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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

这

是尽人皆知的事
。

水土流失面积 6
.

7 万 平

方公里
,

占陕北总 面积8
.

18 万平方公里的

8 1
。

9% ;
土壤侵蚀模数每年每平方公里达 1

万吨 ; 每年流入黄河的泥沙达 6
.

7亿吨
,

占

流入黄河泥沙总量的 40 %还多
。

由此而带

来的土壤瘩薄
、

干早
,

造成农业生产水平

低且不稳
,

拖住 了陕西省国民经济发展的

后腿
,

使 已是有名的悬河— 黄河更悬而

又悬
,

威胁着黄河下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

全
。

水土保持工作迄今仍然是陕北一项紧

迫而严重的课题
。

建国以来
,

党和政府对陕北水土保持

工作是非常重视的
。

光投资在水土保持方

面的经费
,

从 1 9 5 4 年 到 1 9 5 0 年
,

就 有

8
,

00 。多万元
,

还不包括造林种草方 面 的

经费
。

陕北人民对水土保持工作是非常积

极的
。

投工数可以千百万计
,

花了很大的

县达 1 ,

00 0斤
,

初步改变了陕北缺粮食的状

况
,

基本上解决了吃饭 问题
。

仅从控制水

土流失的效益方面来说
,

水平梯田能减少

水土流失 90 一 ] 00 %
,

成林地和草地 减 少

水土流失也大体相似
,

完好的淤地坝更起

着拦泥蓄水的作用
,

有许多大队和一些小

流域基本上达到
“
泥 不 下 山

,

水 不 出

沟
” 。

这些设施可以称得起是改变山河的

伟大工程 ! 这些成绩可以说是造福 民众的

伟业 ! 水土保持的成效是 巨大的
。

曾有一种议论
,

认为输入黄河泥沙没

有减少
,

就不承认水土保持工作有成效
,

更不承认有造福 民众的伟业
。

是的
,

从解

放初期到 目前
,

输入黄河泥沙量没有减少

或者说减少得不多
。

但是
,

持这 种论 点的

人却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现实
:

即黄河泥

沙量并没有增加
。

其所以没有减少
,

是由

于大量毁林开荒以及某些工程措施质量不

气力 ; 而且毅力 坚韧不拔
,

许多设
鲜醉

`

气月
,

冲了
,

再把它们重新修起来
。

他们彬创业 年米

加剧了水土流失所致
。

如果没有这多

的水土保持工作
,

黄河泥沙将不知要

精神和顽强意志是令人敬佩的
,

是植得蛋
颂的

。

在陕北修了水平梯田 (包括捻瑚
约 3 50 万亩

,
打淤地坝 3

.

2万多座
,

淤坝地

5 0多万亩
; 造林近 1 , 0 0 0万亩

;
种草 3 7 0多

万亩 ; 还修了水库 5 00 多座
,

库 容 达 18
.

8

亿立方米
。

由于大量的农田基本建设
,

陕

北粮食产量有很大提高
,

由 10 多亿斤上升

到 22 亿多斤
,

每人平均粮食 50 0多斤
,

有的

’

增加多少亿吨
,

对下游的危害 将 更 不 堪

言 `
’

由此可以说
,

黄河泥沙未见增加
,

正

是水土保持的 巨大成效
。

还有一种议论
,

是从上述论点出发
,

更进一步否定水土保持对治黄的作用
。

是

的
,

目前水土保持对治黄还没有起显著作

用
,

但是
,

持这种论点的人又忽略了这样

一个根本现象
:

即黄河泥沙来源于水土流



失
。

难道控制水土流失
,

不采 用 水 土 保

持
,

还有什么其它妙法吗 ? 其所以没有对

治黄起到应有的作用
,

并非由于掩矛水土
深持

,

恰恰相反
, 正是由子投有大为进行

水土保持
,

甚至破坏了水土保持
。

话又说回来
,

陕北的水土保持工 作
,

确实远远赶不上生产发展形势的要求
,

严

重的水土流失仍然对黄河下游存在着严重

威胁
。

为什么出现水土保待成绩 巨大而水

土流失 又如此严重这样的矛盾呢 ? 原因是

多方 面的
。

譬如治理面积只古20 %多一点

(而且不是控制流失面积达到这么多 ) ,

治理工作又多是零星分散
,

不集中
,

不成

片
,

不连续
,

时作时辍
,

甚至这里治理
,

那里破坏等等
。

而根本原因则是
,

对水上

流失的病根在于地面植被被破坏这个症结
一

长期没有认识
,

或虽然有认识
,

但仍迟疑

不决
,

没有采取坚定有力有效的措施
,

使

这一认识变成现实
,

以致水土保持工作进

展缓慢
,

水土保持效益不能迅 速 表 现 出

来
。

我们知道
,

在如何控制水土流失问题

上
,

曾有过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之争
,

把

二者对立起来
,
在实际工作中

,

大都是重

工程
,

轻生物
,

正是这种认识的反映
。

及

至一场暴雨
.

把成千上万的淤地坝和坝地

付诸东流之后
,

才从这一深刻教训中看到

植被的重要
。

但又为粮食上不去就不能大

量造林种草
、

恢复植被的人为矛盾所困扰
,

因而不能把恢复植被放在应有的地位
。

譬如
,

主张保持耕地面积以保证粮食

产量
,

这实质上就是忽视恢复植被
,

认为

植被无关紧要的一种观点
。

这 种 观 点 似
一

乎是为了粮食
.

其实
,

单纯强调保持粮食

甄积
,

耕地退不下来
,

影响到其它种植业

以及林业
、

牧业的发展
,

反而使粮食问题

走进了死胡同
。

要真正解决粮食问题
,

也

只有走大农业的道路
,

实行农林牧结合
,

建立合理的农业结构
,

恢复植被
,

以建立

起新的生态平衡
,

才是最可靠的途径
。

当

然一定的粮食面积是要保证的
,

特别是在

娘食产区
,

但是在陕北强调保持耕地面积

则是错懊的
.

类似这一种观点的另一说法
,

就是粮

食问题没解决 ( 即粮食没有做 到 自 给 有

余 ) 之前
,

不允许退耕
。

这些人认为
,

一

退耕
,

粮食总产一定不能保证
。

试问
:

广

种薄收能做到 自给有余吗 ? 事实 已作了否

定的回答
。

它不但不能
,

而且 愈 广 种 愈

薄收
,

还加重了水土流失
。

要真心使粮食

增产
,

达到自给有余
,

只有保持住水上
,

增加上壤肥力
,

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才

有出路
。

正由于对植被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

从

而导致对如何发挥陕北地区的优势也认识

不清
,

只看到不利方面
,

看不 到有 利 方

面
,

更缺乏把不利变为有利的有效办法
,

甚至产生陕北地区没有什么优势可发挥的

悲观论调
。

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

陕北地区

就 自然条件来说
,

固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利

条件
,

如水土流失
,

以及由此带来干早
、

土地膺薄
,

还有风沙的危害等等
。

但是
,

有利条件还是比较多的
,

而且只要处置得

当
,

不利条件也可以变为有利条件
。

陕北

上地资源丰富
,

每人平均少则 四 五 亩
,

多则几十亩
,

山
、

川
、

沟
、

源
、

命
、

滩皆

有
,

宜于发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
;
水利

资源也较丰富
,

有大小河流 2 00 多 条
,

都

有一定的流量
,

水头较多
,

落差较大
,

宜

于发展水利
、

水电 ; 气候属暖温带半千旱

区
,

年平均气温 8一 10 ℃ ,

无 霜 期 1 50 一

2 0 0天
,

雨量 3 00 一 7 00 毫米
,

一般可 以 满

足农林牧生产的需要
。

就拿黄土来说
,

固

然黄土结构疏松
,

易被侵蚀
,

易于崩塌
,

易于流失
。

这是它的不利处
。

但它的土层

深厚
,

质地匀细
,

通气性 良
,

渗水力强
,

耕性也好 , 氮磷和有机质含量偏低
,

钾含



量却很多 , 不论生土
、

客土
,

都 能 长 庄

稼
,

长林草
,

种啥长啥
。

只要把植被恢复

起来
,

合理利用它
,

就能变不利为有利
,

就发挥了它的优势
,

就成为取之不尽
、

用

之不竭的资源和财富
。

认清了水土流失的病根
,

才能有坚定

的决心
,

才能对症下药
,

采取 果 敢 的 行

动
,

以加快水土保持工作的步伐
,

迅速建

立起林业基地
、

牧业基地
,

使陕北在不长

的时间内
,

出现林茂草丰
,

牛羊茁壮
,

粮

足物阜
,

家给民富的景象
。

加快水土保持工作的步伐
,

一方 面是

改变农业生产落后面貌
,

改善陕北人民生

活所必需
,

是实现中央确定的把西北黄土

高原建成林业基地的战略决策
,

实现省委

制定的陕北农业生产建设方针所必需
,

是

发挥陕北优势
,

迅速开发陕北资财
,

以支

援全省国民经济的发展所必需
,

更是为根

治黄河创造至关紧要的条件所必需
。

另一

方面
,

也确实具备了能够加快步伐的条件
。

首先是党中央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的农

业政策
,

正确地反映了农业生产发展的规

律
,

正确地反映了农民群众的要求
,

从而

调动了农民群众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

也调动了他们大搞水土保持的积极性
。

党

中央确定的西北黄土高原的战略决策
,

陕

西省委所制定的陕北农业生产建设方针
,

为发展陕北农业生产指明了方 向
,

也为治

理水土流失指明了方向
。

再则
,

建国 30 多

年来
,

大量的水土保持 工作为今后加快步

伐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

大批的基本农 田和

水平沟种植法的推行
,

大大提高了粮食单

产
,

扫除了一些人怕粮食不能 自给 的 愁

云
。

近几年又闯出一些可以加快步伐的新

路子 ; 特别是30 多年来在水土保持工作中

的正反经验告诉了我们
,

如何按自然规律

办事
,

而避免走弯路 ; 还有科学工作者为

水土保持提供了许多具有实际价值的研究

成果
,

以及深刻独到的见解
,

值得我们在

治理水土流失工作中特别重视 和 应 用 推

广
,

并使我们找到了前进的新的经验
。

的确
,

现在是形势非常有利
,

条件也

具备
,

加快水土保持工作步 伐
,

势 在 必

行
,

也势在可行
。

要加快水土保持步伐
,

在指导思想上还得明确几点
:

l
、

在水土流失地区
,

对水土保持与

农业生产的关系
,

应有正确的认识
。

搞农

业生产一定要搞好水土保持 , 搞 水 土 保

持
,

一定要为农业生产着想
,

要为农业生

产服务
。

我们不仅仅是为防止水土流失
,

不只是为了把粮食搞上去
,

而是要在大农

业观点的指导下
,

根据当地特点
,

发挥那

里的优势
,

把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都搞

上去
,

使农民富起来
,

使集体经济更加繁

荣壮大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水土保持工 作

与农业 (大农业 ) 生 产 基 本 上 是 一 回

事
。

2
、

水土保持一定要走农林牧同时发

展的路子
,

这样就能加快跳北农业生产建

设方针的实现
。

方针中提 出 的
“
并 举

”

“ 同时 ” “
逐步

” ,

正是方针中的 ,’ll 良” ,

也正是水土保持工作应走的路
。

所谓
a
并

举
” ,

就不是先举这个
,

后举那个
,

而是

农林牧一齐举 , 所谓
“ 同时 ” ,

也不是等

到粮食 自给有余
,

然后才造林种草
,

发展

林牧业
,

而是同一时期
,

既要提高粮食产

量
,

又要造林种草
,

发展畜 牧 业 , 所 谓

“
逐步

” ,

更不是有的前进
,

有的停止不

前
,

而是从现在起
,

一步步改广种薄收为

少种多收
,

达到粮食自给有余
,

一步步
、

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林牧业基地
。

水土保持

工作应该根据这样对方针的理解
,

走出自

己的路子来
。

3
、

水土流失的洽理工作
,

要紧密结

合科学研究
,

依命科学技术
,

把科研成果

迅速地大面积推广到治理工作中去 , 水土



保祷科举研究
,

要续密劫台洽理工作
,

为

洽理工作 . 务
。

二右决不佳 脱 节
,

不 佳

“ 两张皮
” 。

为此
,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要

加强综合研究
,

既加强生物措施的
、

研究
,

也加强工程措施的研究
,

而且还要加强二

者相互配合的研究
,

以及加强它们如何因

地制宜地在实际运用中的科学实验
。

至于

单项研究也要加强
,

加强各单项之间的有

机联系
,

并成为综合研究的组成部分
。

要

搞好综合研究
,

就要组织多学科
、

多专业

的科研人员大协作
。

只有发挥科研人员的

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
,

才能完成科学研究

与综合治理紧密结合的研究任务
。

4
、

点与商必筑禁密结合
。

点上的成

果要及时推广到面上
,

由小面到大面
,

到

更大的面
。

只有大面积的水土保持
,

才能

收到巨大的效益
。

面上的关键技术问题
,

点上要列为课题
,

组织攻关
。

决不能孤立

办点 , 否则点再好
,

只不过是一支花
,

作

用不大
。 “ 万紫千红才是春

”
嘛 !

5
、

水土裸持工作还必放搞些使人们

迅速见利
,

又是一举多利的猎施
,

一年两

年就能见利
,

而且见多利
,

褥 利 多
。

当

然
,

长远见利的措施也必须搞
,

也要及早

安排
。

但是
,

近期见利
,

见多利的事
,

最

易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

落实水土保持任

务
,

才能扎实
,

水土保持工作的进程
,

就

可以加快
。

因此
,

要多开这样的门路
。

指

导思想对头 了
,

水土保持的步子就一定会

加快
,

否则想快还快不了
。

为了加快陕北地区水土流失的治理工

作
,

还必须有通盘布局
,

整体规划
,

不能

零敲碎打
,

顾此失彼
。

如何布局才合理
,

规划才科学
,

则要 以生态平衡能否建起来

为依归
,

变往 日的恶性循环为 良性循环
。

所谓建立大农业生产
,

以使农业生产得以

长期协询发展
,

正是从保护和建立合理的

生态环境考虑的
。

所以
,

农林牧的比例和

布局
,

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
,

都必须注意

到生态平衡的保护和建立
,

否则就要受到

自然的惩罚
。

生态平衡不是抽象的
,

而是

具体的
。

它因地而异
,

地少人多的与地多

人少的不同
,

平川与山区也不同 , 也因时

而异
,

现代不可能回复到原始的 自然生态

平衡
。

但是
,

在陕北地区首先必须恢复植

被
,

以制止水土继续流失
,

否则
,

恢复或

建立生态平衡就无从谈起
。

恢复植被
,

种草 (包括 灌 木 ) 是 捷

径
。

种草费力小
,

成本低
,

见效快
,

受益

宏
。

草 (或灌木 )
,

不 论 梁
、

命
、

沟
、

岔
、

坡
、

畔
,

无处不可种
,

无处不易生
。

沙打旺一年株高 1米多
,

两三年就郁闭起

来
,

水土很难下山
。

柠条籽裹在泥巴里
,

摔在崖畔上
,

就能成活
。

大面积种草 (或

灌木 )
,

就可以快速控制水土流失
,

大大

减轻对黄河下游的威胁
,

为根治黄河提供

非常有利的条件
。

有了草
,

还可 以大养其

牛
、

羊
,

发展畜牧业就有了指望
。

草又可

以肥田
,

增产粮食
。

_

据侧定
,

草木择生长

两年后
,

土壤有机质增加 24 一 56 %
,

每亩

增加的氮素相当于 1 18 斤硫按
。

草籽 可 以

卖钱
,

增加收入
。

沙打旺籽
,

每斤 2 元以

上
,

每亩可收三四十斤
,

甚 至 百 斤
,

收

入大为可观
。

种了草
,

还为造林打下一个

好的基础
。

草能涵养水源
,

又 能 积 蓄养

分
。

有水有肥
,

造林就易成 活
,

也 易 成

林
,

效益甚大
。

可见
,

种草是一举多利的

措施
,

值得大大倡导
,

有组织大面积推行
。

或者有人认为
,

大量种草
,

将影响粮

食生产
。

这是一种过虑
。

陕北牧荒地约有

6 ,

00 0多万亩
,

光榆林地区就有 3 ,

30 。多万

亩
,

大有种草的广阔天地
。

在这 里种草
,

决不会影响粮食生产
,

而且还给粮食提供

大量的优质肥料
。

或者还有人认为
,

在人

多地少的地方
,

要种草
,

就须退耕
,

退耕

就必然影响粮食产量
。

这是对新鲜事物缺



乏了解的一种额外耽心
。

陕北已经出现了

不少社
、

队退耕种草
,

粮食增产的可喜的

事例
。

有的退耕达耕地的6D %
,

粮食反而

增产 40 % 以上
; 有的退耕三分之一耕地

,

而粮食增产 70 %
。

道理很明 显
,

耕 地 减

少
,

肥料集中
,

精耕细作
,

自然会增产 ,

而广种就必然薄收
。

要长期控制水土流失
,

建立和维护生

态环境
,

关键在造林
,

造林面积要达到土

地总面积的40 一60 % 以上
。

而陕北林地只

占 18
.

1%
。

造林任务是巨大的
。

这里
,

农

林牧用地矛盾还比较尖锐
,

须在综合农业

区划的基础上
,

因地制宜地确定农
、

林
、

牧用地 比例
,

并合理配置
。

还应考虑在丘

俊沟壑区的北部及西部
,

象长城风沙区营

造防风固沙林带一样
,

营造 防风沙
,

防干

早风护田护牧林带
,

以改善这里的农田
、

牧场的生态环境
。

为了加快造林步伐
,

除

组织群众造林外
,

还应大力发展机械造林

和飞播造林
。

机械造林和飞播造林
,

不仅

速度快
,

而且成本低
,

质量也高
。

大力发展造林种草等生物措施
,

对加

快水土保持工作步伐是很重要的
,

但也不

能放松对基本农田的建设
。

为了实现粮食

自给有余
,

建设一定数量的基本农田也是

很重要的
。

建立林业基地和牧业基地
,

决

不能忽视粮食生产
,

因为建设林业基地和

牧业基地也需要粮食
。

要做到粮食自给有

余
,

要靠提高
一

单产
,

不能靠扩大面积
,

更

不能开荒
。

提高粮食单产
,

首 先 要 有 保

水
、

保土
、

保肥的基本农田
;
没有或只有

很少的基本农 田的地方
,

要推行水平沟种

植法
,

或修反坡梯田
,

做到保水
、

保土
、

保肥
。

做到了保水
、

保土
、

保肥之后
,

关

键还在于提高土壤肥力
。

要提 高 土 壤 肥

力
,

就必须搞好农
、

林
、

牧综合发展
。

土

壤肥了
,

还能抗早
,

粮食就能增产 , 还能

做到在增产基础上的稳产
。

勺
”

要加快水土保持工 作步伐
,

也要搞好

多种经营
。

搞多种经营
,

似乎与水土保持

工作无关
。

其实
,

发展了多种经营
,

人民

财富增加了
,

生活改善了
,

对搞好水土保

持的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
。

何况有许多多

种经营也可 以同水土保持工作结合起来
。

由于搞起多种经营
,

生财有道
,

改善生活有

了门路
,

开荒自会减少
。

由此说来
,

搞好多

种经营
,

正是加快水土保持步伐的一项必

需的措施
。

奉劝水土保持工作者
,

不要以为

作水土保持工作搞多种经营
,

是多管闲事
,

而应该把它当作地地道道的正事来抓
。

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地区
,

建立基地

县或实验区
,

这是把水土保持科学研究
,

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同农业生产 (大农

业生产 ) 融合为一体
,

把点和面结合在一

起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

因为面积大
,

它

们做出了样子
,

效益显著
,

影响巨大
,

说

服力最强
,

就能很快推广
。

对于改变陕北

农业生产面貌和 自然面貌
,

无疑地会起着

重大作用
。

基地县或实验区
,

都应建成为实现粮

食自给有余的林业甚地
、

牧业 基 地 的 样

板
,

而且应在贯彻中央的决策和省委的方

针中早点做出样子来
,

这才不失掉建立基

地县或实验区的积极意义
。

由于基地县或

实验区的建设
,

是 以大农业观点
,

把科学

实验
、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和农业生产紧密

结合在一起
,

融合为一个整体
,

所以
,

对

它们的领导
,

应 以县为主
。

县上应该把农

业生产
、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和科学实验都

当作 自己的事情
,

统一抓起来
,

加 以统筹

安排
。

不要把科学实验只当作是科研单位

的事
,

把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只当作是业务

部 门的事
,

这样
,

基地县就很 难 建 设 起

来
,

实验区也不会很快做出样子来
。

当然

省上对基地县或实验区的工作也要加强领

导
,

并在经费上应予以重点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