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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整治是羊战略方针何痞; 是个很

重要的间题
,

国土整抬和生态学有密切的关系
,

一

从

生态学来讲
,

就是协调人与环境的相互关

系
。

最近国际上经常提到一个名词
,

叫生

物圈
‘
所桐生物圈

,

是指地球上生物与环

境的总体
。

在所有的行星中
,

一

目前知道的

只有地球上有人
。

生物出现的范围只是很

小的空间
,
从地球 表 面 向 上不到三十公

里
,

向下不过二三公里
。、

在这 个 很 小 的

空何里
,

人是最高级的生物
。

万物的主宰

就是人类
。

生物圈这个名词是 十九世纪瑞

士的一个地质学家提出来 的
,
二十世纪二

十年代
,

苏联的一个地球化学家维尔拉德

斯哥加以直传
,

得封了世界上的普遍接受
。

六七十年代
,

大家感到人与环境的相互关

系何题非常严重了
,

所 以 1 9 7 2 年在斯德

哥尔摩开了第一次邹境会议
。

人与环境 二

者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有三个因素
,

即三个参数 , 第一个是人
,
第 二 个 是 资

源
,

第三个是环境‘
.

这三者可以用一个三

角形来表示
一

,

是相互影响的
。

除人以外
,

其

他的生物
、

微生物以及气候
、

土壤等等
,

都是环境
。

从理枪上讲
,

许多资源都是可

以更新钠
、
应该是越利用越能更新

,

包括

质量的提离石如果利用后数量减少
,

质量

下降
,

这就是不合理的
。

可是全世界基本

没有傲到这一点
。

整个农业
,

从 六 七 千

‘。旧 ·卜
. 亡卜 一

O-
. D 冲 白。冲 . 。陌 . 。冲 ·

)
. 习 . 叫〕. . 。, , 。冲 . 。~ 叹 ,. , 。冲 . 。目 . 心卜 . 0 冲喊卜哪补

. 。
, ·

O-
, O , .

0-
. 0 冲 . 。冲 . 。旧 . 。冲 . 。陌 . 0 . . 。口 . 0 . . 。冲 叫 J 必 . C冲 . 0 . . 仁卜

规划
,

全国各地区能源合理梅成昨姗划
,

海徐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规划等
,

其中最重要豹

则是调整我国的生产布局规划
。

地区布局和部门结构是生产建设中有密切联系的两个侧

面
。

国土整治既要考虑生产地区布局的调整
,

也要联系地区经济部门结构的调整
,

这是

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间题
、 以农业生产来说

,

过去重农
,

轻林
、

牧
、

副
、

渔 , 重灌概农业
,

轻早农
,
重粮食作物

,

轻经济作物
,

—
这种倚轻倚重的方针

,

使

农业地区布局和部门结构都出现不合理的现象
,

路子愈走愈窄
,

生产上不去
,

甚至造成

生态环境恶化‘ 要调整布局和都们结构玄 硫需要改变多方面的传统看法和做法
。

例如
,

据估计赛国每年需要七八百亿斤粮食当饲料
,

换言之
,

每年粮食种植面积中有 10一20 %是

用来生产饲料的
。

如果这些耕地直接种植何料
,

可 比粮食作物提供的热量和蛋白质高兰四

倍
,

还有利于安排茬口
,

堵植地力
,

有多方面的效益
。

几

能杏设想调整我国半农 半 牧 区 的

农业生产方向
,

使该地区的!种植业主要为发展畜牧业服务
,

一部分粮食耕地改种饲料
,

并与牧草实行轮作
。

也可考虑把该地区 的国曹农
三

场改为国营农收场
,

为发展早农探索一

条新路
,

为发展畜牧业打好物质基础
,

彻底改变靠天养畜的局面
。

诸如此类的专题性研

究
,

配合国土整治规划
,

都可以加以探讨
。



年前到现在为止
,

都是不同程度上的掠夺
,

全世界都如此
。

再如
,

水本来就很丰富
,

不应该成问题
,

但现在到处是水的问题
,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水是真正千净 的
。

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
,

是世界上最大的河

流流域
,

而其一千多条支流
,

70 %左右是

污染的
‘
再如

,

英国使用化肥太多
,

河流

的很多地方硝酸盐浓度超过 IOoPP rn
,

水

不适合饮用
,

特别是对中小学生不适合
。

要说世界上什么地方有千净的水
,

现在恐

怕只有
“山泉水清

” ; 不过很多山泉也不

清了
。

空气的情况也类似
。

现在水
、

空气

这些
a
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 的资源都有

何题了
。

世界上的资源
,

能否养活世界上的人

类
。

现在世界上大约是46 亿人口
,

到2 0 0 0

年估计是 62 亿
,

那个时候能否 做 到 不 仅

养活 62 亿人
,

而且使人类生活 的 质 量 和

环境有所提高
,

这是当前世界面临的挑战

性的任务
。

所以
,

人口
、

资源
、

环境这三

者的关系问题
,

是目前全世界最关心的一

个问题
。

什么叫资源 ? 所谓资源
,

特别是自然

资源
,

是指在一定时间
、

地点的条件下能

够产生经济价值
,

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

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
。

这是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 (U N E P这个组织的总部在非

州肯尼亚 )
,

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的
。

环境

与资源是一个东西
,

环境能被人们利用的

部分
,

我们便 叫它资源
。

即使现在不能用
.

的
,

但它有潜在的作用
,

因为人类目前的

知识水平相对自然界的复杂性来讲还是很

低的
。

很多东西现在看来无用
,

只不过是人

们还不知道如何利用
。

人与资源
,

人与环境
,

到底处于什么

情况呢 ? 1 9 2 7年世界第一次环境会议前
,

联合国组织写 了一本书 《只有一个地球}}o

我 们 知 道
,

地球的寿命大约已有40 一 50

亿年
,

而真正的生命协 即最简单的原始生
·

命的出现奋
‘

大约在30 亿年前 (所谓假核细

胞)
,

高等生物的出现是在 1
。

8亿年 前
,

许多古老的树木出现在 7 ,

00 0万年 前
。

现

在
,

全世界大约是5卯一1 ,

00 0万个物种
,

为

什么估计相差一倍 ? 物种数 目这个问题现

在谁也弄不清楚
。

所有生物 (除人 以外 )

包括许多高等生物
,

例如动物
、

树林
、

小

草等
,

它们在地球上的出现要比人类早得

多
。

人到底什么时候出现的 ? 东非猿人大

约是在20 0一 3 00 万 年前
, 因此可以看出

,

人是地球上的后来者
,

可是是最高级的
,

是
“后来居上

” 。

人类虽然有 3 00 万 年的

历史
,

但发展是缓慢的
。

我们北京人出现

大约在 50 万年前
,

过了40 万年左右
,

人类

大脑容量才有显著变化
,

那时开始有 自我

意识
。

大约在6 , 0 00 一 7 , 0 00 年前
,

人类才

开始从事农业生产
。

以英国瓦特发明蒸气

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 发 生 在 20 0 年 前

左右
,

人类真正突飞猛进
,

是最近30 年左右

的事
。

这个发展是一 个惊 人 的阶段
。

现

在国外认为
,

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中

期
,

是人类最趾高气扬的时代
,

是生产突

飞猛进的时代
。

第一台计算机是1 9 4 5年诞

生的
,

使用在军事上
,

而且是最原始的
,

到

六十年代 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
,

六十年代

后增长最快
,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
,

全世

界就仿徨不定了
,

当然现在稳定一点
。

很多

科学家
、

政治家
,

都感到人 口与资源
、

人 口

与环境的间题不小
。

地球上人 口 增长 这么

快
,

地球能否养活这么多人 口 ? 能 否 提供

人类一个 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 并且能

否 把 一个美好的环境交给下一代 ?世界将

面临 5 大间题
,

即人口
、

资源
、

粮食 (外国

叫 食 物)
、

环境
、

能源
,

实际上能源也好
,

粮食也好
,

都是一个资源问题
,

合在一起是

人 口
、

资源
、

环境问题
。

总之
,

一系列的

问题都出现了
,

这在世界上是很普遍的
。



一

世葬人初物增长报快
,

面赞板是有恨

伪衬环貌矜染也相裔产氢
一

国外夫琦间赶
最天的是不发达捆家

, :
邃些栩家人口增长

得快
,

而歌褂的一些所带发逐麟润家人口

增长很慢
,

有的是人县老化‘
一

播联合国统

甘
,

今后人 口奄长主要在第三世界翻家
。

中
一

国现在约9
.

5亿人 口
,

估计到 匆00 年是

12 亿左右
。

美国豺 2 0 0 0 年的人类 作 了一

个估针
,

其中枯汁中国人口平 均 是13
,

知

亿
,

最低是ltl .7 6亿
,

最高是注4. 68 亿
,

平

均增长率是1
.

4 %
,

占世界人口 的 20
.

享%
。

到娜时 ) 全世界人口舞果是62 亿
,

那么粮

食就要增 急倍‘熊稼就要增抓 4 倍
,

耕地

就要从现有的主3
.

6亿公项增 抓皿40 亿 公

顷
心

要使资撅
、

人口
、

环境碍到协姗发展
,

必须进行国土规划
。

世界有这样的 问题
,

我国也有
。

当然我们的间题与他们不完全

一样
。

我们讲生态失去了平衡
,

不仅是指

中国
,

全世界都失去平衡
。

所以扭72 年第

一次环境会议提出只有于
,

个地球的间题
,

19 绍年在肯尼亚又开了第二次环境会议
,

从生态学角度总结功年来世界的变化
。

·
‘

从生态学观点看
,

要使人类与资源环

境达到一个比较协调的状祝
,

做规划时要

注意以
一

下原则
:

孰一定奥有滋体现念
, 一皿点共粗在部

分有鉴体以及都分与娜分的相互关系上
。

对 某 个 部 分 本 身的探入详细的研究
,

是部门的事情
。

作为一个整捧来讲i 要有

系统的观念
,

即系统分析
b

这里牵涉到哲

学上的一个恩想
,

即总体是否等于部分之

和
。

这个问题 良古以来
,

一些思想家包括

生态学家就有争论
。

我们现在倾向于这样

的观点
.
如果是一个生态系统

,
‘

或者是一

个比较复杂姻系统
,

总体要大于部汾之和

的沁以人为例
,

从人的总体来澜稼
1

就不仅

仅是鑫五官等器官加起来的一辛总和
,

_

这

与钧狱学
、

棍橄工移苗概念是不词的杯在

这些学科中丫 部分之和是等于总莽的落 而

作为一个生鑫系统来进
,

如果有生理现象

在里面的话
,

他热总捧要大于部分之和
。

今后如成立国土委员会
,

委员会就要从整

治的总体眼光
,

·

从生态学的观点
,

从生态

系统整体的观点来看问题
。

而不是从农业

部
、

林业都或工业都门的观点看间题
。

2
、

共肯定任柯率钧御有不育定性在里

面
。

千万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成是十全

十美
,

都是肯定的
,

都估计得很周到
厂

。

其

实
,

物理学上也有这个词题
一

,

什 么 叫量

子 ,
全世界现在也讲不清夔

。

拿生命现象

讲
,

凡牵涉到生物的
,

不肯定性是很大的
,

许多东西是难以预料的
,

会估计错误
,

或

估计不足
。

所以做规划
,

都要有儿个替代

方案
。

一

3
、

凡是探讨她盆必段的关荡时 戈例扫

人O与生翻钧关不等 )
,

婆往致幼杏的平

衡
,

~ 旦破那丫 会带来很大恶果
。

举几个

例子
,

如澳洲是古老的大陆
,

后来英国人

把兔子带去了
,

繁殖泛滥成灾
,

农业
、

林
」

业损失都很大
,

结果稿得如十年代到五十

年代人们谈兔色变
。

许多地方想办法来防

兔子
,

搞孑 1, 4皿哩的篱笆来防兔 子
,

花

了许多钱
,

最后发现一种病菌
, 可使兔子

嘴烂致死
,

才算解抉了兔子问题
。

而现在

又有新的间题
,

袋鼠多得成灾
。

所以自然

界总是动态平衡
,

我们能控制 的东西非常

有银
,

生物学家连细胞也没搞清楚
,

何况

去管活的生物
。

过去许多错误
,
都是产生

于过分相信了我们样样都能完美无缺地控

制
。

当然
,

我们是马列主义者
,

还是相信

人能控制 自然的
。

但是就今天科学的水平

来讲
,

很多
.

问题还是不能控制的
。

类似上述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

讲

这些为的是说对一个观点
,

即要注春自然

界是几十亿年形成的
,

几乎所有生物在地



球上有几千万年
、

甚至一亿年以上的历史
,

而我们人类只有 30 0 万年历史
。

当然人类

是最高级的动物
,

会造汽车
、

飞机
,

能盖

房子
,

建设城市
,

但是城市是否是在物质

上和精神上最美好的? 在那里人的身心发

展是否是最健康的? 这些问题是令人深思

的
, 总之

,

许多生物现象今天要讲清楚因

果关系是不太容易的
。

中国搞农业很有经

验
,

因我们有 8 亿农民
,

他们是勤劳的
,

有智慧的
,

但是还有许多间题没解决
。

例

如
,
自然保护区

,

美国搞得很早
,

本想在

美洲保护野牛
,

结果野牛木多了
,

森林不

能更新
,

最后还得想办法去打死一些
。

这

个问题经 1 20 年才总结出来
,

为美 国 人所

认识
。

所以
,

如果把复杂的
、

长期演变发展

形成的东西搞成个简单的方案
,

说得头头

是道
,

那么肯定
,

又没有几个替代方案
,

后果不堪设想
。

比如
,

澳洲这个地方
,

有

人带去一些仙人掌
,

后来到处 都 是 仙 人

掌
,

没办法
,

又要解决仙人掌 过 多 的 问

题
。

自然界儿十万年形成的生物圈
,

50 0一

1 ,

00 0万个物种
,

这里面有许多我们 是 不

认识的
。

比如
,

美洲发现了
“
霍霍巴

” ,

一种可以代替鲸鱼油的植物
,

它生长在墨

西哥和美国之间
。

中国植物也很丰富
,

但

很多我们还不认识
,

更不用说利用了
。

中

国中草药最多利用了 5
,

0 00 多种
,

也 只 占

我们 3 万多种植物的一小部分
。

所 以保护

野生动植物
,

保护生态系统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4
、 “外部边界” 的问题

。

国外已宣传

了十多年了
,

任何东西都有
“
外部边界

”

问题 , 过了 “
边界

”
就会出问题

。

比如
,

通

常说的空气污染
,

无非是某些成分的含量

过了
“
边界

” 。

现在
,

世界上都很关心空

气中二氧化碳含量问题
,

如 再 增 加 几个

PP m 的话
,

全世界平均气温会相 应 提 高

1一2 ℃
。

南极的冰如溶解一些
,

海平面就会

上涨 1 一 2 米
,

其后果不堪设想
。

这只是

一种猜想和估计
,

科学性如何可以研究
,

但

也决不是胡猜乱想
。

再比如
,

水也有个
“
外部边界

”

间题
。

现在很多城市感到水不足
,

国 外 也 是 这

样
。

世界上已有 6 亿人生活在干早
、

半干

早地区
,

那里水的问题更严重了
。

我们过

去认为许多东西没有
“
边界

” ,

空气
、

水

都是
“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 的
,

实际上

都存在
“
外部边界

” 。

因而对国土进行整

治规划时
,

必须注意
“
外 部 边 界

”
的 问

题
。

另外
,

生态学还有一个原则
,

即没有

一件事物可以永远无限制增长
。

无限制增

长
,

从物理学
、

热力学来讲就是意味着崩

溃
。

举个简单例子
,

电冰箱的温度也有个

幅度
,

不能无限地降低
,

这个控制有一个

相反的机制来抵消
,

时髦名词叫
“
负反馈

作用
” 。

事实上所有 自然界的系统都有这

个问题
。

过去一些人所说的
“ 人 有 多 大

胆
,

地有多大产
” ,

这是违反生态学原则

的
。

对 中国的生物资源开发利用
,

我们要

弄清楚
,

到底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

在整体

规划中应该重视些什么主要间题
。

我们有

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 口
,

可是耕地只占

十三分之一左右
。

以十三分之一的土地
,

养活四分之一的人口
,

是很大的成就
。

许

多外国朋友也看到了这一点
,

这值得我们

自豪
。

我们要解决生物资源
,

养 活 2 0 0 0

年的12 亿人口
,

有不少优势
。

最主要的是

有勤劳智慧的人民
,

并且还有丰富的农业

生产经验
,

因此
,

对中国的许多栽培制度

不要随便否定
,

不要把 仃土” 的东西与落

后的东西划等号
。

现在
,

国外种子的问题很严重
。

美国

早期幼稚得很
,

把当地
“土”

的东西都消

灭了
,

给果遗传的基因没有了
,

如果现在



需要复种就我不到种子了
。

其中玉米是个

典型例子
。

赫替晓夫看到美国的主米根羡

慕
,

因一棵玉米只长一个箱
,

而一个穗差

不多有两尺长
。

可是j豆7 2年美国玉米发生

了一次病害
,

回过头来又摘矮杆玉米
,

发

展多穗的了
。

事物发展总是螺旋形的
,

要

把
“土” 品种保留下来

,

这总是有用的
。

中国也有许多农作物品种
,

没有留存

慢慢绝种了
。

这里不是说大量推广低产品

种
,

但不要消灭它
,

要给它留个地方
。

留

下有什么用
一

呢 ? 很有用
,

因它是几千万年

发展形成的
,

在抵抗病虫害
、

干早或某一

方面有它的特性
。

世界稻米研究所的情况

很能说明这个间题
。

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当

教授时
,

收集了很多中国的稻种和有关文

献
,

先在曼谷搞试验
,

逐步扩大成世界性

的稻米研究所
。

靠人工培养基因
,

现在还

无可能性
,

只能用夭然基因
,

这就要保存

农作物的各种
.

品种
,

包括野生的东西
,

这

在我们中国也是很有基础的
。

一些发达国家对 自己的农业起了个名

字
.

叫
“石油农业” 。

很多外国专家
,

一

看到我们就讲
: “

千万不要走我们的路
,

这是死路一条拼
。

最近美国总 统 顾 问 搞
2 0 0 0年的未来设想

,

也说西方 的 农 业 是

死路一条
,

因为它主要靠石油
,

大量的机

械化 要 用 石 油
、

化 肥
,

灌 溉 也 要 用

石油做原料或动力
。

而石油是不可更新的

资源
,

还会引起环境污染
。

所 以
,

有机农

业是最理想的
,

如西德搞 了30 0 多 个 “生

态农场
” 。

欧洲很多地方的一些人搬到农

村去
,

不吃超级市场的东西
,

专门吃投有

用过化肥
、

除草剂的东西
。

这种产品比其

他市价提高 15 %
,

可是许多 人 专 门 买这

个
。 “石油农业

” 当然也有它的长处
,

这

里不讲了
。

目前世界上都在 搞
“A g ro fo -

娜tr 广
,

日
一

本叫
“农甩林

” ,

即为 农业

册务的林业
,

他们搞了许多研究机构
。

美

国的科学协进总会也在专门搞这个东西
,

专门推广在第兰世界乌上能觅效的什么能

源树种
、

一

肥料树种; 他们是从全世界收集

来的
。

应当说这方面中国是很有经验的
。

我国的气恢
、

土壤很好
。

我们的气候是

夏夭下雨‘对人不太舒适
,

可对庄稼生长有

利
。

我国天部分在热带
、

亚热带
,

气候温和
,

植物生长季长犷土壤类塾很 多
,

其 中 黑

土
、

黄土都是肥沃的
。

我国的黄土高原的

土
,

从古到今冲刷这么厉害
,

也 没 冲 刷

完犷而地中海的右灰岩上的一点点土壤很

快就冲刷掉了
。

中国植被的类型非常多
,

生物物种也

很丰富
,

有很多古老的
、

稀有的
、

别人没

有的
。

比如白果树
,

北京很不值钱
,

可只

有中国有
。

每个学生物的
,

学地学的人
,

一到中国来就兴奋得不得了
,

感到大开了

眼界
。

有些外国人说中国的山水画画得好

看
,

但又认为这只是画
,

到我们这 里一看
,

才知道中国的山水画确实是反映了中国的

现实
。

我国自然资源的劣势有 以下一些
:

第

一是耕地面积不足
。

我们现在 每 人 0
。

1公

顷耕地
,

印度 。
。

2 ,

日本 0
.

9
。

现在世界上

所有国家的趋势都是耕地面积在下降
。

发

达国家每年有三千平方公里最好的土地用

于城市建设
。

从 1 9 6 0一1 9 7 0年 日本 占用了

7 %的耕地面积
, 欧洲最高的是挪威

,

占

1 0
.

5 % ,
最低的是荷兰

,

占4
.

5 %
。

这种速

度如继续下去
,

现在全世界 的1 3
.

5亿公顷

耕地
,

到2 0 0 0年有兰分之一要消灭
。

据联

合国预计
,

届时由于人口增加
,

全世界需

要 40 亿公顷耕地
,

短缺的20 多亿公顷耕地

到哪里去找 ? 到宇宙去找还早呢
。

象石油

国家或以色列某些地方那样搞农业工厂
,

这也还早呢
。

我国按人 口平均的耕地面积

本来就少
,

如何防止总面积下降
,

自然更

为重要
。

西德有个办法
,

值 (下转95 页 )



三
、

高西沟的经验有无推广价值

到过高西沟的干部
、

社员
,

对高西沟治理
、

生产的成绩和经验都给予了 较 高 的 评

价
。

高西沟按具体的地形
、

土壤
、

气候等 自然特点和生产条件
,

因地制宜
,

各有侧重
,

分区布设 了农林牧业
,

土地利用比较合理
。

该队共有土地6
, 0 00 亩

,

原有坡 耕 地 3 ,

00 。

亩
,

占50 % ;
牧荒地 2 , 0 00 亩

,

占3 3
.

3% , 其他 1 6
.

7 %为非生产地
。

原 规 划 基 本 农 田

l ,

20 0亩
,

现耕地已退到1
,

4 00 亩
,

降为2 3
.

3 %
,

其中梯田645 亩
,

坝地 1 15 亩
,

水 地 2 30

亩
,

基本农田共 9 90 亩
,

另外还有 41 0亩未治理的坡耕地
。

规划林地 2 , 6 00 亩
,
已 发 展到

卜72 0亩
,

占2 8
.

7 %
,

其中用材林 8 50 亩
,

经济林 15 0亩
,

灌木林 7 20 亩
。

人工草地 已实现

i , 2 00 亩的规划指标
。

现在除 1 6
.

7 % 非生产地外
,

还有68 0亩牧荒地
,

占1 1
.

3 %
,

尚待治

理
。

已治理的成绩和生产成果
,

使该 队的自然和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

六十年代前

期
,

陕北反复多次组织地
、

县
、

社
、

队干部主要参观学习高西沟兴修水平梯田及其增产

的技术和经验
,

起到 了很大的示范推广作用
,

直到现在
,

陕北兴修水平梯田的标准和方

法大部分还是高西沟式的
。

1 9 6 5年以后
,

又反复组织各级干部去参观学习高西沟综合治

理和农林牧副全 面发展的经验
。

参观人员 已扩大到外地
、

外省
,

都认为高西沟的治理方

法对头
,

生产发展方向正确
,

是黄土丘陵沟壑区的一个综合治理和生产建设的样板
。

近三年
,

在米脂全县推行新的农业生产贵任制时
,

高西沟的领导班子意见不一致
。

有的干部想保持大队核算迟迟不动
,

引起多数社员不满
,

采取了消极对抗的态度
,

劳动

积极性低
,

产量下降
。

如 1 9 8 1年天早
,

又出现偷盗庄稼等情况
,

集体生产粮只收到 28 万

斤
,

恰好为 1 9 7 7年总产的一半
,

随之出现
“
高西沟垮了

” 的说法
。

高西沟与其他生产队

一样
,

在建立新的生产责任制时出现这样那样的间题是正常的
,

并不奇怪
。

今春
,

在县

委领导下
,

适当调整了该大队的领导班子
,

实行了统一经营土地
、

统公水坝 地 作 物 布

局
、

统一使用农机具和加工机械
、

统一使用水利设施
、

统一使用大家畜
、

统一进行农田

基本建设及统一造林护林
,

即七统一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以后
,

调动了两个积极性
,

社员干劲倍增
,

今年作物长势喜人
,

有人说胜过往年
,

如无大的自然灾害
,

又是一个丰

收年
。

今春修梯 田
、

造林各40 亩
,

都提前完成了任务
,

这标志着一年波动之后
,

又走上

健康发展的道路
。

高西沟的综合治理方法和农林牧副业生产全面发展的经验
,

至今仍是

陕北黄土高原学习的榜样
,

因此
,

还应继续宣传
、

推广
。

(上接 7 6页 ) 运 输 等 等 也干
。

还有一个问题
,

日本处

得参考
。

他们规定
,

凡是搞基建 占用 了 耕 理得最好
,

西德也搞得不错
,

就是所有矿

地
,

要把30 厘米表土 运 走
,

去 造 田
,

否 区
,

矿 一 开完
,

树就种上了
。

城市的垃

则不准占用
。

另外
,

现在很多国家都在这 圾一堆完
,

马上就造林
,

填好就栽树
,
零

样设计
,

把不能用在农业上的土地用来搞 天矿开完就填好变成公园了
。

城建
,

所有能用在农业上的地方不准建工 其他还有水土冲刷严重
,

森林面积严

厂
、

搞工业
。

当然还牵涉很多间题
,

但他们 重不足等等间题
,

:

均已有专文讨论
,

此地

尽量贯彻这个原则
,

那怕增加成本
,

增加 就不重复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