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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海地区
,

南
,

起淮河
,

北至长城
,

西起太行山及豫西山地
,

东至黄
、

渤海之滨
,

包括五省二市
,

共 375 个县
、

市
。

葛面积 4 4
.

4万平方公里
,

不足国土 5%
,

但耕地却占全

国五分之一以上 ( 2 2
。
5 3% )

,

是舞国最大的冲积平原
。

这个地区地 势 平 坦
,

气候 温

啄城市很多
,交通方便

,

农业发展潜力很大
。

间题在于
“ 洪

、

涝
、

演
、

早
、

碱
、

瘦
” ,

是阻碍农业发展的限制因子
。

解决办法
,

众说纷纭
。

本文拟从系统科学角 度
,

谈 点 看

患

山区
、

平原联系论
:

治原之本在治山

黄淮瘫地区是个整体卜 由三条水系所构成
,

德条水系都是州个子系统
·

谈 综 合 治

理
,

不能就平原论平原
,

要跳出平原之外
,

站在更高层次
,

视野放大一点
,

既要看到 30

万平方公里的平原
,

也要看到环万平方公里的山区
,

还要看到黄河的中上游
,

更要看到

它们相互之何的联系
。

它们是个统一的生态系统
,

是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

黄淮海平

原既是呷
的冲积产物

,

茸河雌隐患也是黄淮海平辱峥最大感缺 !
·

华
、

燕 念 斌 株
一

…

应
” ,

仅是衰么 翻娜娜每参碑失柳御秘甩不当
。

啊供
、

涝
、

滚
、

早
、

麟
、

、

瘦
” ,

是由气候
、

水分
、

地形特征及不合理的经营相结合而

举成的
,

这里
,

J

年降水量 5 00 一名仙毫米
,

足可满足作物生长需要
,

但受季风气候影响
,

李节分布不均
,

春雨特少 (占袅年 10 % )
,

夏雨特别集中
j

(占60 一70 % )
。

春季十年九
,

加上蒸发鸳烈
, 二

妻土极易读盐
。

气候的特点
,

决定
一

了这里易早易娜易 涝
。

酉 部 :高
,

东部平坦
,

坡降很小
,

排水不蛹
,

地形特点又为洪
、

汾
、

渍
、

碱成灾创造了条件
。

早山

这种时空分布斡不均匀性
气 是阜然规律

,

无法抗拒
。

但是
,

人类可以建设
“ 四库 ” ( 即

绿色水库
、 :地面水库

、

地下水库
、

土撼水库 )
,

做为 “ 调节器” ,

调节降水时空分布不

均匀性所带来的早漪问题
,

过去治理失误
,

经营不 当
,

“
洪

、

纵 汰早
、

称 瘦
一

”四库
”
是个整体

,

是

使夏雨奉用
,

变洪漪成灾之水为抗早治碱之油
。

反面破坏了这种
“
遇节器

” ,

加剧了水肥失调
,

问题在于
,

从而 造 成
” 之顽症

。

“ 调节器
”
的四个环节

,

也可称为四道防线
。

首先是山区造

;淤攀蒸i纂{:i{魏爹骥蒸
衬利弊功害决定于此

。

需要指出的是
,

地面水库 已修不少
,

问题有三
:

一是工程措施没



和生物措施相结合
,

淤积严重
, 二是灌溉

、

养鱼
、

发电等综合效益没有发挥出来 , 三是

渠道不配套
,

水利效益本身也没有全部发挥
。

鉴于工程浩大
,

投资受 限
,

重点应把现有

水库管好用好
,

提高总体功能
,

发挥多种效益
。

地下水库费省效宏
,

应予发展
。

河北南

宫县经验可供借鉴
。

土壤水库
,

留待后叙
。

这里
,

着重谈谈绿色水库
。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

具有多种功能
。

仅以作为水分循环的
“ 调 节 器

”
来

讲
,

就具有两大功能
:

一是蓄水功能
,

二是
“ 削洪增枯” 功能

。

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
。

黄淮海地 区有山地 14 万平方公里
,

除耕地
、

村庄
、

道路
、

裸露岩石外
,

应都种上树

草
。

针阔馄交
,

乔灌草立体布局
p

以覆被率 70 %计
,

,

就是 1
.

5亿亩
。

据测定
, 5万亩森林

的蓄水量相当于 1 00 万立方米的水库
。

1
。

5亿亩森林
,

即可蓄水 30 亿立方米
。

蓄水功能导

致了 “
削洪增枯

” 功能
。

正如群众所说
: “ 山上栽满树

,

等于修水库
,

下雨它能吞
,

早时

它能吐
” 。

据测定
,

林地比光山秃岭的地表径流量要小得多
,

暴雨时为 1 / 1 4
,

大雨时为

1 / 7
,

中雨时为 1 / 5
。

一片仅 6 年生的松栋混交幼林
,

即可削减洪峰 73 %
,

减少最大含沙量

92
.

5%
,

减少侵蚀模数 96
.

5%
。

河北 1 9 6 3年的特大洪水
,

震惊中外
,

除大气环流外
,

原

因就在于太行山是一片光山秃岭
,

没有森林绿色水库
,

缺少
“ 削洪增枯

”
的森林

“ 调节

器
” 。

邢台县的寺沟
,

由于有林面积达 78 %
,

虽 9 天 降水 1 , 1 83 毫米
,

却基本做到 了 “
洪

水不 出沟
,

泥沙不下山
” ,

山水 25 个流量只流出 5 个流量
,

泥沙流失量 比治理前减少 了

94 %
。

大量科学实验结果
,

无数生产实践经验
,

众多中外历史教训
,

都证明了山区森林

的伟大功勋
,

但它在我国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

回顾黄淮海的治理
,

同样存在这种

战略失误
。

以河北省为例
,

丢掉 了太行山的治本
,

专在平原上做文章
: 五十年代对水亲

,

见水就蓄
,

搞 了许多平原水库
, “ 只 吃 不拉

” ,

引起次生盐碱化
; 1 9 6 3年大水后又对

水怕
,

见水就排
,

患上了 “
拉肚子

” 病
,

结果每年使儿十亿立方米的水 白白流入大海
,

但又苦于干早缺水
,

便一方面大打机井
,

可又只采不补
,

结果造成大面积地下 水 漏 斗

区
,

另一方面又想搞南水北调的巨大工程 (东线投资要花 10 0亿 ) ! 根治海河 16 年
,

仅

国家投资 1 7
.

7亿 (按国家 地方
、

群众投资比 l : 1 : 2 计
,

约计 70 亿 )
,

结果又造成
“
泄

肚 ”
新症

。

难怪有人说
,

根治海河 16 年没找到
“ 根 ”

在哪里
。

根子不在平原的排
,

而在

山区种树草
,

修造绿色水库
,

建 立
“
削 洪 增枯

”
的调节器

。

结论是
:

.

治原 之 本 在 治

山 !

生物
、

环境统一论
:

利用不同生物适应不同环境

农业生产
,

是 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交织在公起的物质生产部门
。

作为

自然再生产来说
,

主要是生物再生产过程
,

而生物再生产离不开 自然环境
。

人类从事农

业生产的一切活动
,

都是为了协调生物与环境的统一
。

生物与环境的统一
,

可有两条途径
:

一条途径是
,

改造不同的环境 以适应某种作物

(如粮食 )
,
另一条途径是

,

利用丰富多采的生物种类和品种
,

去适应不 同的环境
。

这

就是所谓的 “ 改造派
”
与

“
利用派

” 之争
,

或称工程措施撅与生物措施派之分歧
。

当然
,

在实践中
,

两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而相辅相成的
,

但在战略指导思想上却有主次之分
。

究竟何者为优
,

要受实践的检验
,…我认为

,

应以综合利用为主而两者结合
,

通过利用
,

先使农民富裕起来再逐步改造
,

而且利用本身就是改造的过程
。

理由有三
:



(一势食单周抽刹寒
, 一

有到辐长粗姐

气候和土攘的好与坏是相对的
,

依不同植物种类和晶种的要求而不同 ,某种作物或晶

种的
一

高产或低产
,

必须联系到 ~ 定的启然环境条件来评价
。 厂

铸如
,

沙地对小麦是坏地
,

亩产只有几十斤
,

是低产作抓 相反
,

对花生就是好地
, 亩产可达二三百斤

,

就是高

产作物
, 经济价值自不必言

,

营养价值也高得多
。

究竟是改造沙地以适应小麦要求呢
,

还是利用花生去适应沙地的环境呢宁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

显然后者要上算的多
。

黄淮海平原的 自然础貌条件很复杂 , 有多种类型
,

不能
“ 一刀切

” ,

而应搞 “ 多模

式 ” 。

它既有山麓神积平原和黄淮平原
,

又有低佳和滨海盐碱
,

还有黄河两岸和故道沙

地 , 地势也高低不等
,

既有岗地
, :

也有平地
,

又有洼地
。
山麓和黄淮平原

,

水足土好
,

适合小麦
、

玉米
、

水稻等粮食作物生长
。

一年两熟
,

亩产千斤
,

不在话下
。

当土壤有机

质含量超过 1%时
,

只要增加施用量 (每亩化肥 50 0斤 )
,

并加入科学技术这个生产力
,

不

仅粮食亩产可达 “吨粮 , ,

而且经济效果理想
,

每亩纯收入可达2 00 元
。

总之
,

这 里 粮

食增产潜力很大
,

应充分发挥其优势
,

建成商品粮基地
。

沙地种粮
,

单产 很低
,

但 它

既有 ` 老三宝
” (花生

、

条子
、

枣 )
,

又有 “ 新三宝
” ( 泡桐

、

葡萄
、

沙打旺草 )
,

可

建成油料商务生产基地
。

只要林草先行
,

农林牧结合
,

粮食生产也能搞上 去
。

山 东 冠

县
,

地处黄河故道沙地
,

实行橱粮间作
,

服被率达 16 %
,

粮食由几十斤提高到 6伪斤
,

可

谓林茂粮丰
。

盐碱地的利甩
·

,

可依其轻重不等
,
种植适宜作物

。

轻的可种棉花
、

高粱等
。

以鲁西韭和黑龙港为树
, 一
种棉比种 粮要 上 算 得多

,

应发挥其优势
,

建成商品棉生产基

地
。

中度的可种碱谷
、

黑豆气寮
、

被
、

大麦等
。

重盐碱地上
,

可种向日葵
,

亩产一二百斤
;

种金丝小枣
,

向称
“
铁杆庄稼” ,

早涝稳收
,

亩产 2 00 斤
,

价值 1 00 元 ;
种紫穗槐

、

沙打

旺
、

紫花首着
、

田普等
,

既可发展草食动物
,

又可解决烧柴问题
,

还能固氮改 良盐碱
。

更重的盐碱地上可种握柳
,

·

甚至海滩上 可 种 大 米草
,

建成
“
海滨牧场

” 。

岗地可搞早

地农业
,

禅植抗早的粮食作物 , 洼地可搞
“
沟波台田

” ,

或建草基鱼塘
。

冀鲁豫低洼平

原农业区
,

有大量洼地
,

既可种植牧草
,

建成京
、

津乳品生产基地
,

也可
“
挖塘抬 田

” ,

建成水产养殖基地
。

天津塘库养鱼亩产达 1 3多斤
,

高产典型达 1, 2 00 斤
,

显然比改造种粮对

社会贡献要大得多
。

总之
,

适合种粮的
,

集约经营
、

夺高产
;
种粮不上算的

,

因地制宜发

展多种经营
。

应根据不同环境
,

发挥不同优势
。

利用丰富多采的生物去适应千差万别的

环境
,

就能扬长稗短
,

一

把各地的自然经济优势发挥出来
,

投资少而效益大
,

何 乐 而 不

为 ?
` -

(二 ) 利子发御各自优势犷浦足杜会 多种 . 求

黄淮海平原适合多种作物生长 , 应因地制宜地发挥各自的优势
,

既要发挥粮食生产

的优势
,

也要发挥棉花
、

花生
、

大豆
、

果树 以口葡萄等 )
、

林业和牧业
、

渔业的优势
。

这样

做
,

可能有人怕影呐粮食生产
。

但须知 ,
一

社会的需求是多样化的
,

即使对食物的需求
,

除粮食外宁 还要吃鱼
、
吃肉

、

吃油甭 吃蔬菜和水果等
,

才能满足人体营养需要
。

本来适

合发展养鱼铃洼地不养渔
,

你就
`

得在城里建工厂用人工饵料去养鱼 ; 你不用盐孩地种草

发展草食动物丫你就得每年拿坦 7 00 亿斤饲料粮去养猪
,

进行肉类生产 , 你不在沙
。
地 上

种花生
,

狄碱地上种向 日葵
,

·

弥就得把油料生产的任务压在适合种粮食的麟地土 ` 因为

这是人民的需要
,
非满足不可

。
国内生产满足不了

, 同样得靠国外进口
,

而且要村幽 更



加高昂的代价
。

更何况
,

本区有很多大中城市
,

需求量很大
,

·

就地生产
,

就地供应
,

经

济效果岂不更好一些 !

(三 ) 便于大家动手
,

路子现实可行

十几年来
,

很多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
,

在黄淮海平原做了大量工作
,

对各类低产田

的治理都摸出了一些路子
,

并做出了示范样板
。

有搞工程改造起家的
,

也有搞生物利用

致富的
,

出现 了丰富多采的各类典型
。

以盐碱地治理为例
,

采取以井灌沟排工程改造为

主的综合治理
,

每亩投资 70 一10 0元 (不包括主千工程 )
,

经过 7
、
8年时间

,

粮食亩产可

达 60 。一 7 00 斤
,

皮棉 1 00 一 20 0斤
, 7 一 10 年可以收回投资

,

经济效果不错
。

但在两条路

子中
,

搞工程改造
,

以每亩投资 10 。元计
,

要改造各类低产田 1亿亩
,

至少需要投资 100

亿元
。

由于当前国力有限
,

受资金制约
,

即使引用外资
,

也只能分期分批进行 ; 而搞生

物利用
,

现实可行
,

大家都动手
,

马上就能 起步
。

,

看来
,

应该两条腿走路
,

以加快黄淮

海平原的农业发展速度
。 ’

卜

限制因子论
:

关键在于有机肥

农业是一个
“
自然环境— 生物—

·

人类社会
”
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十分复杂的大系

统
。

在这个系统中
,

有很多层次
,

有很多因子
,

而且互相联系
,

互相制约
。

仅以影响粮

食作物生产的 自然环境因素来说
,

就有光
、

热
、

水
、

土等诸因子
。

一般来说
,

光
、

热足

够
,

是长线
;
水

、

肥不足
,

是短线
。

但影响粮食生产的限制因子究竟是那 个 ? 一 说 是

水
,

一说是肥
。

故有水派
、

肥派之争
。

黄淮海平原
,

已实现了每人平均一亩水浇地
。

1 9 7 8年灌溉面积 1 6 , 。00 万 亩
,

每 人

平均 占有水浇地 1
.

1亩
,

可是粮食单产只有 3 08 斤
。

而没有灌溉条件的大寨
,

靠 秸秆 还

田
,

有机质含量 2 %左右
, 19 7 4年旱地平均亩产 8 00 斤

。

原因何在 ? 全 国 农 业 区 划 委

员会的结论是
: “ 区内地力普遍下降

,

土壤有机质含量多数地区不 到 1%
,

甚至只 0
.

6一

0
.

7%
,

有效磷普遍小于 2 0 p p m
,

甚至小于 1 0 p p m
,

耕作层浅
,

土壤结构变坏
,

尽 管 有

了灌溉
,

产量也上不去
” 。

我认为
,

关键在于有机肥
。

有机质缺乏是黄淮海
“
洪

、

涝
、

渍
、

早
、

碱
、

瘦
” 的一条病根

。

根据有三
:

首先
,

有机质是提离土滚肥力的基础

土壤肥力有三个指标
:

一是有效养分的种类与含量能满足作物生 长需要
; 二是土壤水

分的贮存和供应状况
,
三是满足作物根系生长和根际微生物活动所需的氧气供应状况

。

三者是一个统一整体
,

不能顾此失彼
。

要想使三者同时处于较好状态
,

光靠化肥是办不

到的
; 只有增施有机肥

,

使上壤形成优 良结构
,

才能 同时满足三者要求
,

大大提高土壤

肥力
。

这样
,

就能解决 6 个病症中的
“
瘦

”
字

。

其次
,

有机质是建设商效
“ 土峨水库

” 的关健

土壤是一个持水孔隙占上体约 30 % 的多孔体
,
以作物根系利用层 1 米计

,

则每亩土

壤可蓄存 3 00 毫米水分
,

相当 20 0立方米水
。

黄淮海平原有耕地 2
。
7亿亩

,

土壤水库 的 库

容就有 5 40 亿立方米 ! 可惜人们往往忽视这个巨大的土壤水库
,

不在这上面下工 夫
。

土

壤库容的大小决定于土壤结构
,

而土壤结构又决定于有机质含量
。

这是其一
。

其二是
,

水分的生产效率 (或称水分有效利用率 ) 与有机质含量成正相关
。

据西北水土保持研究



所试验
,
在绛水叨 o一 5帕奉米情况下

一

,

水分

的生产效率与有机质含量的关系如右表
。

需要指 出的是
,

这是在没有灌溉条件

下的情祝
.

可见
,

有机质含量的增加
,

可

大大提高水分的有 效 科用 率
, “ 以肥调

水 , ,

在早地情况下
,

靠天然降水
,

照样

可以夺高产
。

结论是
:

有机肥 上去了
,

“
早钾症合然迎刃而解

,

起码 可 以 做到

“ 虽早而不成灾”
。

攀三
,

禅换砚佩琅由鹅暇抽的食药

土放有机质含
量 ( % )

水分生产效率
斤粮 /毫米降水

旅食钩产水平
l

(斤 /直 )

000000佣匆,
占
245吕

,口ób寸
.

O
.

0 `器

0
一
5 2

1
一

1 0

1
、
3 0

1
.
8 0

在盐截地上有不少社队种植紫穗槐
、

沙打贬
、

田替等绿肥
,

压翻青体
,

增加土壤有

机质
,

使土壤形成团粒结构
,

提高抗早
、

保墒和脱盐能力
,

是改造盆碱的有力措施
。

黑

龙港地区的景县兴隆公社董庄大队就是一例
。

该队多属
,

19 72年以来大种绿肥
,

透到一亩粮田一亩肥
,

·

从而

盐琳
使瓶

土
,

过去粮食单产不 到 1 00

食单产 由几十斤提高 到 7 50

,

总产由 I Q万斤增加到 45 万斤
。

类似典型
,

比比皆是
。

问题在于
,

变广种薄收为集约

斤斤

经曹 , 要下决心拿出部分土地种草
,

实行粮草轮作
。

为此
,

」

必须从一味追求播种面积的
“ 水平扩展

”
的老路上解放出来

,

搞
“
垂直扩展

”
一

, 在提高单产上下功夫
。

黄淮海平原的土举绝大部分来自黄土礴原 (黄土有机质含量。
.

5%左右 )
,

先 天 性

肥力不足
。

与国内外其他冲积平原相比
,

有机质含量很低
,

只有尼罗河平原的 1 / 1 6
,

黑

龙江平原的 1/ 10 一 1/ 4 ,

长扛下游平原的 1乃一 1 / 2
。

因此
,

这里粮食产 量的高低
,

主 要

取决于施肥水平
。

石家庄地区全年平均亩产所以能达料。斤左右 (有的县 1
,
0 0 0多斤 )

,

就在

于每亩施用有机肥 1一 1 , 5万斤
,

化肥 80 一 1 00 斤
。

沧州地区每人平均水浇地1
.

2亩
,

但
一

单

产只有 1 9 2斤
,

究其因
,

每亩施有机肥不足2, 。的斤
,

化肥只有 20 斤
。

冀鲁豫低挂平原农

业区粮棉产量之所以低
,

就在于有机肥每亩不足 1 吨
,

有些地区不施胆的耕地章占30 一

50 %
,

而沙碱地
、

洼涝地和边远地更是常年不旅肥的
“
卫生田

” 。

这种只用不补的掠夺

式经营不改变
,

必将在恶性循环的泥坑里越陷越深
,

永无翻身之 日 !

问题是如何增加有机质
,

办法是 “ 开源节流尹舞 ;

舜取多 ;种海巍
:

~

共是增加 化月巴投入

量
,

一

以无机换有机
,

生物产量多了
,
就能增加有机质源

,

缓和燃料
、

饲料
、

肥 料 的 矛

盾
,

使勇多秸秆得以还田 , 二是地多人少地区实行粮草轮恨
,

提…高地力
,

变广种薄收为

集约经营
,
三是人多地少地区

,

实行粮草间作
,
农牧结合

, 厂 “ 过馥还田
” ; 四是多途径

解决燃料问题
,

如种薪炭林
, 。

林粮间作
,

多种棉花
,

搞沼气
,

小煤窑
,

利用太阳能等
,

因地制宜地选择 自己的最佳能源结构
。

解决了燃料间题
,

就能腾出箱秆做饲料
,

发展草

食动物
,

增加有机肥
。

总之
,

办法是很多旅 , 只翼秦视起来
, ~

开动脑筋
,

增加有机质
,

提高土集肥力
,

是不难解决的
。

结构决定功能论
:

结构决定功能仁是一栩事物的普进规律

凡系统必有结构
,

「 ·

有结构必有功能
。

给梅愈

优化农业结构
`

、 农业也不例外
。

农业是个复杂的大系统
。

合理
、

愈精细
,

总体功能愈高 ;结构愈单
一 ,



谈谈治山与治水的关系和

山区建设方针向题

石 山

(中国科学院 )

不少地方都有这样的农谚
: “ 水是一条龙

,

打从山上行
,

治下不治上
,

总 是 一 场

空
。 ” 它生动地讲明了治水与治山的关系

。

我国解放后三十多年来的实践
,

也证明了它

是正确的
。

看来
,

研究水利建设
,

同时应该认真研究山区建设
,

把治水与治山结合起来
; 山水

林田路综合治理的方针
,

应该在每一个小流域治理中体现出来
。

在研究这个间题时
,

首先应该 回顾一下我国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及其后果
,

吸取经验

和教训
。

愈不合理
,

系统的总体功能愈低
。

据费孝通先生苏州考察结果
:

单搞种植业
,

每人平均收入超不过 1 00 元
;
搞农 林 牧

结合
,

每人平均收入可达 3 00 元
;
每人平均收入要想超过 5 00 元

,

工副业的比重最少要占

一半以上
。

詹武等同志在 《发展我国农业的战略措施的设想》 一文中 ( 《红旗》 1 9 8 2罕

第 1 0期 ) 指出
:

每人平均收入与农村经济结构密切相关
。

当林
、

牧
、

渔和工副业等多种

经营收入占4吞% 以上时
,

每人平均集体分配收入才能超过 1 50 元
;
达 60 一 70 % 时

,

每 人

平均分配才能超过 3 00 元
;
要想超过 4 00 元

,

多种经营比重需达 80 %以上
。

反之
,

小于 20 %
,

每人平均分配不过 50 元
。

总之
,

多种经营所 占比重的高低
,

决定着农民贫富之差别
。

黄淮海平原
,

除
“ 洪

、

涝
、

渍
、

早
、

碱
、

瘦
” 6 症外

,

还有一个
“
穷 ,, 字

。

很多高

产 地区
,

`

也不例外
,

常被人们称之为
“
高产穷县

” ,

或冠之以
“
高产穷队

” 。

究其
“
穷

”

根
,

就在于结构不合理
。

一是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
,

单纯种植业
,

缺林少牧
; 二是农村

经济结构不合理
,

只有农副产品原料生产
,

缺少 加工业 (特别是精加工 )
、

商业
、

交通

运输业
、

建筑业
、

服务业等
。

当然
,

在黄淮海平原各种类型地区中
,

都有不少高产的典型
,

富裕起来的社队
。

如

河南省博爱县
,

农林结合
,

林木覆盖 率达到 21 %
,

张茹集公社在盐碱地上粮食亩产 1
, 1 00

斤
,

有的大队每人平均收入 20 0元 ; 山东省苔县试验粮草间作
,

农牧 结 合
,

粮食亩 产

1 ,

60 0斤
,

`

每亩农牧产值高达 4 00 元 , 有些城市郊区社队
,

大搞土副业
,

每人平均收入超

过 5 00 元
。

这些星星之火
,

预示着未来
。 ’

我们应进行认真总结 ; 研究其结构
,

概括 其 模

式
,

黄淮海平原农业发展的道路
,

就在其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