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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三中全会以后
,

我国农村发生了

巨大的变革
。

这种巨大的变革都是从农业

的最小单位—
农户开始的

。

而农业的结

构
,

正在朝着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建立合

理农业生态结构的方向发展
。

这样
,

任何

形式的农户责任制
,

都必然要和社会
、

科

学
、

经济
、

城市
、

环境发生联系
,

从而具

有强烈的生态特点
。

这个特点在黄土高原

丘陵沟壑区
,

在水土保持工作中
,

将起到

更大的作用
。

为此
,

我们在陕北安塞县进

行了
“
生态户

”
试验

。

我们将试验区的生产队
,

分为两种不

同的类型
:

一种是拐沟 队
,

多山坡地
,

仅

有部分梯田或塌地
,

没有川水地
; 另一种

是川道队
,

有部分川水地和部分山坡地
。

凡参加试验的社员户
,

要求
:

1
。

每年按计划退耕正在耕种的部分

农 田 ;

2
.

凡退耕的农田
,

必须当年种草或

造林 ,

3
.

为了不影响粮食的产量
,

对所耕

种的农田采取
“ 两法种田” (] 11地垄沟种

植法和山地水平沟种植法 ) 和增施肥料等

措施 ;

4
.

1 9 8 5年达到拐沟队退耕现有农地

1 / 3 ,

川道队的口粮基本上应由川水 地 解

决
,

山地绝大部或全部造林种草
,

5
.

在人工草地逐年扩大的同时
,

积

极发展养殖业和其它副业
,

走农林牧副全

面发展的道路
。

为了保证试验的顺利进行
,

我们分别

和五户社员订立了合同
。

合同要求
: 甲方

提供试验设计书
,

负责先进农业技术的推

广
,

按退耕农田面积补 助 一 定量 的化肥

等
; 乙方保证按试验要求安排生产

,

贯彻

甲方要求的先进农业技术措施
,

提供试验

要求的数据等
。

1 9 8 2年 12 月
,

我们依据合同的要求
,

分

别和社员户总结一年来的试验结果
,

通过

座谈
、

讨论
、

总结
,

获得以下初步结果
:

1
.

耕地面积减少
,

林草 面 积 增 加
。

2 9 8 2年 5 户
“
生态户

”

共种农地 2 4 4亩
, 1 9 5 2

年农地减少为 1 9 4
。
5亩

。

退耕的 4 9
.

5亩 耕

地
,

种草 1 7
.

5亩
,

造林 32 亩
,

农耕地一年

退耕 20 %
,

平均每人 1
.

38 亩
。

每人平均每

年种草 0
.

49 亩
,

造林 O
。

89 亩
,

确实达到了

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
,

林草面积增加
。

`

2
.

核食的单产和总产显著提高
。

在耕

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
,

粮食的单产

和总产不是减少了
,

而是显著提高了
。

5 个
“

生态户
” , 1 9 8 1年 24 4亩农耕地

,

总产粮食

2 1 , 1 0 6斤
,

亩产 8 6
.

5斤 , 1 9 82 年 1 9 4
.

5亩



农耕地
,

共产粮食 31
,

63 6斤
,

亩 产 1 29
。

6

斤
。

1 9 8 2 年 净 增 粮 食 2 0 , 5 3 0 斤
,

增产

49
。

9%
,

亩净增粮食 43
。

1斤
,

增产 49
.

8%
。

3
.

两法种田面很加大
。

在耕地厕积大

幅度减少的情况下
,

粮食总声和单产显著

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极大地增加了 “ 两

法种田
” 的面积

,

即川地实行垄沟种植
,

山地实行水平沟种植
。
5户

“
生态户

” 1 9 8 1年

两法种田面积 37 亩
,

占当年总耕地面积的

1 5
.

2 % ; 1 9 82 年两 法 种 田 面 积 扩 大 到

1 0 2
.

5亩
,

占全年播种面积的 52
。

7%
。

4
。

管理加强
,

施肥增多
。

耕地面积大

幅度减少
,

粮食总产和单产显著增加的主

要原因之二
,

是有机肥和化肥的施用量大

大增加
。

5 个
“
生态户

” 1 9 8 1 年施 有 机 肥

1 0 6 , 0 00斤
,

化肥 x , 7 7 0斤 ; 1 9 8 2年上升为

了5 5 , 0 0 0斤和 5 , 5 5 0斤
,

分别提高 46
.

2%和

21 3
.

6 %
,

而且增加了磷肥和复合肥
。

增产原因之三是加强了 田 间 管理 工

作
。

据调查
,

以前川地作物仅锄地 1一 2

次
, 1 9 8 2年普遍锄 3 一 4 次

,

多 者 达 5

次
。

有的山地以前根本不锄草
,

或仅锄 1

次
,

而 1 9 8 2年普遍锄 2 次
,

有的 3 次
,

个

别还有锄 4 次的
。

其它如适期播种
、

合理

密植等在个别农户也已开始受到重视
。

我

们体会到
:

1
.

以 “ 生态户 ” 为单位
,

开展退耕造

林种草的水土保持工作
,

是十分有效的
。

“
生态户

”
是政策

、

经济
、

规划的出发点
,

是

农业生产的基层单位
,

是人力
、

物力
、

智

力 (技术 ) 投资的结合体
,

又是传统农业

和现代农业的结合体
,

因而可以把它做为

搞好水土保持的战略措施来抓
。

2
。

以
“
生态户

”
为单位

,

进行水土保持

的有关研究工作也是可行的
。

因为它把科

学研究和生产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

把规划
、

和实施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

既落实了生产

者的责
、

权
、

利 , 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才与

智也落实到了实处
。

3
.

推广
“ 两法种田

” ,

增施肥料
,

加

强管理
,

提高粮食单产
,

增加总产量
,

这

是促进退耕造林种草
、

恢复生态平衡十分

有效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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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有关人员赔礼道歉
。

九
、

发现人才
,

涪养人才
,

是编辑人 员义不容辞的职责
。

我们着眼于新秀
,

着眼于

未来
,

竭尽全力帮助刻苦 自学的中青年成长
,

有 问必答
,

有求尽可能满足
。

十
、

维护国家的尊严和荣誉
,

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 自尊心
,

严 守国家机密
。

热愉

宣传本国科研成果和工作进展
,

虚心介绍国外 的先进科学技术
, 既不夜郎 自大

,

也不妄

自菲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