土地退化、生态恶化的一种

极端形式,被称为“生态癌症”。 严重的石漠化土

地,不仅加剧水土流失,恶化生态环境,引发自然灾

害,压缩人民群众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严重制约地

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区域国土生态安全和

生态文明建设构成严重威胁。 通过对云南省岩溶地

区 4 次的石漠化监测成果的对比分析,对云南省岩

溶地区石漠化动态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原因进行研

究,旨在为科学合理制定云南省岩溶地区石漠化防

治对策、管理决策等提供科学依据。

1 石漠化土地动态监测情况

云南省岩溶地区石漠化士地动态监测范围是纳

入国家同步动态监测的 65 个县,经 2006 年、2011
年、2016 年、2021 年 4 次监测,第一次监测主要以基

础调查为主,第二次至第四次在第一次监测数据基

础上进行动态监测。 监测间隔期内,岩溶监测区范

围保持不变,监测县级行政单位与上期保持一致,乡
级行政单位与上期基本保持一致,只是存在部分乡

镇拆分与合并的情况。
2006 年进行岩溶地区第一次石漠化监测,监测

面积为 791. 25 万hm2,而 2011 年进行的岩溶地区第

二次石漠化监测,监测面积为 794. 56 万hm2,比第一

次岩溶区监测面积增加 3. 31 万hm2。 其主要原因是

石林、陆良、会泽、宣威、华宁、镇雄等县前期部分监

测乡内的岩溶石漠化土地存在漏划,按国家规定作

为新增图斑纳入监测范围,但不纳入前期动态变化

分析。 2016 年进行的岩溶地区第三次石漠化监测,
监测面积为 794. 13 万hm2,较第二次监测范围减少

0. 43 hm 万hm2,占第二次监测范围的 0. 05%。 其原

因是云南省界有调整,该次监测使用了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石漠化监测中心提供的最新省界,在此基础

上数据由北京 54 坐标转为西安 80 坐标,对岩溶地

区土地进行了面积求算,各县的面积有一些误差,但
均在允许值之内。 经二次微调后,第三次监测的岩

溶土地面积为 794. 13 万hm2,较第一次岩溶区监测

面积增加 2. 88 万hm2,岩溶区监测面积变动率为

0. 40%。 第四次调查范围包括云南省第三次石漠化

调查的 65 个县,新增《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长江上中

游岩溶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中云南境内的 11 个县

(含完成省级调查县 10 个)及云南省自行组织开展

省级调查的石漠化严重、面积较大、集中连片的 12

个县,最终确定本次云南省调查县为 88 个,为了数

据的可比性,第四次调查数据采用纳入国家监测的

65 个县的数据,岩溶土地面积 797. 31 万hm2,较前

期调查范围增加了 3. 18 万hm2,岩溶区监测面积变

动率为 0. 40%,其原因是由于第四次调查技术标准

的变化,第四次调查使用了最新国土三调界线,新增

部分调查范围,对比分析具有可比性。

2 石漠化土地动态变化

2. 1 石漠化土地面积动态变化分析

间隔期 2006—2021 年内,岩溶地区针对纳入国

家监测的 65 个县共开展了 4 次石漠化监测,岩溶土

地石漠化状况由 2006 年石漠化土地面积 288. 14 万

hm2,潜在石漠化土地 172. 57 万hm2,非石漠化土地

330. 54 万 hm2, 转变为 2021 年石漠化土地面积

171. 28 万hm2,潜在石漠化土地 251. 74 万hm2,非石

漠化土地 374. 29 万hm2。 石漠化、潜在石漠化、非石

漠化土 地 面 积 16 年 变 动 率 分 别 为 - 40. 56%、
45. 88% 和 13. 24%, 年 均 变 化 分 别 为 - 2. 53%、
2. 86%和 0. 83%。 云南省石漠化土地监测结果动态

变化及变化趋势见表 1 和图 1。

表 1　 云南省石漠化土地监测结果动态变化

Tab. 1　 Dynamic
 

changes
 

in
 

monitoring
 

results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land
 

in
 

Yunnan
 

Province 万
 

hm2 　

年度 监测区土地 石漠化 潜在石漠化 非石漠化

2006 年 791. 25 288. 14 172. 57 330. 54

2011 年 794. 56 283. 98 177. 10 333. 48

2016 年 794. 13 235. 19 204. 17 354. 77

2021 年 797. 31 171. 28 251. 74 374. 29

2021 年与
2006 年相比

6. 06 -116. 86 79. 17 43. 75

变动率 / % 0. 77 -40. 56 45. 88 13. 24

2. 2 石漠化程度动态变化分析

间隔期 2006—2021 年内,石漠化土地面积减少

116. 86 万hm2,变动率为-40. 56%。 其中,轻度石漠

化面积减少 5. 95 万hm2,变动率为-6. 69%;中度石漠

化面积减少 66. 88 万hm2,变动率为-49. 03%;重度石

漠化面积减少 34. 14 万hm2,变动率为-70. 61%;极重

度石漠化面积减少 9. 89 万hm2,变动率为-6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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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南省石漠化土地动态变化趋势

Fig. 1　 Dynamic
 

change
 

trends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land
 

in
 

Yunnan
 

Province

轻度石漠化、中度石漠化、重度石漠化和极重度石漠化

面积 16 年间变化分别为-0. 42%、-3. 06%、-4. 41%和-
4. 29%。 云南省石漠化程度动态变化见表 2。

表 2　 云南省石漠化程度动态变化

Tab. 2　 Dynamic
 

changes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degree
 

in
 

Yunnan
 

Province 万
 

hm2 　

年度
轻度

石漠化
中度

石漠化
重度

石漠化
极重度
石漠化

合计

2006 年 88. 96 136. 41 48. 35 14. 42 288. 14

2011 年 137. 40 111. 98 25. 00 9. 60 283. 98

2016 年 113. 11 97. 26 19. 07 5. 75 235. 19

2021 年 83. 01 69. 53 14. 21 4. 53 171. 28

2021 年与
2006 年相比

-5. 95 -66. 88 -34. 14 -9. 89 -116. 86

变动率 / % -6. 69 -49. 03 -70. 61 -68. 59 -40. 56

2. 3 植被覆盖类型、植被综合盖度动态变化
1)植被覆盖类型动态变化
2006—2021 年监测期内,岩溶地区植被覆盖类

型形成由无植被或简单植被群落结构向复植被群落
结构演变的趋势。 其中乔木型面积增加 183. 23 万
hm2,增加 104. 16%;灌木型面积减少 2. 58 hm2 万
hm2,减少 1. 76%;草丛型面积减少 15. 10 万hm2,减
少 23. 17%;作物型面积增加 124. 58 万hm2,增加
170. 40%;无植被型面积减少 303. 23 万hm2,减少
98. 75%。

植被覆盖类型为乔木型和作物型面积增加,草
丛型和无植被型面积减少,期内大量的植被覆盖类
型为草丛型和无植被型的土地转化为乔木型和灌木

型,说明岩溶地区植被质量在监测期内呈上升趋势,
植被群落结构正逐步向更高级演变,石漠化发生率
在逐步降低。 云南省岩溶土地植被覆盖类型动态变
化见表 3。

表 3　 云南省岩溶土地植被覆盖类型动态变化

Tab. 3　 Dynamic
 

changes
 

of
 

vegetation
 

cover
 

types
 

in
 

　 　 　 　 　 karst
 

area
 

of
 

Yunnan
 

Province 万
 

hm2 　

年度 乔木型 灌木型 草丛型 作物型 无植被型

2006 年 175. 91
 

146. 79
 

65. 18
 

73. 11
 

307. 08
 

2016 年 292. 57
 

174. 74
 

37. 27
 

259. 21
 

7. 17
 

2021 年 359. 14
 

144. 21
 

50. 08
 

197. 69
 

3. 85
 

2021 年与
2006 年相比

183. 23
 

-2. 58
 

-15. 10
 

124. 58
 

-303. 23
 

变动率 / % 104. 16 -1. 76 -23. 17 170. 40 -98. 75

　 　 2)植被综合盖度动态变化

监测间隔期内岩溶地区植被综合盖度总体呈上

升趋势。 岩溶地区平均植被综合盖度由 2006 年的

49. 2%上升到 2021 年第四次监测时的 59. 9%,提高

了 10. 7%,年均提高 0. 7%。

3 石漠化土地的演变

根据第四次石漠化调查结果分析,截至 2021 年

底,全省 65 个原调查县顺向演变类型面积总计为

73. 94 万hm2,占可比面积的 9. 27%;稳定型面积

713. 13 万hm2,占可比面积的 89. 44%;逆向演变类

型面积 10. 23 万hm2,占可比面积的 1. 28%,顺向演

变类型比逆向演变类型面积多 63. 71 万hm2。 在顺

向演变类型中,明显改善型面积为 58. 00 万hm2,占
顺向演变类型面积的 78. 45%;轻微改善型面积为

15. 94 万hm2,占顺向演变类型面积的 21. 55%。 监

测间隔期内石漠化面积在减少、石漠化程度在降低,
石漠化正朝顺向方向演变。

4 石漠化土地动态变化原因分析

4. 1 动态变化直接原因

4. 1. 1 在石漠化土地和潜在石漠化土地实施林草管

护类工程项目

云南省石漠化土地和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

423. 02 万 hm2, 实施林草管护类工程土地面积

221. 36 万hm2,占 52. 33%,其中,天然林资源保护工

程面积 105. 73 万hm2;生态公益林保护工程面积

54. 88 万hm2;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面积 27. 89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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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其他管护工程面积 32. 86 万hm2。 实施这些管

护类工程使石漠化土地和潜在石漠化土地的林草植

被得到修生养息和有效保护。 云南省石漠化土地和

潜在石漠化土地管护类工程见表 4。

表 4　 云南省石漠化土地和潜在石漠化土地管护类工程统计

Tab. 4　 Statistics
 

of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projects
 

for
 

rocky
 

desertification
 

land
 

and
 

potential
 

rocky
 

desertification
 

land
 

in
 

Yunnan
 

Province 万
 

hm2 　

管护类工程　
石漠化

轻度 中度 重度 极重度 小计
潜在石漠化 合计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22. 18 5. 29 1. 27 28. 74 76. 99 105. 73
生态公益林保护工程 9. 75 5. 09 1. 35 0. 23 16. 42 38. 46 54. 88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5. 18 12. 89 4. 22 1. 10 23. 39 4. 50 27. 89
其他管护工程 5. 50 3. 54 0. 26 0. 05 9. 35 23. 51 32. 86

合计 42. 61 26. 81 7. 10 1. 38 77. 90 143. 46 221. 36

4. 1. 2 实施各类生态修复类工程

2006—2021 年监测期内,云南省在岩溶地区实

施各类生态修复类工程的总土地面积为 67. 14 万

hm2,其中,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面积 34. 31 万hm2,
占 51. 10%; 森林抚育工程面积 9. 17 万 hm2, 占

13. 66%;长江珠江防护林工程 6. 21 万hm2,占 9. 24%;
生态公益林建设 5. 49 万hm2,占 8. 18%;退耕还林

(草)工程 4. 11 万hm2,占 6. 12%;农业综合开发工

程 2. 81 万hm2,占 4. 18%;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

1. 39 万hm2,占 2. 07%;速生丰产林工程 0. 92 万hm2,
占 1. 37%;中央财政造林补贴面积 0. 16 万hm2,占
0. 24%;其他重点工程 2. 57 万hm2,占 3. 83%。 云南

省岩溶地区生态修复各类工程面积见表 5。

表 5　 云南省岩溶地区生态修复类工程土地面积统计

Tab. 5　 Land
 

area
 

statistic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in
 

karst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万
 

hm2 　

生态修复类工程 石漠化
潜在

石漠化
非石漠化 合计

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 11. 23 17. 89 5. 19 34. 31

森林抚育工程 1. 40 6. 82 0. 95 9. 17

长江珠江防护林工程 2. 42 2. 77 1. 02 6. 21

生态公益林建设 0. 44 1. 88 3. 17 5. 49

退耕还林(草)工程 1. 37 1. 35 1. 39 4. 11

农业综合开发工程 1. 10 0. 75 0. 96 2. 81

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 0. 03 1. 36 1. 39

速生丰产林工程 0. 67 0. 08 0. 17 0. 92

中央财政造林补贴 0. 10 0. 05 0. 01 0. 16

其他重点工程 1. 23 0. 80 0. 54 2. 57

合计 19. 99 32. 39 14. 76 67. 14

　 　 通过生态修复各类工程项目的实施,云南省石

漠化土地治理程度为:基本治理 238. 20 万hm2,中等

治理 33. 33 万hm2,初步治理 59. 96 万hm2,治理失败

5. 97 万hm2,已治理面积共计 331. 49 万hm2,云南省

石漠化土地治理程度见表 6。

表 6　 云南省岩溶地区石漠化土地治理程度统计

Tab. 6　 Control
 

degree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
 

land
 

in
 

　 　 　 　 　 karst
 

areas
 

of
 

Yunnan
 

Province 万
 

hm2 　

治理程度 石漠化
潜在

石漠化
非石漠化 合计

治理失败 5. 90 0. 07 5. 97

初步治理 59. 20 0. 76 59. 96

中等治理 32. 78 0. 54 0. 01 33. 33

基本治理 0. 02 174. 50 63. 68 238. 20

合计 97. 90 175. 87 63. 69 337. 46

　 　 国家和地方实施林草管护类项目,石漠化综合

治理工程、森林抚育工程、长江珠江防护林工程、生
态公益林建设、退耕还林(草)工程等生态修复类工

程在石漠化土地面积及程度变化中起到了主导作

用。 岩溶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逐步建设成一个功

能稳定、结构合理的生态系统,使生态环境逐步趋于

良性循环;经济效益显著提高,着力促进生态价值向

经济价值转换,增加了群众收入;社会效益逐步显

现,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投资环境、发展环境,推动

乡村振兴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实现了石漠化综合

治理重点县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维护社

会的和谐稳定。
4. 1. 3 自然修复

以实施林草生态重点工程为依托,通过封山管

护、封山育林育草等林草措施,实施农村能源结构调

整,减少人对山林的依赖,减轻对岩溶土地植被的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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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降低土地的承载压力,促进了石漠化地区植被的

自然修复,前期石漠化状况、程度逐年降低,自然修

复石漠化土地共计 52. 65 万hm2。
4. 1. 4 工程建设

间隔期内,在石漠化区域实施工程建设,如水库

建设、道路建设、城镇建设等工程建设,导致石漠化

土地减少,根据本期调查数据统计,属于工程建设发

生变化的石漠化土地面积共计 11. 29 万hm2。
4. 1. 5 灾害和人为破坏因素

间隔期依然存在部分岩溶地区土地发生退化演

变,总面积为 10. 23 万hm2,其中,退化加剧型面积为

2. 08 万hm2,退化严重加剧型面积为 8. 16 万hm2。
通过分析部分岩溶土地发生退化演变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两方面:
1)灾害因素,主要是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

等)、灾害气候,如小范围局部地区的雨雪冰冻灾

害、干旱等导致石漠化逆向演替。
2)人为破坏因素,其中主要是火烧、工业污染、

不适当经营方式等因素,但人为破坏因素和规模均

呈现大幅下降趋势。
4. 2 动态变化间接原因

4. 2. 1 建立健全森林和草原督查长效机制

云南省建立了“天地空” 一体化森林和草原督

查体系,打击毁林草专项行动、森林和草原督查案件

查处、林草资源综合监测、林草监测核查执法全覆盖

等常态化工作,有效遏制了破坏石漠化土地林草资

源的违法违规行为,减少石漠化土地的逆向演替。
4. 2. 2 农村能源结构优化调整

通过实施农村能源工程,农村能源结构逐渐趋

向多元化,薪材比重逐年下降,间接地保护了石漠化

地区林草植被。
1)云南加大改造农村电网力度,于 2012 年 10

月提前实现全省户户通电,城乡实现同网同价,有力

促进了农民减负和农村发展。 农村居民用电价格由

约 0. 9 元 / 度下降到目前的约 0. 36 元 / 度,电价的下

调,使大量的村民生产生活逐渐以用电为主,各种节

能型家电进入农村家庭,加上家电下乡等各种国家

优惠政策的实施,使电能在农村中占主导地位。
2)提高商品型与高新型能源比重。 农村大力

推广以沼气、太能能热水器和小型光伏发电为主题

的新型能源和液化气等商品型能源,据统计,截至

2021 年底,共完成沼气池 29. 5 万户,按一口 8 m3 的

沼气池年产沼气 450 m3 以上,节约薪材相当于 0. 35
hm2 薪炭林地一年的生长量,相当于每年减少薪炭

林消耗 10. 3 万hm2。 同时,实施太阳能热水器 19. 59
万台的农村能源建设,间接地减少薪材在农村能源

结构中的比重。
3)积极推进节柴灶、节煤炉等设施,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 截至 2021 年底,云南省岩溶地区共完成

节柴灶 48. 56 万户,目前农村配置节柴灶具的农户

数超过 70%,多功能节柴灶与传统柴灶相比可节约

用柴 50%以上,有效地减少了石漠化地区的薪材消

耗,节约了大量的生物质能源,为石漠化区域植被生

态修复奠定了坚实基础。
4. 2. 3 岩溶地区城镇化率提高了农村劳动力人口的

劳务输出

土地石漠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密度过大,岩溶

地区的人口密度达 159 人 / km2,远超岩溶土地的生

态合理承载量。 加之岩溶地区城乡经济相对较差,
村民对森林资源,特别是对用材林、薪材的采伐,以
满足日益增加的物质和能源的需要特别强烈,造成

岩溶地区巨大生态压力。
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岩溶地区通过推

进当地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率,2021 年云南省

城镇化率为 51. 05%,比 2006 年提高了 20. 55%,农
村居民到附近的县城、昆明及广东等沿海城市打工

人口数量日益增加,各地政府部门也通过各种方式

积极促进当地劳动力的劳务输出,带来了农村家庭

收入的增加,使农村家庭增加了电器、太阳能热水器

的支出,使农村能源结构得到优化,减少了对岩溶地

区生态的破坏。
4. 2. 4 其他政策的实施

1)教育科技扶贫治理石漠化

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解决了农村家庭子女上学

的教育费用,既减少家庭负担和土地压力,又提高岩

溶石漠化地区农村子女教育水平,提升劳动人口教

育水平与外出就业升学比例,减少石漠化土地承载

力;科技治理石漠化依靠农村农业生产良种普及率,
主要是玉米、马铃薯的良种化,提高单产,减少广种

薄收面积,减少盲目开荒垦殖面积,森林植被得到

保护。
2)旅游收入反哺农村治理石漠化

利用特色岩溶景观,如石林县石林喀斯特、丘北

县普者黑峰林湖盆、湿地、建水泸西溶洞群、玉龙雪

山等发展旅游业,既增加农村人口的非农就业,增加

特色农林果牧生态产品与民族民俗文化产品,开展

农村家庭旅游接待服务,改变农村农民单一收入来

源和就业,又通过保护岩溶地质地貌景观恢复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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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石漠化区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全面协调

的石漠化治理。 通过喀斯特旅游收入反哺石漠化地

区农村、农业、农民,有效治理石漠化,实现了森林植

被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岩溶水源地保护的协同。
3)云南省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云南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石漠化综合治

理工作,先后出台了加速林业发展、木本油料林产业

发展,山区综合开发、低效林改造、森林云南建设等

一批政策创新、措施有力、含金量高、操作性强的文

件,把石漠化综合治理作为构建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的重大措施,加快森林云南、争当全国生态建设排头

兵的主要抓手,形成了有关部门合力推进,社会各界

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强有力地推动了云南省石漠

化综合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5 结论与讨论

5. 1 结论

在 2006—2021 年石漠化土地监测间隔期内,国
家与地方政府实施的林草管护类项目,如石漠化综

合治理工程、森林抚育工程、长江珠江防护林工程、
生态公益林建设、退耕还林(草)工程等生态修复类

工程,在石漠化土地面积及程度变化中起到了主导

作用。 岩溶地区的植被结构得到明显改善,植被覆

盖度逐年增加,石漠化土地面积逐年净减少,石漠化

程度逐年减轻,石漠化状况总体上呈现好转态势,石
漠化防治取得了显著成绩。
5. 2 讨论

云南省第四次石漠化调查范围新增了 23 个县,
共调查了 88 个县,据调查结果统计:石漠化土地

212. 85 万hm2,石漠化土地绝对面积仍很大,此外还
有潜在石漠化土地 342. 97 万hm2,石漠化仍是岩溶

地区的重要生态问题。 岩溶生态系统非常脆弱,石
漠化土地基岩裸露度高,缺土少水,土层瘠薄,治理

难度大,奋进新时代,提高岩溶地区森林和草原质

量,分区施策进行土地石漠化治理模式研究,这是林

草人的使命。 此外,云南省脱贫攻坚的 88 个县中有

56 个县有石漠化土地分布,虽已脱贫,但这些仍属

老、少、边、穷地区,边治理、边破坏现象在石漠化地

区仍存在。 因此,今后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坚定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

念,推进石漠化防治工作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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