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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大院”走出的沈国舫院士 

 
本报记者 孔晓宁  

  无数人生经历，都证明一个真谛：人生在世成

功与否，兴衰几何，关系最大的就是看他的思维方式是

否正确。当记者近日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副院

长沈国舫初次见面，访谈不大一会儿，便从他那表面平

实的话语中，感受到一种成熟的辩证思维的魅力。 

  ●看法与办法 

  “我正在起草一份书面发言，谈谈人与自然如何协

调发展的问题，准备提交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他在办

公桌旁又笑着补充道：“我的这个发言，是自己近几年

参加全国水资源战略研究后形成的一些个人看法。” 

  原来，1998年长江与嫩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之后，

中国工程院即组织43位两院院士和近300位院外各有关领域专家，开始着手对水资源问题进行专项调查研究，为国家从水资

源合理配置入手，建设水资源节约型社会提供政策依据。该咨询项目组由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担任组长，沈国舫与潘

家铮院士等担任副组长。从1999年至今历时6年，他们先是拿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后又完成了西

北与东北地区的调研，其中西北地区的报告已经公布，东北地区的报告正在最后形成阶段。 

  当社会各界感叹于项目组里一批年届古稀甚至耄耋的老科学家们不辞辛劳四处奔波的顽强精神时，沈国舫们更看重的

图为沈国舫在考察途中。

 



是这些咨询成果的可操作性：“中国水资源危机严重，这大家都知道；说要处理好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关系，也很容易。

关键是如何做到，现实中不同人群对此看法就不同。” 

  “过去塔里木河上游把水用完了，下游胡杨林枯死，沙漠成片。这样的例子不少。因此我们在报告中提出了‘留够生

态水’的新提法，它已经成为国家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一个指导方针。还有的地方提出‘人进沙退’，为了植树造林，超采

地下水，结果‘绿了一条线，黄了一大片’，这种简单化的认识和做法，都应予以改正和防止。” 

  “也有人反对在大江大河筑水坝发电，殊不知能源紧缺正是我国发展的瓶颈。水发电可以减少燃煤消耗，这也有对环

境有利的一面。” 

  沈国舫强调说：“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只求发展，也不能因怕影响环境而放

弃发展。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关键是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和确定适当的度。” 

  据记者了解，沈国舫等专家正是照上述思路为各地解决水危机支“招”，因此引起中央与地方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例如他们去年经5次考察，提出东北地区以节水防污适当调水来支持中间城市带发展及保持湿地等方案之后，当地人们评价

他们的咨询意见“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提供了新的视角”。 

  ●“不能把砍树当仇敌” 

  作为一位林业专家，沈国舫的话题自然转到“林”上来：“从事林业本身就是搞生态的，但是我的观点与一些人有差

别。有的环保主义者反对砍树，这也不准动，那也不许动。如果林子越长越好，林区人越来越穷，那还是可持续发展

吗？” 

  “国内有的人爱拿日本当例子，因为日本给人印象是只种树不砍树。”记者插话道。“那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沈国舫接过话头说：“其实，现在日本林业界正在着急呢。他们那儿大量种植的柳杉，是做木结构房子的好材料，已经成

熟了。可是日本人工贵，树砍下来的成本比直接进口木材还高，他们又不愿意引进劳力，只有干着急。其实树长成熟了，

就得砍，否则就会倒掉。前年圣诞节前后法国一阵风砍倒的老树，相当于他们几年的砍伐量。我们的问题是过去砍得太

多，伤了原气。现在实行天然林保护，有了喘息机会，待林子恢复起来，该利用还是要利用。” 

  ●从小弄堂奔向绿水青山 

  沈国舫1933年出生于上海，也许是对小弄堂的窄迫特别不习惯，他从小就向往绿水青山。1950年他以可以报考任何一

所重点院校的优异成绩，以第一志愿被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录取，由此走进了“林家大院”。 

  大学只读1年，1951年7月，沈国舫被选拔前往苏联留学，成为新中国首批300多名留苏学生中的一员。他独自一人进了

列宁格勒林学院，按计划完全可以先学1年俄语，再学专业。可他一面学俄语，一面跟着上专业课。听不懂就根据公式、图

像、符号去猜，靠翻字典去抠，用一天不少于13个小时去拼。几年下来居然各科成绩优秀，关于固沙造林的毕业论文还被

作为优秀论文被选送到市里参展。 

  1956年，沈国舫再次乘坐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回到了阔别5年的北京，被分配到北京林学院教书。他27岁即担任了我国

第一本全国通用统编教材《造林学》的编写组组长；后又先后担任过北京林业大学的校长与林学界最大学术组织中国林学

会的理事长。1995年，又当选为我国工程技术界最高学术机构———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他是通过顺利完成一项项重大科

研任务，而逐渐走上全国造林界学术带头人位置的。例如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后，他奉命与几位学部委员及林业

部官员一起前往考察。当时年龄与资历比较低浅的沈国舫，提出的处理过火林木和恢复森林资源的灾后重建思路与意见，

得到了考察组其他成员的赞同，他因此顺理成章成为报告的起草人，又由他向国务院作了汇报。以后大兴安岭灾区林子的

修复，一直就按上述报告的思路进行。 

  人的思路决定其命运与出路。善于辩证思维的沈国舫，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再次为上述真理作出了注解。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03月16日 第二版)    

（责任编辑：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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