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基本农田 促进农林牧全面发展

一一式隆县核桃公社调查

四川省农业厅调查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四川省农业生产发展很快
,

相比之下
,

山 区发展较慢
。

如

何加快山区生产发展的速度? 怎样贯彻省委提出的
“
挖掉穷根

,

栽上富根
,

站稳脚跟
”

的方针? 武隆县核桃公社作出了较好的成绩
。

最近
,

我们对该社进行了调查
。

一
、

大胆改革
,

巨大变化

武隆县核桃公社位于川东盆地边缘
,

幅员辽阔
,

自然资源丰富
。

但 境 内 山 大
、

坡

陡
,

水土流失严重
,

加之受气候的影响
,

农业生产水平一直低而不稳
。

随着 人 口 的 增

长
,

人多
、

产量低的矛盾 日益突出
。

为了解决吃饭间题
,

长期以来习惯在陡坡地上盲目

垦殖
,

毁林开荒
,

刀耕火种
,

加之过去片面强调
“ 以粮为纲 ” ,

水
、

土
、

林
、

草资源的

破坏十分严重
。

粉碎
“ 四人帮

”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公社党委认真总结历

史经验
,

坚决贯彻执行省委的山区生产方针
,

大胆改革
,

固定农耕地和建设基本农田
,

提

高科学种田水平
,

增加单位面积产量 ; 陡坡地逐步停耕还林
,

种植经济林木
,

发挥山区

优势
,

增加经济收入
。

4 年多来
,

成效显著
,

山区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

1 9 7 8一 1 9 8 1年
,

全社平均每年粮食总产 3 1 5
.

96 万斤
,

农副业总产值 42
.

76 万元
,

每人平均口粮 5 7 2
.

5斤
,

现金 6 6
.

2 5元
,

分别比 1 9 6 6一 19 7 7年 1 2 年年平均 增 长 1 0 0%
, 8 5

.

2%
, 9 8% 和 7 3

.

2 % ,

生猪也由 92 3头发展到 2
,

3 30 头
,

改变了过去吃粮靠返销
、

用钱靠救济
、

生产靠贷款的局

面
。

1 9 8 1年还向国家交售余粮 23 万斤
。

在退耕地和荒坡隙地上
,

营造漆 树 9 , 0 00 亩
,

核

桃树 l , 0 6 0亩
,

油桐 1 , 8 3 0亩
,

茶园 1
,

0 0 0亩
,

花椒 7 1 4亩
,

棕树 3 09亩
,

黄柏6 0 0亩
,

用材

林 1 0
.

0 4 。亩
,

薪炭林 1 , 1 0 9亩
,

共计26
,

20 2亩 (加
.

上原有林地
,

共计 7
。

1万亩
,

占宜林面

积 9 4
.

1 %
,

占幅员面积 6 1
.

8% )
,

目前
,

这批林木长势喜人
。

同时
,

兴 办 了 茶厂
、

酒

厂
、

电站
、

林场
、

黄连场和其它农副加工厂
。

去年
,

虽然遭受了风灾和秋绵雨的危害
,

粮食仍然保持上年水平
,

农副业总产值可增加 10 % 以 上
。

二
、

从实际出发
,

总结经验
,

走建设基本农 田的路子

山区落后面貌如何改变?农业生产怎样起步 ?这是广大干部和群众一直关心的间题
,

也是摆在公社党委面前的重要课题
。

为了寻找答案
,

他们参观了石柱县黄水公社建设基

本农田
、

退耕还林
、

大种黄连
,

从中深受启发
。

又深入实际
,

调查总结了本社阳光大队



一队 1 9 7 7年建设基本农田
,

推广玉米
、

洋芋
、

红若先进栽培技术
,

获得全面增 产 的 经

验
。

这个队建设基本农田 20 7亩
,

停耕 1 30 亩
,

在玉米栽培技术上
,

改直播为育苗移栽
,

提早播种半个月
,

亩产达 31 。斤
,

比过去亩产高两倍多
,

粮食总产比上年增加一 倍半
。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对全社近 10 年来农业生产进行了分析
:

从 1 9 6 6一 1 9 7 7年 12 年里
,

粮食总产量超过 20 。万斤的只有两年
,

低于 15 0万斤的有 7 年
, 19 7 6年只有 1 0 4

.

9 万 斤
,

比

1 9 4 9年还少 1 2
。

1万斤
,
社员每人平均集体分配口粮超过 3 60 斤的只有两年

,

不足 30 0斤的就

有 1 0年 ; 分配收入 40 元以上的只有 4 年
,

其余都在 40 元 以下
。

粮食生产低而不稳
,

长期

徘徊不前
,

其根本原因是农田基本建设差
,

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弱
,

山区主要农作物的扬

花期常受高山低温
、

绵雨和低山伏早的危害
,

产量没有保障
。

正如群众 说 的
“
种 一 磨

盘
,

收一磨眼
,

不种又哪能得这点
” ,

形成越穷越垦
,

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

要改变这

种状况
,

必须改变生产条件
,

变盲 目垦荒
、

广种薄收为建设基本农田
,

把劳动
、

肥料集

中用到基本农田上
,

实行精耕细作
,

科学种田
,

提高单产
,

增加总产
。

这样粮食产量增

加了
,

吃饭问题得到了保证
,

群众才有可能放心大胆
、

脚踏实地去退耕还林
。

在退下来

的耕地上植树种草
,

发展 经济林木
,

改善大地植被
,

搞好水土保持
,

促进生态平衡 ; 否

则
,

这一切都落不到实处
。

经过反复算帐
、

对比
,

公社党委召开了生产 队委以上的干部

会
,

统一了思想
,

坚定了信心
,

决心走建设基本农田
,

陡坡地逐步退耕 还林
,

保 持 水

土
,

发展山区生产的路子
。

三
、

加强领导
,

狠抓落实

1
、

搞好规划
,

落实面积
。

公社党委根据地貌
、

土壤
、

气候和生产水平等条件
,

本

着要粮食自给有余的原则
,

要求高
、

中山每人平均建设一亩二分
,

低山每人平均一亩基

本农田
。

基本农 田一般要求划在坡度较缓
,

土层较厚
,

土
、

水条件较好的耕地 ; 其余坡

度陡
、

土层薄
、

种植农作物困难的划为退耕地
,

逐步退耕发展经济林木
。

大队成立规划

领导小组
,

在 1 9 7 8年退耕地的基础 上
, 1 9 7 9年春

,

通过两个多月时间
,

层层规划
,

逐队

落实
,

全社固定建设基本农田 5
,

0 70 亩
,

每人平均 1
.

18 亩 ,
退耕还林 1 1 , 2 94 亩

,

占总 耕

地面积 69 %
。

并建立 了生产责任制
,

落实到组
、

户
,

订出计划
,

分年实施
,

逐步建设成

为高产稳产农 田
。

为了解决过渡期间粮食和树苗问题
,

又划定林粮间作地 2 , 0 00 亩
,

采

取以耕代抚的办法
,

栽培漆树
、

油桐 20 万株
,

幼林行间间作红菩
、

洋芋等作物
。

目前
,

这部份幼树长势良好
,

同时
,

每亩还可收粮食 2 00 一 3 00 斤
。

2
、

狠抓基本农田建设
,

提高科学种田水平
。

建设好基本农田
,

提高土地生产力
,

是保证粮食增产
、

陡坡地退耕还林的关键
。

因此
,

他们在建设基本农田上狠下功夫
,

效

果显著
。

对较平坦的耕地
,

采取深耕深翻
,

增厚土层
,

培肥地力
,

改 良土壤结构
; 对坡

度较大
、

土层薄
、

乱石多的耕地
,

采取啄高填低
,

拣石 砌坎
,

增厚土层
,

建成梯土
、

梯

田
。

同时
,

治理坡面水系
,

修复拦山堰
,

控制坡面径流
,

减少水土流失
。

通过几年的建

设
,

全社的基本农田 60 % 以上土层达到 2
.

5一 4 厘米
,

还建成梯土
、

梯田 3 00 亩
。

玉米育

苗移栽面积达到 60 %
,

杂交种达 80 % ; 红著
、

洋芋普遍改平地栽为堆堆栽
、

堤埂栽
。

农

事上做到了适时早播
,

精细管理
,

重施有机肥
,

使土壤越种越肥
,

产量越来越高
。



3、
大娜桩材 .林

,

碑翻* 土流失
。

发展林业不仅能增加经济收入
,

改善社员生活

水平
,

为国家作出贡献
,
还能捅蓄水源

,

保持水土
,

改善小气候
,

促进生态平衡
。

他们

吸取过去种树不见树的教训
,

实行因地制宜
,

科学种树
,

加强管理
。

根据土坡
、

气侯的

差异
,

在海拔 90 0米以下的以营造油橱为主
, 9 00 米以上的以营造漆树

、

杉木为主
。

为了

提高成活率
、

早受益
,

要求栽种的漆树窝大
, 1米见方

,

深 。 ,
5米

,

杉木林栽在 已 改 过

的窄台梯地上
。

除了成片种树外
,

还在零星的荒坡
、

隙地
、

田边
、

地角
、

房前
、

屋后大

种竹子
、

核桃和其它经济林和薪炭林
。

目前
,

公社境内到处可见 茁 壮 的幼林
、

幼树
,

3 年生的漆树已高达 2 米以上
,

六七年后就可受益
。

四
、

认真贯彻执行山区生产政策
,

解决好具体问题

建设基本农田
,

陡坡地退耕还林
,

是农业生产上一个战略措施
。

要搞好这一工作
,

必须依靠党的方针
、

政策
,

依靠
“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
”
精神 , 同时

,

国家尽可能从各

方面给以必要的扶持
。

公社具体抓了以下几条
:

1
、

明确舰定杜员在资任谁上趁设的荟本农田
,

五年之内三个不变
。

这就是地块不

变
,

承包的产量指标不变
,

征购任务不变 , 如因人 口变动必须调整
,

要付给承包户应有

的报酬
。

2
、

加强林地甘理
,

搞好收益分配
。

各种林木点株造册
,

落实到户
、

到劳
,

实行四

包一奖惩的管理制度
,

即
:

包栽
、

包活
、

包管
、

包长
,

按树苗长势好坏付给 报 酬 和 奖

励
。

每损坏一株
,

除栽活一株外
,

还要赔偿人民币 1 一 3元
。

在收益分配上
,

多数 队实

行从收益年起
,

实行二八或三七分成
,

社员多得
。

对荒坡
、

隙地上不便管理的树木
,

点

株折价
,

生产队收成本费
,

树木归社员
。

3
、

解决树苗不足的问瓜
,

主典称 自采种
、

自育苗
。

全社各自育漆 树16 3亩
,

杉 树

3 。亩 , 同时
,

国营和社办林场大力扶持
,

仅公社林场就支援杉树
、

核桃树苗子近 60 万株
。

4
、

旅食补贴问皿
。

陡坡地停耕后
,

一些队
、

户粮食困难
,

县政府确定给予粮食 补

贴
,

仅 1 9 8 1年就补助粮 2 万多斤
,

解决了社员后顾之忧
。

核桃公社建设基本农田
,

陡坡地退耕还林
,

保持水土
,

发展山区生产的路子 已经走

出来了
,

并且站稳了脚跟
。

他们决心进一步抓好基本农田的建设
,

搞好科学种田
,

加强

林木的管理
。

近期内粮食总产稳定在 4 00 万斤左右 , 几年后
,

加上各种林木受益 和 其它

工副业
,

争取 1 9 8 5年总产值达 9 0万元
,

比 19 81 年增加 80 %
, 19 8 5年后将会成倍增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