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西沟仍是陕北黄土高原的治理榜祥

石 丁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 )

高西沟是陕非米脂县高渠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
,

位于黄河中游黄土丘胶沟壑区第一

副区 , 总土地澎积
…通平方公里

。

其特点是地形破碎
,

土质疏松
,

植被稀少
,
耕垦指数较

高
,

干早和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

治理前
,

平均亩产仅 40 一 50 斤
,

常年吃返销粮
,

人民生

活非常贫困
。

1 9 5 7年冬季开始大搞水土保持以来
,

采取工程措施与林草措施相结合
,

治坡与治沟

相结合
,

合理利用土地
,

农林牧副业生产全面发展
,

增产
、

拦泥效益非 常 显 著
。

到 现

在
,

全大队40 个山毋
,

已治理了3 4个 ; 21 条沟已治理 了1 5条 , 共治理 3 ,9 10 亩
,

占应 治

理面积的 7 0 %以上
。

1 9 7 7一 1抓。年
,

一

粮食总产由治理前的 n 万斤提高到 50 万斤左右
,

农

林牧副总产值由 2万元提商到 13万元
。

由于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层层
一

设 防
,

节 节 拦

蓄
,

在 2 0年一遇的攀雨中
,

泥沙基本不再出沟
。

自然面貌与人民生活也发生 了 很 大变

化
,

为黄土丘陵沟壑区闯出了一条治理和发展生产的新路
。

早在 1 9 6 5年它就成为名闻全国

的先进治理典型
,

直到今 日仍是陕北征 山治水的榜样
。

但是近年来
,

对高西沟的治理成

果出现 了一些不同看法
,

这是正徽的
.

现提出我
_

的一些意见
,

供关心高西沟的同志们参

考
。

一
、

高西沟是怎样起步的

高西抱从广种薄收搞单一粮食生产发展到工程措施和林草措施柑结合的综合治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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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缺水地 区
。

协作攻关
。

农业是个大系统
,

大综合
,

不协作不行
。

洽山治水也是如此
。

既然 山水

林田路综合治理
,

就必然要农林水牧渔协同作战
。

科技也要组织进来
。

分散搞
,

只能各

个被击放
,

至少是收效不大
,
过去的教训是很多的

。

这个间题】应 很 好 解 决
。

把 人
、

财
、

物集中起来使用
,

发挥最大效果
。

不解决这个问题
,

许多良法美
,

意最终还要落空
。

本文是根据作者 1 982 年 6 月在一个水利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

— 幼老



农林牧副业生产全面发展
,

有一个起步发展和转变的过程
。

(一 ) 从修水平梯田起步
,

大力趁设离产魏产甚本农田

1 9 5 7年冬
,

陕北开始推广水 平梯田时普遍减产
,

但高西沟人民却创造 了连山过嫣
,

保留部分表土
,

全部深翻等修筑水平梯田的方法
,

质量标准较高
,

并增施肥料
,

选用 良

种
,

实行科学种田
,

一般亩产粮食 10 0一 3 00 斤
,

增产 1一 3倍以上
。

社员们尝到甜头
,

在

3 年困难时期仍坚持施工
,

到现在共修成水平梯 田 7 50 亩
,

其中抽水灌概梯 田 10 5亩
。

19 6 5

年陕北遭到特大早灾
,

有 10 个兄弟省区送来物质支援
,

该县山区队都吃了救济粮
,

唯独

高西沟因梯田
、

坝地发挥了显著的抗早增产作用
,

总产粮食 1 2 ,
1万斤

,

没有吃国家一粒

救济粮
。

当时虽然坡地受早大减产
,

但 46 6亩水平梯田
,

平均亩产 1 14 斤
,

46 亩坝地亩产

23 0斤
,

两项共产粮 6
.

4万斤
。

这两项面积 占耕地的 23
.

2%
,

而产粮却占总产的 5 2
.

7%
。

由于坝地抗早能力强
,

平年亩产 4 00 一 50 0斤
,

好的可超过 6 00 斤
。

从 1 9 6 5年开始加 快 了

治沟步伐
,

采取打坝淤地与劈山填沟相结合
,

后坝蓄水
,

前坝种地
,

蓄排兼顾
,

提引结

合
,

现在 已淤填出坝地 2 40 亩
,

其中水浇坝地 1 25 亩
。

1 9 7 2年
,

陕北又遇到一次大早灾
,

减产幅度很大
。
高西沟大 队为了扩大水地面积

,

提高抗早能力
,

修建两座小水库
,

建设

两处抽水站
,

用低标准灌溉水平梯田 1 05 亩
,

包括水浇坝地在内
,

已有实灌水地 2 3 0亩
。

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
,

高西沟现在共有各种基本农田 9 90 亩
,

按全队 4 17 人平均
,

每人 2
.

37

亩
,

为粮食稳定高产
、

自给有余奠定了基础
,

为退耕还牧还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该 队

的做法
,

大概修一亩基本农田
,

可退耕二亩坡地种草造林
。

1 9 64年有基本农 田 5 27 亩
,

总产粮食 2 0
.

8 7万斤
,

比治理前增产 8 万多斤
,

退耕种草造林 76 3亩
。

1 9 7 7年
,

有基本农

田 8 7 0访
,

总产粮食 5 6万斤
,

比 1 9 7 6年增产 14 万斤
,

退耕种草造林达 1 , 5 00 亩
,

为 原 有

耕地 3
,

000 亩的一半
。

(二 ) 同时种草造林
,

发展多种经营

高西沟一面兴修水平梯田
,

一 面同时退耕种草造林
,

特别是种草
、

种柠条
,

优先发

展畜牧业
。

七十年代末
,

草地 已发展到 1 , 0 00 亩
,

柠条 45 0亩
,

大家畜由30 头 发 展 到 85

头
,

羊由 1 80 只增至 60 0只
,

猪由31 头增至 3 00 头
。

1 9 6 5年该队重视饲养母畜繁殖幼畜
,

主

要为了出售
,

增加现金收入
。

9 年中共繁殖驴
、

马
、

骡 89 头
,

出卖 63 头 (驴 43 头
,

马 7

头
,

骡子 13 头 ) 以及一年卖几十只山羊等
,

每年畜牧业收入达 0
.

5一 1
.

2万元
,

畜产值占

总
、

产值的 20 一 30 %
,

仅次于农业而居第二位
。

以后大家畜跌价
,

畜产值降至 15 % 以下
,

后来又着重饲养细毛羊
,

现有 1 08 只
,

正好平均每户一只
,

畜产值又回升到 25 % 左 右
。 、

该队开始造林虽早
,

但林产值发展缓慢
,

1 9 5 8年前后营造的60 亩用材林
,

三 年 困 难 时

期
, 被附近群众全部破坏

, 1 9 6 3年后又逐步恢复起来
,

十年动乱期间遭到 了 第 二 次 破

坏
。

七十年代以来
,

主要营造油松林
, 7 万株幼树现 已郁郁葱葱

,

覆盖着地面
。

过去栽

植的 150 亩果树等经济林
, 到七十年代才陆续受益

,

林产值比重较低
, 1 9 73 年前还 不 到

2 %
, 1 9 7 4年以后

,

逐步达到 10 %左右
。

编织
、

养蜂
、

运输等副业 比重较大
,

六十年代

占8一 14 %
,

七十年代达 20 %左右
。

现在高西沟的林草面积很大
,

为发展牧业
、

林业
、

副业奠

定了可靠的基础
,

比重将 日益增大
,

这是由单一粮食生产发展到农林牧副全面增收的一



条重要途径
。

二
、 一

是市是自力更全起家的

19 57 一拍骆年
,

高西沟投有依靠国家和外援厂自动在孙家梁~ 带修成 70 亩 水 平 梯

扭
,

质量标准较高
,

当年增产
。

从此组织农田基建专业队常年治理与农姆运动突击相结

合
,

到 1 . 6石年
,

已有” 个出脚全部水平梯扭化
,

县水利局补助 1 ,

的。元
,

地拭水 利 局奖

励 1
,

00 0元
。

王965 年在构口兴修~ 座玲米高价中型淤地坝 (可淤地 80 亩 )
,

专署水 利 水

保局投资材料
、

工具费 1
。
2万元

。

19 “ 年前
,

共兴修水平梯田 5 13亩
,

现地
、

水地 7仑亩
,

造林铭 7亩
,

种草 470 亩
,

共治理 1 , 6 49 亩
,

约合 1
。

1平方公里
。

国家投资治理费 1
.

4万元
,

平均每平方公里1 ,

27 万元
。

前十年中
,

该队在农田基建方面投入 4
.

7 4万工 日
, 林草投入

。
.

2万工日
,

连材料
、

工具等在内
,

队上共投资 6
。

6万元
,

国家投资仅占总投资的 1 7
.

5%
。

” 66年总产按食盯
。

33 万斤
,

交售公钩粮 4万多斤
,

口 粮人均 4 00 塞斤
,

农牧生产都很突

出
,

专署农业局奖给该队两部手扶拖拉机
,

高西沟被誉为 自力更生起家的洽理典型
。

1 9 7p年以后
,

国家维高西沟的投资较多
,

但大都不是治理投资
。

如 1 9 7 9年
,

省水土

保持局在高西钩试验水枪
、

水坠坝
、

宽台梯田及二郎沟引水等用去材料
、

管道
、

工具
、

机

械设备等试翰费4
.

8万元 , 地县 电业局
、

交通局从邻队向高西构架设高压线 投 资 2
.

8万

元
,

修建进村参观公路投资 5万元
,
县畜牧局为引进优 良细毛羊种补助运费 0

。

35 万元
;
陕

北建委为试验推广机修梯田
,

补助推土机一 台
,

以上 5 宗都不是国家给高西沟的治理投

资
。

1 97 2一 1 9 7 7年
,

高西沟建立两处抽水站
,

两座小水库
,

包括机
、

泵
、

管
、

机房
、

山

上倒虹 以及喷灌设备等四项共投资 8
.

1万元
。

这些是属于小型水利投资范围
。

另外
, 1 97 0年 以来

,

县水 电局为填沟造田及修造小平原投资炸药
、

架子车材料
、

工

具费 1
.

5 5万元 ;
农机局为该队修梯田贷款买推土机补助言

.

咖元 , /

县杯立丘高狡资苗 木 费

。
.

2万元
; 1 9 79 年省水土保持局为打坝及平整土地投资 2 万元

。

反14 年
,

国家共给 高 西

沟水土保持治理投资 4
.

35 万元
,
新增怡理面积 1

.

5平方公里
,
平均每平方公里投资拿J 万

元
。

.

前后 2嘴年共治理 2涌平方公里
,

投资 5
.

7 5万元
,

平均每平方公里国家投资 2
.

2万元 ,

如果水土保持与小型水利合并计算
,

国家投资 1乳 85 万元
,

平均每平方公里投资 5
.

33 万元

(其中水利投资古”
, 5% )

。

以年中高西沟在水土保持和水利方面投工 30 万个
,

.

自筹 10

万元
,

国家给高西构的水土探持
、

水利投资只占总投资的韶%
。

前 1。年
,
高西沟治理一个平方公里国家投资 1

.

27 万元
,

占总投资的 1了
.

5 %
,

确实是

自力更生起家的 , 后 14 年
,

每治理一个平方公里国家投资乙 9万元
,

约 占总投资的 22 %
,

因此仍符合自力更生为主、 国家适当朴助的精神
。

如果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副区的

各线产大队都按高羁沟撇抬理投资标准
,

达到高西构的治理程度
,

财抬理速度将大大加

快
。

这里需要说明
,

高洒构建立两处抽水站投资较大
,

约占水利投资的“ 一 7。%
,

但只实

灌 10 5亩水平梯田
,

受益玲璐不大
。

因此
,

今后在陕北建立扬程超过百米的 抽
·

水站要特

别擦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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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