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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的農村既是北京市的水源所在地，又是風沙口，我們通過 NPO 活動在這里已経進行了13年

的植樹造林活動。依据 “退耕還林政策”，政府禁止在傾斜度達到25度以上的坡面上進行耕種。
・1991年以后，対于農作物耕種最為重要的４、５月嚴雨量在減少，而夏季的雨量却在増加。95年夏

季的大雨致使窰洞的屋頂形成了漏洞。夏季的雨水会導致地面挌陷，還会填埋水庫。99年出現幹旱，
2001年出現100年不遇的大幹旱。近年，降水量的年平均量雖説没有什麼変化，可是波動性有明顕

地増加。
・一年内流入黄河中的泥土量為16億立方平米，如菓将這些土築成高一米×寛一米的防洪俔的話，

可以繞地球27圏。這些土的80％來自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農民很貧窮，而且子女還很多。在這

里環境問題成了変了形的人口問題。
・環境破壊和貧困之間存在一個正如図表所表示的 “悪循環”。如何才能将這個転変成 “良性循環”

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僅靠内部力量（自身力量）來擺脱悪循環是不可能的。外部力量的介入非常有

必要。
・這個地区在以前曽是一片森林。応県的木塔和農村的木造建築可以證明這一点。在文明之前這里還

有森林，文明之后却只剰下沙漠。
・種植杏樹是実現良性循環的嘗試之一。在建造菓園時男女老幼都積極地参加了。種植杏樹可以獲得

種植谷物的20倍的收入。修剪下來的樹枝可以作為燃料。這個村的村長説：“因為貧困所以什麼都

做不了的這種想法是最可怕的。” 現在這個村已経摘掉了貧困村的帽子，成了一個経済状况中等的

村庄。植被開始恢復起來，土壌也変得越來越多。村子也開始出了大学生，不久応該会出個研究生

亶。正如図表所標示的一様，現在已経有了擺脱悪循環的可能性。防止沙漠化也是有可能的。
・我們在這里指導他們采用菌根菌培育幼苗。使用了菌根菌的樹苗的成活率很高。看到良好的成長状

况，農戸開始不断前來購買樹苗。金銭的力量真的很大。重要的是：譲農戸們知道 “応該這様子做

才行”，“這様做才能椈銭”。
・水資源不足現象也很厳重。依照聯合國的標准，大同市的農村地区属于厳重缺水地区。為此進行了

旡水井、汚水的土壌浄化、煤砿排水的浄化等嘗試。峇外，北京缺水現象也很厳重。
・現在，造成環境問題的原因已経很清楚。対于山西省的環境問題，日本不可以采取坐岸観火的態勢，

因為環境問題是没有國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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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榧根勇　執筆，陳青春　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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