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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与会 者的关注
。

原文较长
,

我们作 了适 当删 节
。

份ó孙份认心介衫份刃

一
、

治理和开发黄土高原地区的出路何在

对黄土高原的治理和开发
,

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
。

当时提出了要在黄河中

游的黄土高原地区兴建水土保持工程
,

以解决水
、

旱
、

风
、

沙的危害和控制水土流失
,

减轻下游淤积
。

二十多年来
,

我们在黄土高原地区兴建 了许多大中小型水利和水土保持

工程
,

但是
,

从总体来看
,

收效不甚理想
。

我们分析
,

这当中有治理方针的问题
,

也有

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问题
。

在治理方针上
,

没有能够坚持农林牧综合治理
,

而是过份地
、

片面地强 调 以 农 为

主
,

以粮为纲
,

有的地方甚至发展到要求灾年也要实现粮食自给
。

在这 样 的方 针 指导

下
,

必然会出现毁林开荒
、

毁草种粮的局面
。

实践证明
,

在黄土高 原 地区不 发 展林牧

业
,

单纯发展粮食种植业是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的
。

1 9 7 7年
,

黄土高原许多地区按实

种面积计算
,

粮食亩产只 10 0斤上下
,

有的只 30 一 50 斤
。

单位面积产量低
,

群众就 到 处

开荒
,

扩大耕种面积
,

这样就进一步破坏了植被
,

造成 了
“ 越穷越垦

,

越垦越穷 ” 的恶

性循环局面
。

相反
,

如果坚持农林牧综合偷理的方从 则完全可以把局面扭转过来
。

如

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大队
、

甘肃省庆阳暴蔑勿啊沟l呀渭梅省徨源县小高陵大队等
,

实行

了正确的治理和生产方针
,

粮食亩产就然到 4 0 0茄乓卯瑞 也有粮食亩产超 过 7 00 斤的
,

如山西省河曲县曲峪大队
。

在治理措施上
,

长期没有把工程措施和生锡措施侮好地结合起来
,

而是偏重工程措

施
,

忽略了生物措施
。

实践证明
,

不和造林种奉相铭合的梯 田枯地埂
、

淤地坝等工程是

难于巩固的
,

一遇暴雨
,

地面截留和含蓄水量的能力低
,

径流很快就汇集成为洪水
,

猛

烈冲毁各种工程设施而造成更大的破坏力
。

如陕西省绥德县韭园沟一部分水库 骨 干 工

程
,

由于缺少林草保护
,

在 1 9 7 7年 8 月一次暴雨中
,

基本上被洪水一扫而光
,

造成了不

小的损失
。

近年来
,

我国的农业科学工作者和农业生产的领导者
,

再一次对黄土高原的治理和



开发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

肯定了农林牧综合治理的总方针
。

但是
,

对于这个地区社会经

济的发展方针
,

还有不同的看法
。

主要的问题是
:
黄土高原生产结构的改变

,

必须同当

地 6
,

00 0万人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
。

我们不可能在一年之内把耕地面积大量地 削 减下

去
,

同时又把森林和牧草培植起来
; 我们必须在保证当地居民有足够的 口粮这样一个前

提下来发展林业和畜牧业
。

这是变恶性循环为 良性循环的关键所在
,

是一个十分复杂
、

棘手的间题
。

但是
,

这并不是一个不可能逾越的障碍
。

我们认为
,

在黄 : L高原地区
,

并

不脸每一平方米的面积都不宜种植谷物
,

事实上
,

在那些河谷平原
、

川台坝地和较平坦

的燎地
,

还是宜于发展农 业生产的
,

并且有条件建成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
,

而大部分 11
一

i

地
、

一

丘陵和梁
、

命区则以植树
、

种草
,

发展林
、

牧业为宜
。

这样
,

有分析
、

有区别地对

待
,

就能发挥一切自然资源的生产潜力
,

而且使之互相配合
,

互相促进
。

那种认为削减

j
’

粮食种植面积
,

群众就没有饭吃
,

因而不敢积极发展林草
,

或者一提到搞粮食就认为

会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看法都是不够全面的
。

我们主张
,

利用荒山荒地造林种草
,

刊用轮歇地实行草田轮作
。

这样
,

不仅林业
、

畜牧业可以得到发展
,

为社会生产出吏多

的财富
,

而且只有发展林草
,

才能从根本上扭转饲料
、

肥料
、

燃料俱缺的局面
,

为粮食

自给创造史有利的条件
。

应该说
,

这是黄土高原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所具有 的 特 殊 规

律
。

不少典型地区的实践经验证明
,

凡是这样经营的地方
,

它的 自然面貌和社会经济面

貌就可以逐步改观
。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右玉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二
、

综合治理黄土高原的好样板— 山西省右玉县

右玉县地处塞上高原
,

丘陵起伏
,

土地贫疮
,

黄河的二级支流苍头河贯穿全境
。

全

县土地面积 2
,

01 8平方公里
,

平均海拔高 1
,

40 0米
,

最高 1
,

97 5米
,

最低 1
,

2 30 米
。

在总土

地面积中石山区 15 1平方公里
,

占 7
.

5 %
; 土石山 区 6 78 平方公里

,

占 3 3
.

6 % ; 黄 土丘陵

区 9 0 8平方公里
,

占45 % ; 平川区 28 1平方公里
,

占 1 3
.

9 %
。

全县平均 气 温 3
.

5 ℃
,

最高

3 6℃
,

最低 一 37 ℃ ; 年平均降水量 4 5。毫米
,

一 日最大降雨量 7 0
.

4毫米 , 年平均 蒸 发量

1
,

77 7毫米
,

为年降水量的 4 倍
; 年平均风速每秒 2

.

7米
,

最大风速每秒 21 米 ; 无 霜 期

10 0天左右
,

绝对无霜期仅 84 天
,

11 月封冻
,

次年 3 月解冻
,

封冻期共 15 2天
,

最厚的冻

上层深达 1 05

—
1 39 厘米

。

全县有可 耕 地 90 万
一

亩
,

农业人口 8
.

2万人
,

平均每人有耕地

11 亩
,

属人少地多的地区
。

人民政权建立之后
,

全县仅有残存林约 8
,

00 0亩 ( 5
.

3平方公里 )
,

森林复盖率 0
.

3 %
。

由于地当风 卜l
,

经常处于风暴侵袭之中
,

每年风蚀耕地表土 1 一 2 厘米
,

刮走土量每亩

达 6一 1 3 立方米
。 “ 一年一场风

,

从春刮到冬
” ,

这就是过去对这个多风县最好的描述
。

无林无草
,

土质疏松
,

一遇暴雨
,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全县流失面积最高 达 1 ,

40 1平方

公里
,

占总土地面积约 70 %
。

严重的风蚀和水土流失
,

使得农业生产处于极低的水平
,

人民生活十分贫困
。

面对着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
,

如何趋利避害
,

综合利用 自然资源
,

创造一个有利于

人类生存的 良好生态环境 ? 这个县的领导部门在调查研究了全县地质
、

地形
、

地貌
、

土

壤
、

植被和风 口分布的基本状况以后认识到
,

首先要造林种草
,

以便防风固抄
,

并在此



基础上综合发展农林牧业
。

他们对 32座大山头
, 5 处大风口

,

数百个小土丘和 6 12 条长

两公里 以上的沟壑进行了造林种草的全面规划
,

二十多年连续治理
。

他们采用了
“ 三个

结合
, 固沙的办法

,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1
.

带
、

片
、

网结合
。

在风沙严重
,

面积较大的风 口地域
,

大造防风林带
; 在面积较

小的零星地区
,

造防风林片 ; 在田间
、

地埂
、

道路等处造防风林网
。

2
.

乔灌结合
。

在河岸
、

沟壑和滩湾地带
,

既栽乔木
,

又种灌木
,

形成高低结合的绿

色屏障
。

3
.

林草结合
。

在荒 山荒坡植树
,

株距
、

行距之间有很大的空隙
,

极易起沙
,

则在树木

幼小的时候
,

搞林草间作
。

在一些天然植被稀疏的牧地
,

大面积种植曹着
、

野豌豆等牧

草
,

以增加植被
。

为了使整个农业经济获得全面的发展
,

右玉县没有局限在造林
、

种草上
,

而是在植

树造林的同时
,

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

扩
一

大
一

旱涝保收农田
。

另外
,

通 过规 划
,

分 别 将农

地
、

牧地和林地集中和固定起来
,

在不影响粮食产量的前提下
,

逐步将低产地退耕还林

还草
,

促进林业和畜牧业的发展
。

这样
,

在全县范围内就出现 了因地制宜
,

各得其所
,

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景象
。

造林种草是防风固沙的有效措施
,

但还需辅以必要的工程措施
,

才能较好地达到保

水保土的 目的
。

右玉县十分重视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
,

在沟坡造林中十分注意配

合构筑梯田
、

地埂
、

沟头埂和谷坊等水土保持工程
,

并在这些工程的上面营造护埂林和

护坝林
。

实践证明
,

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的结合
,

达到了沟坡兼治
,

效益显著
,

工程安

全牢靠的 目的
。

截至到 19 8 0年底
,

全县森林面积达到 76
.

2万亩
,

加上 4 万亩灌木林
,

平

均每人有林地 9
.

8亩
,

森林复盖率达到 2 6
.

5 %
。

另有牧草地 99 万亩
。

过去的 “
不毛之地

”

现在变成了
“
塞上绿州

” 。

由于成林面积不断扩大
,

抗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逐渐增强
。

经过 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
,

右玉县在植树造林
,

防风固沙
,

保持水土
,

发展农村经

济
,

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

(一 ) 铰住了风沙
。

目前全县 已经形成大型防护林带 13 条
,

全长 3 00 多公里 ; 风 口处已营造万亩以上的林

区 6处
,

共 1 1
.

1万亩
。

由于林带能削减风速
,

因而也就减轻了风蚀
,

保护了土壤
。

根据

盆儿洼大队的实测
,

过去风蚀极为严重
,

平均每年土壤侵蚀厚度 1
.

2厘米 左 右
,

最严重

时达 10 厘米
。

林带形成后
,

阻止了土粒的机械运动
,

风蚀程度减小 70 一 80 %
,

每年每亩

耕地至少有 8 立方米的表土保持在林网内
,

不致被刮走
。

(二 ) 保持了水土
。

至 1 9 7 8年底
,

全县水土保持面积达到 10 3万亩
,

占水土流失面积 49 %
。

李洪 河 流域

在右玉县境内 36 平方公里
,

其中造林面积 已占 50 %
,

加上水土保持 工 程
,

效益 较为 显

著
。

地表径流和河水含沙量都较造林前减少 60 % 以上
,

每平方公里年流失泥沙 由14 多万

吨减少到 5 万吨左右
。

(三 ) 增加了饲料
、

肥料和姗料
。

过去全县 75 % 的社员户燃料奇缺
,

不少大队将草根和牲畜粪便当柴火烧掉
,

带来了

水土流失
、

草场沙化
、

肥料缺乏和地力不足的恶果
。

如今林木茂盛
,

林多枝叶多
,

用整



修的树枝和酸柳等灌木就全部解决了社员户的烧柴间题
,

相当于每年供应社员 3 万多吨

燃煤
。

林地内绿草如茵
,

为饲养猪
、

牛
、

羊
、

兔提供了大量饲草
。

自 1 9 6 3年 以来
,

全县

大种牧草
,

平均每年种一年生和二年生的牧草 5
.

2万亩
。

19 7 9年
,

人工牧草 出 现了新的

局面
,

全县种各种牧草 (草木择
、

首猎
、

野豌豆 ) 7
.

4万亩
,

每人平均有 0
.

9亩
。

畜牧业

的发展为农业提供了大量有机肥料和役力
。

此外
,

随着树木的增多
,

逐 步提 供 农 用木

材
,

目前全县一年可生产木料 1
,

50 0多立方米
。

( 四 ) 人民生活显若改善
。

五十年代
,

全县平均每年播种粮食作物 65 万多亩
,

总产 3
,

5 00 多万斤
,

平 均 亩产 5 3

斤 ; 六十年代
,

68 万亩粮田
,

总产 3
,

9 70 多万斤
,

平均亩产 58 斤 ; 七十年代
,

逐 步 扩大

林
、

草种植面积
,

保护粮田
,

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到 57 万多亩
,

而总产却提 高 到 6
,

5 39 万

斤
,

平均亩产 1 13 斤
,

较五十年代增加了 1 1 3 %
。

1 9 6 9年至 1 9 7 9年十年间
,

全县油料平均

总产比 19 4 9年至 19 5 9年十年的油料平均总产增长 92 %
,

羊增加了 37 %
,

猪增加了 2
.

47 倍
。

19 7 9年虽然遭受了低温
、

干早
、

霜冻等自然灾害
,

由于森林的防护作用
,

加上人的

因素
,

减轻 了灾害程度
,

粮食总产仍然达到 6
,

3 76 万斤
,

每人平均 7 80 斤
,

相当于中等年

景 ; 油料总产量 5 43 万斤
,

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

粮油两项分别比 1 9 7 8年 增 长了 15
.

6 %

和 3 3 %
。

1 9 7 9年全县平均每户有大牲畜 1
.

12 头
,

猪 2
.

15 头
,

羊 5 只
,

家兔 1 1
.

2只
。

全县交售

油料9 1
.

5 7万斤
,

每人平均 1 2
.

2斤 ; 交售生猪 23
.

0 7 2头
,

菜羊 3
, 9 4 1只

,

家兔 1 5
.

9 3万只
,

羊毛 15 万斤 ; 出口冻兔 肉 2 28 吨
; 收购鸡蛋 5 4

.

6万斤
,

平均每户 27 斤
。

群众收入 有 了较

大增加
,

生活有 了显著改善
,

按集体分配部分计算
,

平均每人收入 65 元
,

加上社员家庭

副业收入
,

平均每人收入近 1 00 元
,

较五十年代 (平均每人收入不足 30 元 )增加了两倍多
。

右玉县二十多年来
,

在开展造林种草
、

改变面貌方面确实取得了不 小 的 成 就
,

但

是
,

也还存在不足之处
。

主要是中部林多
,

边沿山区林少
; 阔叶林多

,

针叶林少 ; 大片

林多
,

四旁树木少
; 防护林多

,

用材林少
; 质量低的天然草场多

,

人
_

L草场少
。

为丁继

续把林牧业抓上去
,

右玉县决心扩大人工草场面积
,

提高牧草产量和质量
,

同时抓好森林

林分改造
,

把选育当地优良树种 (如右玉青杨 ) 和引进外地 良种 (如群众杨
、

合作杨
、

北京杨 3 号和小黑杨等 ) 结合起来
,

以改变小叶杨长期进行无性繁殖而出现 的 退 化 现

象 ; 大力发展针叶林和
“ 四旁

” 绿化
,

计划到 19 9 0年前后
,

全县森林面积发展到 122 万

亩
,

复盖率认到 40 %
。

三
、

从右玉县得到的几点启示

右玉县的自然条件
,

在广大的黄土 高原地区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

特别是多年来存

在着水
、

早
、

风
、

沙和水土流失等灾害的威胁
,

这是共同的特点
。

从右玉县改变 自然的

实践中
,

找们进一步认识到
,

突出地抓住造林种草
,

最能发挥象黄土高原这样地区的自

然资源的生产潜力
,

而且比较稳定
。

因此
,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的

恶性循环和农业生产的被动局面
,

就必须根据它本身的 自然规 律
,

从 方 针
、

政策
、

计

划
、

措施上对农
、

林
、

牧业生产的指导思想来个彻底地转变
。



首先
,

要千方百计蓄水保土
,

从根本上消除土壤侵蚀和增强抵抗风蚀的能力
。

要实

现这个要求
,

只有大面积造林种草
,

这是最根本的农业基本建设
。

可能会有人提出
,

造

林种草功效缓慢
,

不如治坡
、

治沟工程来得快
。

其实造林
、

种草和治坡
、

治沟工程并不

是对立的
,

如果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

就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

其次
,

必须大面积种草
,

逐步扩大草场面积和发展人工草地
,

这样
,

黄土高原地区

的畜牧业才会有一个极大的发展
。

有关部门要组织好这样的大发展
,

并把重点放在饲草

饲料基地的建设上
。

为了保证草场的恢复
、

更新
、

提高和发展
,

要把牲畜头数严格控制

在饲草饲料资源增长的水平 以下
。

第三
,

在造林种草的基础上
,

调整耕地布局
,

积极搞好农田基本建设
,

把耕地限制

在川
、

台
、

源
、

涧
、

坪
、

滩
、

坝地和缓坡梯田上
,

建立小片农业基地
,

提高科学种田的

水平
,

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解决粮食问题
。

把多余的耕地
,

主要是斜坡地和不合

理的垦荒地
,

逐步退耕
,

造林种草
。

第四
,

对于黄土高原的大部分地区的林业建设
,

应以建设防护林体系 作 为 主 要任

务
,

目的是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
,

防风固沙
,

调节气候
。

在干早和风沙地区
,

林业应与

放牧相结合
。

经济林木的发展
,

应在防护林发生一定的效益 以后
,

而且要控制在不影响

防护目标的范围之内
。

第五
,

水利和水土保持工程一定要和造林
、

种草结合起来
,

按中小流域综合治理的

原则进行统一规划
,

切忌单打一和片面性
。

以 上几个方面是统一的
、

互相配合和密切联系的
,

也可以说是在综合治理中需要遵

循的几项基本原则
。

但是
,

鉴于黄土高原地域辽阔
,

各地的 自然特点在大同中还存在着

小异
。

为着最有利于发挥自然的生产潜力
,

各地在治理的途径上
,

必须从实际出发
,

因

地制宜而各有侧重
。

(上接第 34 页 ) 相当可观的
,

尤其是

19 7 7年 8 月 1 日
,

内蒙乌审旗的木多才当

大队 1 0小时内降水 1
,

4 00 毫米 (调查资料 )
。

这个强度突破了法国留尼旺岛伯努夫
,

在

1 9 6 4年 2 月 2 5日
,

历时 1 2小时降水 1 , 3 4 0

毫米的世界记录
。

这样的暴雨
,

今后应该

认真加以研究
,

加强暴雨的预报工作
,

以

减少或避免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

4
、

暴雨 分 区
。

暴雨分区是反映暴雨

强度大小和频数多少的区域性划分
。

本区

以径
、

洛
、

渭下游
,

伊洛
、

沁下游
,

径河

上的陇东地区
,

黄土高原北部靠近鄂尔多

斯的交界地区等为暴雨最多的地区
,

尤以

前两地区为最
。

我们采用山西省 20 年的大

暴雨资料
,

尝试性的进行了初步分区
,

把

山西省分为三个大区
,

即
:

晋东南暴雨最

多区
、

中部皋雨中度区
、

西部暴 雨 最 少

区
。

这个分区的主要依据是暴雨中心出现

的频数
,

其次采用暴雨影响区作为参考
。

今后还要进一步收集资 料
,

分 析 研

究
,

拟定黄河中游地 区的暴雨分区
。

结 束 语

对于本地区降水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

析研究工作
,

尚需收集更加广泛而系统的

资料
,

就 已收集的资料
,

还不能满足这一

要求
。

本文仅就所收集到的部分资料
,

对

于本区降水在有限的几个方面作 了初步分

析
,

很多方面
,

还有待今后进一步分析补

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