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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二点我要讲的是真正对沙产业有推动作用的不是我，而是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同志。
1989年9月18日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建议。
宋任穷同志的建议有两条：①恢复国务院治沙小组（可不设或少设专职干部），由这个小组来计划、
指导、协调和进一步推动防沙、治沙的工作，在适当时候主持召开防沙、治沙会议。
②从农业、林业科研和其它方面挤出一点经费用于治沙、防沙，兰州沙漠所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做
出了国外公认的显著成绩，目前，由于经费不足，面临困难，在资金方面应予以照顾。
这项建议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重视，批示国家林业部抓这项工作，真正推动了沙产业。
所以我们应当感谢宋任穷同志。
　　第三点我要利用这个机会祝愿我们的沙产业研讨会成为我国沙产业的开端。
从已经有基础的防沙、治沙、固沙事业开拓出去，再在生活设施条件较好的戈壁滩上，如人造卫星发
射场附近，建立沙产业试验站。
这样我想在21世纪，我们将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并发展中国的沙产业。
搞得好，产值也可能上千亿元，将来还可能更多，因为这里面的可能性很大。
这里不光是利用生物转化太阳能，依靠科学技术，太阳能也可以直接转变利用，比如太阳能电池，还
有风力发电等。
所以，在占我国土地面积1／6的国土上，我们是大有可为的。
那么多的太阳能，我们要利用好，就可以为人民创造财富。
我想到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国务院恐怕不只有林业部、农业部了，还会有沙业部，因为上千亿元产值
是个大事业。
　　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有智慧的。
就说我们这次开会的香山饭店吧，这个建筑设计得了国际奖。
设计师贝聿铭是中国人，在建筑界是世界闻名的。
所以我想，沙产业咱们中国人能不能带个头呀？
我看一定会成功的。
　　就讲到这里，耽误了大家的时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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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钱学森论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是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思想探微丛书的第一本，汇集钱
老1984年至今25年来关于知识密集农业型沙产业、草产业、林产业的理论文章6篇，书信408封，相关
背景材料5篇。
全面系统地对沙、草、林三大产业的重大意义、相互关系、科学内涵、发展趋势和如何发展进行了详
尽深刻地论述，并以独特的视角展现这位人民科学家“志在强国，心在富民"、创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
建设理论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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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点我要讲的是真正对沙产业有推动作用的不是我，而是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同志。
1989年9月18日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建议。
宋任穷同志的建议有两条：①恢复国务院治沙小组（可不设或少设专职干部），由这个小组来计划、
指导、协调和进一步推动防沙、治沙的工作，在适当时候主持召开防沙、治沙会议。
②从农业、林业科研和其它方面挤出一点经费用于治沙、防沙，兰州沙漠所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做
出了国外公认的显著成绩，目前，由于经费不足，面临困难，在资金方面应予以照顾。
这项建议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重视，批示国家林业部抓这项工作，真正推动了沙产业。
所以我们应当感谢宋任穷同志。
　　第三点我要利用这个机会祝愿我们的沙产业研讨会成为我国沙产业的开端。
从已经有基础的防沙、治沙、固沙事业开拓出去，再在生活设施条件较好的戈壁滩上，如人造卫星发
射场附近，建立沙产业试验站。
这样我想在21世纪，我们将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并发展中国的沙产业。
搞得好，产值也可能上千亿元，将来还可能更多，因为这里面的可能性很大。
这里不光是利用生物转化太阳能，依靠科学技术，太阳能也可以直接转变利用，比如太阳能电池，还
有风力发电等。
所以，在占我国土地面积1／6的国土上，我们是大有可为的。
那么多的太阳能，我们要利用好，就可以为人民创造财富。
我想到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国务院恐怕不只有林业部、农业部了，还会有沙业部，因为上千亿元产值
是个大事业。
　　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有智慧的。
就说我们这次开会的香山饭店吧，这个建筑设计得了国际奖。
设计师贝聿铭是中国人，在建筑界是世界闻名的。
所以我想，沙产业咱们中国人能不能带个头呀？
我看一定会成功的。
　　就讲到这里，耽误了大家的时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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