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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
、

陕北
、

宁南及甘肃中部黄土丘陵地区
,

历史上曾经是汉族和少数 民族交往融

和地区
,

至今许多地方仍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

在土地革命
、

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

本区 各族人民 曾经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

现在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重要战略后方
。

但长期以来
,

由于土地利用极不合理
,

水土流失严重
,

农业经济结构失

调
,

资源遭到很大的破坏和浪费
,

生态环境 日益恶化
,

不仅使区 内人民一直未能摆脱贫穷

落后窘境
,

也严重威胁着黄河下游亿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解放以来
,

党和政府对黄

土高原的综合治理给予了高度重视
,

投入了不少财力物力
,

但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

当

今
,

如何因地制宜地确定本区的土地合理利用和生产建设方针
,

制订切实可行的综 合治

理的战略措施
,

对本区 的经济发展
,

对根治黄河下游水患
,

对我国 国民经济全局
,

都具

有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意义
。

一
、

基本情况与问题

�一 � 农业自然资源特点

�
、

气候资源
。

本区属半干早地区
,

具大陆季风气候特点
。

全年太 阳 辐 射 总量为

� �� 一 � �� 千卡 � 平 方厘米
,

年日照 时数为 � ,

�� �一 � ,

�� �小时
,

较同纬度的华北平原为高
,

是我 国辐射能源高值区之一
。

但由于干旱缺水
,

耕作粗放
,

光能利用率低 于 �
�

� �
,

不到

全国平均数的 � � � ,

潜力很大
。

日平均气温稳定在 。 ℃ �包括 。 ℃ � 以上
,

总积温为

�
,

� � �一�
,

� � � ,�
,

大于 � � ,� 的活 动积温为 �
,

� � �一� , � � � ,�
。

无霜期� �  一 � � �天
。

气温 日

较差大
,

平均在 �� 一 �� ℃ 之间
,

积温有效性高
,

利于光合作用和干物质形成以及糖分的

积累
。

气候的另一 突出优点在于雨
、

热基本同期
。

气温大于�� ℃ 期间降水量达 � �� 一� �� 毫



米 �个别地 方达 � �� 毫米�
,

占年雨量的�� � 左右
,

能较充分地发挥光
、

温
、

水 等 气候

资源的生产 条件
。

但由于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性
,

除旱灾频繁外
,

低温
、

冻害
、

冰雹
、

大风

等农业气象灾害频率高
,

严重影响农业稳产
。

补 水资外 本早年平

山
、

予午岭两侧山地因地势

水早衣��
“一�”

只毫米
, �

内东南向尊北 递 减
。

中 部 六盘

夕

释水在 �� �一仑� �毫米之间
。

从降水看
,

足可经营早作
农业

。

但因地力痔薄
,

水土流失严重
,

故每 � 毫米雨水的生产效 率不足 �
�

� 斤粮食
。

降水分配不匀
,

年变率大
,

为�� 一�� �
,

而年内变化更大
, � 一 � 月变 率达 �� 一�� �

。

春季和夏季� � 毫米的无效 降水分别 占这时期降水总量的�� � 和�� �
。

据观测
,

一 般春

季要有抓 。毫米的降水才 可基本满足作物生长需要
,

但在延安
,

春季大于 � � �毫米降水墩

的保证率只有 � ��
,

而 宁南
、

陇中
一

带还小于 ��  
,

故有 “十年九春旱” 之 说 � 夏季农

田 旬蒸发力 与旬降水量之差值在 �� 毫米以上的年份占�� 一 �� �
,

因此伏早也十分严重
,

有 “三 年两伏旱” 之 说
,

对农业生产威胁很大
。

另外
,

降水多集中在 � 一 � 月
,

这期间的降水量占全年的 � �一 � � �
,

且多暴雨
。

陕

北 丘陵区
,

一 般一次暴雨量可达全年雨量的 � � �
,

大者达�� � 以上
,

因此对
�

��壤的侵蚀
一

�
‘

分强烈
。

据绥德韭 园沟实测资料统计
,

一次暴雨所造成的土壤侵蚀量往往 占全年总侵蚀

量的 � �� 以 �二
。

河川地表径流 �不 计过境水� 每人平均数甚少
。

晋西及陕西榆林地区 �南部六县 �

每人平均�� �立方米左右 �
延安地区 � , � �� 立方米

,

宁南约 �� 。立方米
,

陇中�定西地区 �

每人平均 不足� �� 立方米
,

低 子全国每人平均数乙� �� 立方米水平
。

经分析
,

本区水资源

储量中
,

因灌溉及大畜饮用
,

陇中 �如定西地区 � 开采系数 已达 � �
�

� �
,

宁南为�� �
�

晋西和榆林地区为 ��
�

� �
,

延安地区为 ��
�

��
。

用水量中的�� � 为灌溉消耗
,

已无潜力

可挖
。

从发展看
,

本区水资源短缺的势头还会继续下去
,

必须高度重视保土
、

培肥
、

拦荔

降水
,

巩固传统的有机旱作农业
,

大力发展牧副业
。

��
、

土地 资源
。

��  !年统计
,

全区实有耕地 � �
,

��� 万亩 �按上报统计数 的�
�

� 倍推

算�
,

林地�
,

� � �
�

�� 了亩
,

人 工种草 � ��
�

� 万亩
,

荒地 �
,

� ��
�

�万亩
,

每人平均分别为 �
�

�

亩
、

�
�

�亩
、

�
�

� � 亩和 �
。

�亩
,

非生产用地 �
,

� � �
�

� �万 亩
。

除部分石质山区外
�

几乎全为黄土覆盖
。

黄土质地 均 匀
�

粉砂 �粒径 �
�

� �一�
,

帕 �

毫米� 含量 �� � 以 上
�

结构疏松
,

透水性好
。

土地资源的另一特点是地面切割严 重
,

地块破碎
。

在东部晋陕地区
,

沟壑密度一 般为

� 一 � 公里 � 平方公里
,

有的达�� 公里 � 平方公里
,

沟壑面积占总土地 面积的 � �一�� �
,

个别达 �� � � 在西部宁南
、

陇中地区
,

沟壑密度为 � 一 � 公里 � 平方公里
,

沟壑而积占

总土地面积的�� 一 �� �
。

粗略估算
,

地面坡度组成中
,

� 一 �
“

占�� �
,

约�
�

�万 平方公

坦 � � 一 � �
“

占� � �
,

约 �
�

�万平方公里 � � � 
。

的占�� �
,

约 �
�

� 万平方公里
。

本区开垦指数除部分地区外
,

平均高达��  以上
,

西吉县曾有� �
�

�� 的历史记录
。

从上地利用构成现状看
,

农业用地 占总土地面积的��  
,

林业用地占 � �
,

牧业用地占

� � �
。

林牧业 比较薄弱
。

理
、

植物 资源
。

黄土高原原生天然植被以森林
、

森林草原和草原为主
,

但经历代人



为破坏
,

天然植被 已十 分稀少
。

据统计
,

黄土丘陵沟壑区现有 森 林 面 积 占 总 面 积的

�
�

� �
,

仅及全国森林覆盖率的一半
,

且多为林相残败的次生梢林
,

以山杨
、

白桦
、

辽东

栋
、

油松为主
,

每亩材积量不过 � 立方米左右
。

灌木多为酸刺
、

虎棒子
、

胡枝子
、

柠条

等
。

本区尽管植被稀疏
,

但残留植物的种类丰富
。

据调查
,

现有蔽类
、

种子 植 物�� �多

种
,

其中草本植物� �� 多种
,

木本植物�� �多种 �乔木近 � �� 种
,

藤本约�� 种
、

灌木 ��� 多

种�
。

根据本区的水
、

热
、

土地资源条件
,

植被的天然生产潜力不仅高于内蒙干草原
,

也

稍 高于东北草甸草原
。

如经恢复
,

干草原的产草量可达 � �� 斤 � 亩
,

森林草原 可 达 � ��

斤 � 亩
,

人工草地可高达 �
,

�� �斤 � 亩
,

可 见发展牧业的潜力是很大的
。

黄土丘陵区 适于早地生长的有小麦
、

洋芋
、

谷子和玉米等
,

它们在粮食 总 产 中 占

�� 一 �� �
� 次为高粱和豆类

。

洋芋有抗逆性强
、

耐痔薄
、

增产潜力大等特点
,

在水土资

源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
,

对 于稳定粮食生产有重要作用
。

�二 � 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 问题
·

—水土流失

�
、

水 土流 失的 严重程度
。

黄土高原系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

其中晋西
、

陕北
、

宁南
、

陇中尤其强烈
,

流失面积达 ��
�

�� 万平方公里
,

占本区 总面积 ��  
。

年侵

蚀模数为 � , � �� 一� �
,

� � �吨 � 平方公里
,

最高达 � �
,

�� �吨 � 平方公里
。

大量泥 沙 输入黄

河干支流
,

使黄河三门峡站平均含沙量达 � �
�

�公斤 � 立方米
,

有时最大含沙 量 达� � �
。

�

公斤 � 立方米 �� �  �年 � 月 � 日�
,

为世界诸大河流之冠
。

�
、

水土流 失 的危害
�

� � �破坏土地资源
,

降低土地肥力
。

由于黄土高原沟壑密度很大
,

稠密的沟壑网
,

使地面支离破碎
。

黄土高原除极少数沟头接近或到达分水岭外
,

绝大多数沟头的溯源侵

蚀都很活跃
,

使沟壑面积不断扩大
,

沟间地不断缩小
。

如用 � �  �年和 � � � �年两个时期拍

摄的航空象片对固原县作对 比量测
,

发现该县沟头年平均伸延速度达 �
。

�� 米
,

其中最严

重的赵新庄沟达 ��
�

�米
。

这条沟 �� 年来蚕蚀耕地 �� 亩
。

据推算
,

全县每年被 蚕 蚀 耕 地

�
,

�� �一 �
,

�� �亩
。

水土流失又降低上壤肥力
,

因此坡耕地亩产仅�� 斤左右
。

� � �淤积库渠
,

破坏水利设施
。

仅陕
、

晋两省每年淤积损失库容就达 �
�

�亿立方米
,

其 中山西省修建的大中型水库�� 座
,

总库容 � �
�

� �亿立方米
,

目前 已淤积 �
�

�亿立方米
,

占总库容的 � �
�

� � � 陕西省黄河流域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
,

每年淤积损失 库 容 � , � ��

万立方米
,

占每年兴修库容的 � � �
,

浪费国家投资�
,

� �� 多万元
,

淹地 � �� 多 万亩
,

移

民 �� 多万
,

铁路改线 � �� 公里
,

耗资 � 亿元
。 � �  �年建成的三门峡水库

,

� �� 米运用库容

为�� 亿立方米
,

到 � �  � 年就淤积泥沙�� 亿吨
,

约折合�� 亿立方米
,

淤掉库容 � � � 还多
,

面临报废的危险
。

严重的水土流失还淤积渠道
,

带来了黄河水难用的问题
。

如 � � � �年计

划从黄河给天津输水 � 亿立方米
,

输到天津剩下 � 亿立方米
,

付出代价 � 亿元左右
,

平

均每立方米水合 � 元左右
,

主要 用于清淤
。

� � �影响黄淮海平原的安全
。

严重的水土流失还严重地影响黄淮海平原的安全
。

据

记载
,

黄河下游历史上共 决 口 � , � �� 次
,

重大改道 �� 次
,

波及北至海河
,

南到 江 淮的

广大地区
,

横扫整个黄淮海平原
,

使田舍人畜惨遭灾害
。

建国后
,

经过治理
,

虽然取得



了 � �多年安流的成绩
,

但仍孕育着溃决的潜在危险
。

这是因为在黄河每年下泄的�� 亿吨

泥抄中
,

有 � 亿吨泥沙淤积在下游
,

使河床平均每年升高�� 厘米
,

目前 已高出两岸地面

� 一 �� 米
。

��  !年黄河花园 口站曾通过 �
。

�� 万秒立方米的洪峰
,

但 �� 年后的 � � �  年
,

花

园 口 出现 �
,

�� �秒立方米的洪水
,

花园 口 到石头庄 ��� 公里的河段上水位却超过 ��  ! 年的

洪水水位�� 一 �� 厘米
,

造成汛情紧张
,

有溃决的危险
。

建国以来
,

为了取得黄河下游安

流
,

黄河大堤平均�� 年加高一次
。

第一轮用了 � 年的时间
,

花了近 �
,

�� �万 元 � 第 二轮

花了 � 年时间
,

用了约 � 亿元
,

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三轮加高
,

己用 了 � 年时间
,

花了近

�� 亿元
,

还没有搞完
。

据估计
,

完成这一轮加高加固
,

还得 � 亿元
。

加一轮管�� 年
,

等

这一轮刚搞完
,

下一 轮就得开始
。

因此黄河下游已处于 “越险越加
,

越加越险
” 的恶性

循环之 中
。

�
、

水土流 失的 原 因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
,

有其一定的自然因素
,

如新构造上

升运动 比较活跃
,

引起沟道下切及坡面冲刷的加剧 � 地势起伏
,

高低悬殊 �
降雨集中

,

多暴雨 , 植被稀少及黄土疏松
,

易于冲刷等
。

如果说 自然因素是造成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的潜在危险因素
,

那么 人为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 触发催化与推波助澜的作用
,

是加

速水土流失 的主要因素
。

据史书记载
�

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
,

黄土高原上是戎
、

翟
、

林

胡等游牧民族活动地区
,

黄河下游河患很少 � 到秦与西汉时
,

大量迁移汉民至径
、

渭
、

北洛河上游及晋
、

陕峡谷地区
,

开荒种地
,

黄河下游河患也严重起 来 � 东 汉 至 隋 ���

年间
,

北方游牧民族再次进驻高原
,

所以黄河下游也相对安流
,

唐以后 �
,

� �� 多 年 间
,

开垦规模愈来愈大
,

特别是明清以来
,

滥伐滥垦滥牧滥樵更趋严重
,

黄河下游频频溃决

改道
。

新中国建立以来
,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
,

但由于没有吸取历

史上的经验教训及受 “左” 的思想影响
,

‘

毛作中出现了一些失误
,

抵销了治理成绩
。

如

在兰年困难时期
,

陕
、

甘
、

晋三省开荒�
,

�� �万亩
。

延安地区 � � � �一� � � �年为使 粮 食产

量翻番
,

开荒 �别万亩
,

而同期修建基本农田和造林种草仅 �� 万亩
。

与此相应 的 是
,

子

午岭林区建 国以来到 �� � �年为止
,

仅甘肃境内就减少林地 � �� 万亩
,

占林区 面 积 � 工�
,

林线平均每年后退 � 里
。

宁夏固原县解放初期有林 �� 万 亩
,

现 仅 存 �� 余 万 亩
,

减 少

“ �
。

目前
,

高原上许多地方人 口密度大
,

广种薄收依然炽盛
,

耕垦指数达�� 一 �� �
,

甚至达�� �
,

实际耕地面积比上报耕地面积大 � 一 � 倍
。

近年来
,

开荒扩种现象又有所

抬头
,

如延安地区1958年有天然草地2 ,

8
00 万亩

,

现只剩下 1 ,
5

00 万亩
,

且严重退化
,

平

均要15 一20 亩草地才能牧养一只羊; 四 料俱缺
,

特别是燃料严重不足
。

( 三) 建国以来农业塞本建设的回顾

1 、

成 绩
:

( 1 )建成了一批基本农田和 水利工程
,

初步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
。

据全区截
_
!L 198。

年的统计
,

共修建水平梯田943
.
0 0万亩

,

坝地64.14万亩
,

其他造地120
.
28 万 亩

,

发 展

水浇地437
.
90 万亩

。

现有基本农 田1
,

5 6 5

.

3 2 万亩
,

每人平均1.1亩
,

其中水浇地每人平均

0 。

3 亩
。

( 2 ) 造林种草取得一定进展
。

截止 1980年
,

全区造林保存面积1 ,

4 8 1

.

49 万亩
,

森林

覆盖率达到6.5 % ; 种草保存面积35 1.8万亩
。



冷 畜牧业有所恢复和发展
。

据 198 0年底统计
,

全区共有大牲畜约166
,

59 万头
。

每

户平均0.68 头 ; 猪 397 .87万头
,

每户平均1.62 头 ; 羊约 806 .85万只
,

每户平均 3.3只
。

近

年来
,

还发展 了兔
、

鹿
、

骆驼
、

貂的养殖
,

增加 了集体和个人的收入
。

( 4 ) 农业机械
.

社队企业和 交通设施获得不 同程度的发展
。

据 198 0年底统计
,

共拥

有各种农业机械总动力 34 4 .67 万马力
。

社队企业达 19 ,

工58 个
。

交通设施也有 长足进展
,

如宝天
、

天兰
、

包兰铁路及一大批公路干线的建成
,

目前已基本上做到了社社通公路
。

( 5 ) 治理 了一部分水上流失面积
。

截止 1979年底统计
,

共治理了20
,

1
76

.

85 平 方 公

里
,

占水上流失面积的16
.2 %

,

扣除停治时间
,

年平均治理速度 为 l %
。

据 估 算
,

自

1958年以来
,

年平均拦蓄泥沙6.03 亿吨
,

占年侵蚀总量22.3亿吨的27 %
。

2

、

问题
:

( 1) 在农业生产中单一抓粮食
,

忽视牧副渔业
,

造成农业内部各业 比例严重失调
,

结构极不合理
。

据陕
、

甘
、

宁 37 县统计
,

1 9 8 0 年农业总产值 中
,

种植业 占72
.8%

,

林业

古4 。

8
%

,

牧业 占15
.4%

,

副业及渔业 占7 %
。

种植业产值中粮食又占70 一80 %
。

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合理
,

影响了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

1 9 8 。年全区平均亩 产 仅152 斤

(按统计上报的粮食播种面积计算)
,

不到全国水平的 1 / 3 。

大面积的坡耕地亩产只

有50 一60 斤
。

农业生产结构失调
,

还使得农林牧副业商品率很低
。

据晋西
、

宁南25 县统

计
,

1 9 8 0 年出售农产品收入 占总收入 13
.4%

,

农业经济实际处 于自给状态
。

扩大再生产

能力低
,

有的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

(
2 ) 在水上保持工作中

,

片面强调工程措施
,

放松 了生物措施
,

没有 搞 好 综 合治

理
,

致使治理速度慢
,

效益差
。

如 195 1一 1979年
,

山西省水利投资为28 亿元
,

占农业总

投资的65 % ;
林业投资仅3.7亿元

,

只 占农业总投资的8。

6
%

。

水利投资比林业投资大7.5

倍
。

由于综合治理程度差
,

一遇大雨
,

上冲下淤
,

治理效益不能巩固
。

(
3) 在农业基本建设 中

,

单纯抓了基本农田 与水利工程建设
,

没有 抓 好 燃 料
、

肥

料
、

饲料基本建设
, “三料” 俱缺间题长期未能得到解决

。

一些地方靠 铲 草 皮
、

挖 草

根
、

烧秸秆及畜粪取暖做饭
。

据宁夏西吉县调查
,

1 9 8 。年有机能源共消耗5.07 亿斤
,

其

中铲草根2.45 亿斤
,

占48.4 % ;
牲畜 粪 便 1.“亿 斤

,

占32 .7 % ;
秸 秆0.64 亿 斤

,

占

12
.7% ;

茬柴。
.
29 亿斤

,

占5.7 % ;
炭。

.
03 亿斤

,

占。
.
6 %

。

燃料构成主要来自草根和粪

便
。

挖 1 平方米草地
,

只能得到0.5斤草根
。

(
4)

在农业生产技术上
,

过多地依赖水利化
、

机械化
、

化肥化
,

没有很好地针对这

一地区的自然特点推行有机早作农业技术
。

如山西省近年来绿肥和豆科作物的比重
,

分

别为。
.
26 % 和 2.63 %

,

只相当全国平均数的4.3% 和 55 %
。

其绝对面积比建国 初 期少三

分之一
,

比历史最高年少73 %
。

结果使得农业投资加大
,

效益下降
,

每元生产费的净收

入 由1970年的3.3元
,

下降到1950年的2 。

4 元
。

二
、

战略 目标和战略措施

多年来
,

虽在这个区作了大量
一

工作
,

花 了一 定代价
,

但收效不理想
。

究其原因
,

主

要是战略目标不当
,

治理方向不明
,

措施失误
。

今后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



一) 故略自标

本区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应当是
,

合理利用土地
,

增加植被
,

保持水土
,

扭转生态

体系的恶性循环
,

根治黄河水患
,

实现粮食 自给
,

建成 牧 业 基 地
,

提高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

确定上述战略目标的原则是
,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

从我国及本区 实 际 情 况出

发
.

严格遵循 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

因地制宜
,

扬长避短
,

发挥优势
,

确定主导部门
,

明确主攻方向和关键措施
,

建立与农业生态结构相适应的农业经济结 构 体 系
,

达 到优

质
、

高效的生产 目的
。

l

、

关 于 根食 自给
。

本 区在农林牧副各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

达到粮食 自给; 自给

的标准 (包括饲料粮) ,

是每人平均 占有粮600一 1 ,

00
0 斤

。

为什么粮食必须 自给 ? 一是境内有一定数量的
_
久口

,

需要量大
,

靠外地供应实难满

足; 一二是本忆地域辽阔
,

很多地方交通不便
,

就是有粮也难运至群众手中
。

如 196 5年陕

北发生春夏连旱
,

粮食锐减
,

人民生活困难
,

为此
,

中央动员 13 个 省 (区) ,

调 拨1 ,

00
0

多辆汽车运进 3 亿斤粮食
。

由于长途运送
,

每斤粮运 费高达0.8一1.0元
,

不仅经济上 不

合算
,

社员 口 粮也难保证
。

粮食能否 自给? 回答是肯定的
:

( 1 )科学试验和 社员 自留地及承包地均证明
,

基本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可提高到梯田

300一500斤
,

坝地500一800斤
,

水浇地 600一 1 ,
0 0 0 斤

。

(
2 ) 根据土地适宜性评价

,

全区宜 农地最终每人平均可达 2 一3.4亩
,

如 基 本上都

建成基本农田
,

其中每人水浇地
、

坝地0.5一 1 亩
,

以陕西10 个先进单位七十年代 平 均

亩产水平计算 (梯田260 斤
,

水
、

坝地600 斤 ) ,

每人平均产粮即可达 600 斤以上
。

( 3 ) 陕北高西沟
、

晋西曲峪
、

陇中大坪
、

宁南鸭儿沟等大队的实践证明
,

只要合理

利用土地
,

改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
,

粮食不仅可以自给
,

甚至有余
。

高西沟大队
,

1 9 7 8 年种粮 田1, 070 亩
,

每人平均2 。

4 亩
,

其中 “
三 田” 2 亩

,

内含水浇地 1亩
,

较1965

年少种 2
一

/

3 粮由
,

但由于 “三田 ”
增加

,

粮食总产提高了3 .3倍
,

每人平均产 粮 增长

了2 。

4 倍
,

达 1 ,

0 7 0 斤
。

2

、

关于建设 植被
、

保持水土 问题
。

建设植被
、

保持水土
,

是改善本区生态环境之

本
。

本区造林
,

上攻 目标应是防护林
。

按照境内造林立地条件
,

防护林应 以灌木为主
。

根据生态平衡规律
,

同时借鉴国外研究成果
,

本区森林覆盖率应在10 一 20 年内达到3e一

35 %
,

才能起到改善生态环境的效应
。

由于今后是以生物措施为主
,

治理
.
面积大

,

各项措施规格
、

数量及管护等均不同于

一般试验区
,

因此
,

拦蓄泥沙效益不 能沿用实验区数据
,

应求得适当的系数
。

据山 西省

水 卜保持研究所资料
,

涕田系数为0.9 ,

造林系数是0.5 ,

牧草系数0.7 ,

荒坡 改 造 (封

11
_
l育林 ) 系数 0.3 ,

淤地坝则按实有而积计算
。

3

、

关 于提 高人 民生活 水平问题
。

提高人 民生 活水平是实现战略 目标的最终 目的
。

就全区而言
,

到200 0年每人平均收入可 达到25 0元以上
。

本 区发展多种经营
,

具有有利条件
。

境内梁塔沟壑相间
,

生态环境垂直差异明显 ;

从平而看
,

农林牧生产布局似镶嵌状
,

这就为因地制宜地挖掘资源潜力
、

实行综合发展



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

特别是区 内 劳 力 和畜产品多
,

便于发展副业和畜产品加
一

工业
,

实

行农 (畜) 工商一 体化
。

据调查
,

把羊毛
、

羊皮等原产品加工成半成品
,

其收入就可成

十倍
、

甚至数十倍地增加
。

另外
,

区 内有很多驰名中外的林牧产 品和药 材
,

如 红 枣
、

滩

羊
、

构祀等
,

只要认真扶持
,

定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

增加当地人民收入
,

进一步

提高生活 水平
。

必须指出
,

严格控制人 口 增长是实现本战略 目标的前提
。

有计划地控制人 口 增长
,

是调节本区生态失调的一个重要方面
。

建国以来
,

全区 人口 自然增长率为况编
,

高过全

国水平
。

宁夏固原县 198。年人 口 5 2
.
3万

,

比1949年增 长1.5倍
,

年递增30 编
。

虽 然 粮食

总产量
、

社员收入分配总额逐渐增长
,

但每人平均 占有粮和分配收入 却越来越低
: 1949

年每人平均 占有粮82 8斤
,

五十年代降为76 4斤
,

六十年代减到62 6斤
,

七 十年 代 又减为

459斤;
每人平均分配收入 1970年41 .30元

,

1 9 8 0 年降为38元
。

1 9 5 0 年调查统计
,

西吉县

农村人 口 自然增长率为30
.6编

,

其中10 个公社达 37 .9%
。

以上
。

一个公社最高为51.9编
。

象这样 人口 无计划的恶性膨胀
,

口 粮将无法保证
,

毁林毁草开荒也难于停止
,

自然资源

将会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

上述战略 目标就无法实现
。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精神和

本区具体情况
,

,

人口 自然增长率应严格限制在 10 编以下
。

( 二 ) 战略措施

1 、

草灌先行
,

尽快建成牧业 基地
。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本区建成牧业基地
,

必

须草灌先行
。

这样
,

投资少
,

见效快; 既利于 养畜
,

又利于 烧柴 ; 既利于土壤蓄水
,

又

利于保持水土 , 适应范围广
、

推广方便容易
。

因此
,

本区的所有地方
,

必须从现在 起
,

立即大张旗鼓的推行这一战略措施
,

并在地广人稀的地区辅以飞机播种
。

为了保证所种

的草灌能正常的生长
,

免遭破坏
,

必须逐步实行 “三改 ” 。

( 1
) 以山羊为主改为以绵羊为主

。

解放后山羊发展迅 速
,

山羊和绵羊的比例建国初

期是 3 : 1 ,

现在是 6 : 1 。

山羊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山羊耐粗
、

耐苦
,

不仅可 以吃

秸秆
、

灌木
、

树梢
,

而且可以到绵羊不能到的陡坡
、

立孤
、

悬崖
、

峭壁上去觅食
。

山羊

的破坏性太强而价值又太低
,

宰一头羊仅十多斤肉
,

年产毛半斤左右
,

产绒 2 两左右
。

据米脂县艾篙湾大队
、

高西沟大队1979年统计
,

13 一 15 只山羊的年产 肉
、

毛
、

绒经济价

值相当于 一只 细毛羊
。

章地退化迫使养山羊
,

养山羊又加剧草地退化 ; 有了山羊
,

草
、

灌难以生存
,

植被

难以恢复
,

水土难 以保持
,

黄河泥沙难以减少
,

因此必须尽快把 以山羊为主 改为以绵羊

为主
。

当前应大力压缩山羊
,

待植被恢复之后
,

则可 根据草场情况 以草定畜
,

适当保留

部分山羊
。

( 2 ) 以放牧为主改为以舍饲为主
,

这是兴牧促农的必 由之路
。

澳大利 亚 的 干 旱草

原
,

2 7 一60 亩养 一只羊
; 我国西北滩区的国营羊场 4 一10 亩养一 只羊

。

而黄土高原水土

流失严重地区
,

千沟万壑
,

不但没有大片草原
,

连象样的草场也没有
。

因此必须在这些

地区把以放牧为主 改为以舍饲为主
,

否则天然草地不足将束缚养羊事业的发展
,

更淡不

到退出部分牧荒地来还林
。

( 3 ) 以撂荒草地为主改为以人工草地为主
。

天然草地亩产草量仅几百斤
,

而人工草地

产草量可达乙00 0一3 ,

0
00 斤

,

而且草质优良
。

为了迅速发展草地植被
,

应实行封育
、

改



造和建立三结合的办法
。 “

封
” 的 目的在

一

于大面积恢复天然植被
; “改”

的目的在于补

种牧草
,

改 良牧草品种
,

提高草地生产力 ; “
建

” 的目的在于利用少量土地
,

实行精耕

细作
,

生产高额的饲料
,

以满足家畜的营养需要
,

为 大面积封管天然草地搭好桥梁
。

t’: 砚改 ”
若能尽快实现

,

便可解决林牧矛盾和农牧矛盾
,

黄土高原的植 被 便 可 恢

复
,

水土保持的目的就可望达到
。

在实行 “三改” 的同时
,

应积极发展其它草食动物
。

2

、

以 基本 农田 解决根食 自给
,

邵分 农地还草还林
, 以 保 证 少种

、

高产
、

多收
。

如

何实现粮食 自给
,

可走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
:

一条是广种低产薄收的道路; 另一条是少

种高产多收的集约经营道路
。

广种低产薄收的道路
,

我们已走了几十年
,

结果是越走越

穷
,

是一条死路
。

因此
,

必须 下决心走少种高产多收的道路
,

以基本农田和精耕细作实

现粮食 自给
。

其步骤:

( 1 )有计划的大搞基本农 田建设
,

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
。

首先要求对现有的基

本农田 , 大力培肥土壤
,

提高单产
,

确实发挥高产稳产的作用 ;
其次是积极地有计划地

开展新的基本农 田建设
,

要求每年每人以 1 一 2 分地的速度
,

争取在 4 一 6 年内
,

每 人

占有基本农 田 2 亩 以上 ;
第三

,

新修的基本农田必需确保质量
,

要求达到三保(保土
、

保

水
、

保肥)
一

高 (高产) ;
第四

,

采用常年基建队和 统一规划
、

分户划片包干的办法
,

加快农田基本建设的速度
。

( 2 ) 培肥地力
,

提高单产
。

为了因地制宜地贯彻这一措施
,

首先要求
,

对所有适宜

耕种的农耕地普遍增施有机肥和化肥
。

事实证明
,

把普遍增施厩肥
、

绿肥等有机肥和化

肥
,

积极培肥地力
,

通过以肥调水来提高现有天然降水的生产效率
,

当作该区农业抗早

夺丰产的主攻 目标
,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

,

对现耕种的大量坡地
,

迅速实行草粮

轮作和草粮等高带状间作
、

轮作
,

既保持水土
,

又保证把粮食种在草茬上
,

尽快提高坡

耕地的单产 ,
第三

,

注意实行三个三为主的施肥技术
,

即种植绿肥和施用厩肥
,

以种植

绿肥为主; 施用有机肥和化肥
,

以使用有机肥为主
,

使用氮肥和磷肥
,

目前强调施用磷

肥为主
。

( 3 ) 搞好早农耕作
。

实行早农耕作的原因
,

一是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
,

水资源贫乏
,

发展灌溉面积有限
,

根据现有资料预测
,

本区的灌溉面积到1990年
,

每人也不过 4 分左

右; 二是由于种种原因
,

现在的耗水量已经相当高
,

如陇中地区现在的用水量已接近水

资源储量的70 %
,

宁南地区超过40 %
,

唯陕北
、

晋西地区 尚有一定的潜力 , 三是根据对本

区水资源的动态分析
,

到 1990年
,

山西省西山地区的 耗 水 程 度 将 达22 .6 %
,

陕北 达

21 。

5
%

,

宁南(固原
、

西 吉) 达52 %
,

陇中 (定 西 地 区) 达82 % , 到20 00年
,

将 分别达

29 .6 %
、

29 %

、

57 % 和87 %
,

明显地超过了一般的水资源的利用标准
,

将发生更加严重

的水荒
。

为了搞好本区的早农耕作
,

应积极总结推广群众中行之有效的早 农 耕 作 法
,

如蓄

墒
、

保墒
、

提墒的三墒合地耕作法
,

高粱
、

谷子
、

甘薯
、

豆类等耐早作物的抗早栽培技

术
,

粮
、

豆 (油 )
、

草的轮作经验
,

山地水平沟种植法
,

川地沟垄种植法以及多种抗早

播种技术
,

如深抬浅盖
、

坐水点种
、

深播等雨
、

等等
,

以充分利用降水
。

培肥土城
,

进行

旱农耕作
,

均是千方百计利用降水
,

并想法提高其利用率
,

应大力提倡
。

( 4 ) 积极推广行之 有效的农业技术
。

当前应主要抓适期早播
、

合理密植和增施磷肥等



措施
。

3

、

大造水土 保持防护 林
,

从根 本上 改 变生态环境
,

要求 以 灌为主
,

乔灌结 合
。

多

年的实践表明
,

纯林不如混交林
,

特别是乔灌混交效果更好
。

据山西省水上保持研究所

观测
,

在30
。

陡坡上
,

刺槐
一

与紫穗槐混交比刺槐纯林的水土保持效益
,

第一年提高8.8 %
,

第二年提高64 。

4
%

。

为了搞好乔灌棍交
,

必须因地制宜的选好适生的树种
。

一般乔木有

刺槐
、

榆
、

松
、

杨等耐寒耐痔 的品种
,

灌木有柠条
、

酸刺
、

紫穗槐等
。

为了造活林
,

应

注意造林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

辅以鱼鳞坑
、

水平沟
、

水平阶
、

反坡梯田等蓄水保土整地

措施
,

以促进林木生长
。

发展林业还要注意多样化
,

讲求实效
。

这个地区应 以水上保持林和 水 源 涵 养林为

主
,

并与经济林 (苹果
、

梨
、

核桃
、

桑等)
、

薪炭林
、

放牧林
、

用材林和四旁绿化结合

起来
。

为了 加快造林速度
,

在组织管理上
,

首先应该给每户社员划分林地
,

并分户订合

同
,

颁发林权证 , 其次严格执行有关林业政策
,

特别注意奖励活 树
,

建议按森林覆盖面

积的大小和株冠郁闭度的高低分等
,

每年发给森林管理保护补助费
;

第三
,

提倡组建林

业专业队
,

以发挥造林专业队和个体户的两个积极性
。

4

、

推行 农工 商综 合体
,

增加 经济效 益
。

多年来
,

单纯生产粮食
,

很 少 搞 其它 副

业
。

无论集体或个人全靠卖粮食收入解决支付
,

因而相当贫困
,

劳动 日产值很低
。

据调

查
,

山地小麦
、

谷子
、

荞麦一般是赔钱的 (指收回的产量折价
,

减去 种 子
、

肥 料
、

畜

工
、

人工的投资
,

为负数)
。

这种落后局面必须迅速改变
。

这个地区发展多种经营的条件不但有
,

而且得天独厚
。

首先是上地 广 阔
,

有 山
、

川
、

坝
、

梯
、

台等
;

其次是品种繁多门路广
,

种植业可以种多种粮食
、

豆类
、

油料
、

瓜

类
、

蔬菜
、

药材
,

还可以种桃
、

梨
、

杏
、

枣
、

苹果
、

核桃
、

花椒
、

桑等经济林木
,

养殖

业可以饲养骡
、

马
、

牛
、

驴
、

猪
、

羊
、

鸡
、

兔
、

蜂等
,

其它事业有农副产品加工
、

编筐

打席等
;

第三是劳力充足
,

尤其是在实行 了少种高产多收
、

退出大量耕地以后
,

还将解

放一批劳力
; 四是在牧业基地建立的过程 中

,

可逐步发展一批新的畜产品加工工业
,

如

皮革厂
、

毛织厂
、

乳品加工厂等等
。

现在应从养殖业入手
,

并以养草食动物如绵羊
、

细

毛羊为突破 口
,

以便积累资金
,

最后走向全面发展的道路
。

( 上接第14 页)

适当的植物措施
,

这样就可从根本上减少水土流失间题
。

大型的骨干工程措施
,

还必须有面上的生物措施配合
。

根据黄土高原的 自然景观特

征
,

建议在延安一志丹一线以北
,

沟间地种植灌木和牧草
,

沟谷里由上往下打坝淤地和种

植当地适生的乔木
。

延安一志丹一线以南应以工程措施固糠保土为主
。

至于面上的水土

流失
,

只要有合理的上地利用
,

不要滥垦就可以 大大减轻
。

总之
,

只要根据 自然特征
,

有计划有步骤地布设适宜的水土 保持措施
,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是一定能防治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