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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山造林的基础上大搞多种经营

在安徽省 1 3
.

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有 4
.

3万平方公里是山区
,

占31 %
,

主 要 包含皖

西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的22 个县
。

山区地貌复杂
,

既是温暖带的南缘
,

又是亚热带的北

缘
,

南北交汇杂处
,

因而植物基因库资源丰富
,

品种繁多
。

但山区耕地每人平均只有 8

分
,

而山地每人平均却有 7 亩多
。

由于长期受到
“
左

”
的错误影响

,

逼粮上山
,

造成大

面积毁林垦荒
,

水土流失严重
,

致使水旱之灾从五十年代的四年一遇上升为七十年代的

两年一遇
。

大农业的生产也随着下降
,

成为缺粮
、

缺钱又缺油的穷山区
。

故山区致富之

道
,

应变单纯地抓田为重点抓山
,

从治山造林
、

保持水土入手
,

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

本省

广德县四合公社从 1 9 7 8一 19 8 1年间
,

绿化了 5万亩荒山
,

栽植蚕桑
、

板栗
、

油桐等经济林

1 ,

60 0多亩
,

漆树 50 多亩
,

圆竹 :
, 。00 多亩

; 又兴建了缥丝厂和纺织厂
,

实行养蚕
、

缥丝
、

纺织一条龙
。

19 8 1年销到津沪等地软缎被面达 20 万条
。

此外还办起了食品
、

大瓦
、

工 艺

美术等 20 个社办企业
,

兴建了 20 座小水电站
,

以供电力和灌溉
。

该社多种经营收入于是

达到 4 75 万元
,

为 1 9 7 8年的 4 倍
。

每人平均收人 31 1元
,

为 19 7 5年的 3 倍
。

它为皖南山 区

治山造林
、

保持水土 闯出了一条致富的新路
。

从治山造林
、

保持水土入手的
,

还有象县街 口区的例子
。

该区 自从兴建新安江水库以

后
,

当地低洼耕地大部被淹
,

群众上了山
。

因山场土薄石多
,

区委首先抓 了治山治水的

保土
、

保水
、

保肥的
“ 三保 ” 工作

。

巨川公社街 口大队在乱石堆 中开辟 出百亩 石 砌 茶

园
,

去年采制干茶 2
.

2万斤
。

现该大队共建成石砌茶园 9 00 多亩
、

橘园 2刊 多亩
,

造林

1
,

00 0多亩
。

全区象这样的石砌茶
、

林果园已建 28 处
,

其 中茶园 4
.

9万亩
,

橘园 3
,

二00 亩
,

杉木园 l 万多亩
。

全区森林覆盖率已上升到 7 0%
。

和县乌江公社石山大队林场也在治山造林
、

保持水土的基础上大搞多种经营
,

以短

养 长
,

正在兴旺起来
。

这个林场 已把几 9 00 多亩荒山秃岭绿化成林
,

其中松 1
,

3 3 0亩
,

杉

3 3 0亩
,

其余栽毛竹
、

油桐
、

茶叶
、

桃
、

李
、

栗等经济林 2叮亩
。

此外还 开 了 糖 坊
、

粉

坊
,

制包装箱
,

并发展 20 多种花卉生产
。

多种经营收入 19 8 2年 已达 1
.

2万元
。

全 场 自给

有余
,

除向大队上缴 2
,

。 00 元外
,

场员平均工资近 3 00 元
。

通过多种经营巩固
“
三定” 成果

通过治山造林可以发展多种经营
,

但多种经营回过头来又可以巩固林业
“ 三定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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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 “ 三定 ”

就是稳定山林权
、

划定 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
。 “ 三定

” 工作能

否推动和巩 固
,

一方面固然靠公社领导干部的努力
,

另一方面还得让群众 的 经 济 有来

源
,

才能以短养长
。

政府能给群众的信贷借款毕竟是有限的
,

因此靠多种经营巩固林业

的 “ 三定 ” ,

确实是经济上可以行得通的道路
。

除了上述广德县四合公社是这样的例子

以外
,

还有繁昌县孙村公社长寺大队也是如此
。

这个大队的群众主要靠竹木为生
,

没有
“ 三定 ” 之前

,

竹木越砍越小
、

越少
、

越远
。

近年来大搞多种经营
,

种 茶
、

养 兔
、

开
·

矿
,

使户户经济好转
, 19 8 1年每人平均收入 2 5 8元

。

于是右
“ 三定 ” 之后就没 有 出现乱

砍滥伐现象
,

甚至对 3 , 0 00 多亩毛竹的竹笋都舍不得挖
,

情况大变
, “ 三定

” 的 成 果于

是得以巩固
。

群众有了近期受益的经济基础后
,

就有力量为长远打算大力造林了
。

安庆地区经过

林业
“ 三定

” ,

林业生产 出现历史上少有的造林热潮
。

东至县工9 8 2年春有 20 户植树超万

株
,

其他各县也都有万株户
,

至于栽几千株
、

几百株的户则不计其数
。

同时
,

群众性的

护林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 了
,

出现人人护林
,

户户看山的局面
。

岳西县有 8 77 户 自愿 联合

起来组成 100 多个护林看山组织
。

许多地方几乎每个山头都有护林哨
, 护林棚

、

护林牌
。

许多社员对 自留山
、

责任山上的林木爱之如宝
,

惜之似金 I 这种联合护林的群众性组织

要大力提倡
,

特别是有林山责任到户
、

责任到组的地方
,

尤其要做好思想工作
。

在 自愿

的基础上可以组联
、

村联
、

队联
,

确定专人管护
,

管护人员报酬分摊
。

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要严格
,

对 责任山的砍伐计划要严予控制
,

实行上下一本帐
,

审批一枝笔
,

不准层层加码
,

不准多头经营
、

多方插手 ; 乡规民约和责任制合同也要严

格
,

定期检查
,

保证兑现
。

对干部和群众的乱砍滥 伐行为
,

处理要从严
,

特别对领导干

部 更要严格
。

至于社员对他们的 自留山
,

一般来说
,

都是爱护备至
,

防范甚严
,

政府就

不消费心了
。

相反
,

政府对他们从 自留山修枝
、

间伐
、

加工
、

编织的产品
,

还应设法疏

通渠道
,

广开门路
,

使之能够运出山区销售
,

获利受益
。

当然
,

如果有不明事理的
,

在

自留山上也乱砍滥伐
,

则仍应依法予 以严厉处分
。

总之
,

通过
“ 三定 ” ,

使山区群众管山有权
,

护林有责
,

养山有利
,

山区的林业和多

种经营就会出现 良性循环
,

山区就致富有道了
。

造林要因地制宜
,

依靠科学

在造林育林中
,

育苗
、

种树
、

抚育
、

采伐的一系列过程都要按 自然条件
、

经济规律

和管理技术办事
,

否则就会失效
。

例如
,

宣城县 2 0万亩用材林有 60 %成了小老树
; 七十年

代在山区大造杉木基地林
,

有的成片死亡
,

有的成了小老树
。

其原因一般都是由于忽视

适地适树
,

或种植太密
,

又不善抚育和管理之故
。

另外
,

过去只着重用材林而忽视薪炭

林和经济林
,

使群众感到近期
、

远期都无利可图
。

在积极性降低后
,

随之而来的自然是

砍树种植芝麻这一类会破坏水土但可赖以勉强生活的一法了
。

因之
,

在技术上必须因地

制宜
,

适地适树
,

把注重用材林改为注重薪炭林和经济林的营造
,
在经济上必须使营林

种树者不论近
、

远期都可得到实惠
,

鼓励他们搞多种经营
,

帮助他们疏通流通渠道
,

以

搞活山区的经济
。

在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
,

适地适树之法由张玉 良同志编了三句顺 口溜来概括
,

那就



是
: “ 山头松树山坡杉

,

竹子种在肥山洼
。

山脚宜种油桐
、

板栗
、

漆树和油茶
。

石山碱

土柏为主
,

混种榆
、

楠
、

朴
、

檀树
” 。

其实山区树种资源极其丰富
,

在几百个树种 中
,

优 良而有经济价值的树种有 1 00 多种
,

常见的主要树种有 60 多种
。

此外 还有 列为国家一

类保护的香果树和 二类保护的楠木
、

花搁木和红椿等珍贵而稀有的树种
。

在山中有不少

树种都是源远流长
。

例如
,

金寨县徐冲公社龙湾大 队塘湾生产队有一棵
“ 板栗树王

” ,

据汪伦的报导
,

它粗达三人手拉手还围不过来
,

枝叶覆盖面积有五分地大
,

远望象一座

小 !妇
,

年产板栗 5叻斤左右
。

当地群众说它 已有 3 00 多岁了
。

至于檀树皮是宣纸的主要原

料
,

闻名世界
。

其它如撤县 的批把
、

雪梨
、

山核桃
、

柑橘
、

枣子等果树也都负盛名
。

林

业 “ 三定
” 之后

,

种经济树的越来越多
。

宿松县 “ 山漆之乡 ” 的八斗大队 22 7户栽了 5
.

8

万棵山漆
,

社员种山漆的劲头极大
。

这些果树和油料树
、

漆树一旦种下去
,

长大后可年

年得益
,

成了群众的摇钱树
,

哪再舍得砍掉呢 !

依树木为生的昆虫和鸟类可真不少
,

在它们之间的相生相克
,

就是生态学的主要内

容
。

在昆虫之中
,

害虫居多
,

但也有吃掉它们的益虫
。

至于山区的鸟类
,

大都是益鸟
,

它们都是害虫的天敌
。

科学家们根据观察和调查
,

把生态学定量化
,

发现一只灰喜鹊一

年吃掉约 1
.

5万条松毛虫
,

一只啄木鸟平均每天能吃掉 1
,

4 00 条各种害虫的幼虫
,

还能从

树心里把夭牛的幼虫挖出来吃掉
。

其它如大山雀
、

白头翁
、

黄鹏
、

杜鹃等都是害虫的天

敌
,

因而是人类的益友
,

要妥善予以保护和招引
,

严禁捕猎
。

滁县地区各林场在一些高

大的树上挂大小不一的人工鸟巢箱
,

招引这些益鸟在内安身产卵孵雏
。

一窝鸟可以吃掉

2 一 1 0亩森林的害虫
。

据统计
,

松毛虫密度可从挂巢前每株几十条下降到几近绝迹
。

滁

县琅哪山
、

皇甫山等林场
,

从 19 80年起每年悬挂鸟巢 2
,

0 00 多个
,

益鸟进巢 率 达 36 % 以

上 ; 1 9 8 2年在全地区挂鸟巢 1万多个
。

许多地方已达到有虫不成灾的程度
。

栽桑养蚕可使山区农民致富

拍 82 年初
,

安徽省政府下文要求全省各地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

大力发展蚕桑生产
,

以改善农村经济
,

促进纺织工业
,

增加财政和群众收入
。

政府决定采取八条措施
:

一 足

确定蚕茧收购基数
,

超购部分加价与%
,

三年不变 ; 二是群众每育一亩苗
,

补助十元 ;

三是鼓励群众 在空闲地
、

四边地上栽桑
; 四是进行各项经济支持

,

如补助育
·

古
,

补助小
一

蚕室建设
,

提取技术改进费
,

安排低息贷款等 ; 五是增建种蚕场和缀丝厂
; 六位保证修

建蚕室
、

蚕具的物资供应
,
七是建立各种生产责任制

,

对专业组和专业户 实 行 联 产计

酬
,

超奖减赔
,

由收购单位与蚕农签订供种和收茧的合同
; 八是加强技术指导

,

加强技

术人员和专业干部的培训工作
。

在安徽山区
,

以青 阳县和金寨县发展最快
。

在产量上 19 8 2年金 寨 收购 蚕 茧 2
.

3 5万

担
,

居全省第一
,

青 阳 1
.

4万担
,

居第二
;
但在亩产量和每张蚕种产茧量上青 阳 居全省

第一
。

山区坡度在 1 5
“

以上的桑园很 明显地有雨淋沟侵蚀土壤
。

青 阳县总结 已往的经验教

训
,

把 15
。

以上的 5
,

o加亩坡地都建成梯形桑园以保水土
,

同时加强桑园科学管理
,

提早

秋条生长时间
,

提高春叶产量
。

在养蚕上
,

从省蚕桑研究所引进优 良 的 合成
、 7 54杂交

组廿新蚕种
,

并在养蚕 前 后 和 养蚕期 中普遍消毒
。

这样
,

使秋季每张种的产茧量提高

幼% 以上
。

另一个品种是蚕桑所 与中国科技大学合作
,

用激光诱变选育而成的肥激和华



五的杂交组合
,

其生产性能和经济指标表现突出
,

已经同行专家评议鉴定
,

是深受广大

蚕农欢迎 为优 良蚕种
,

正在大力繁殖推广
。

政府鼓励农村蚕桑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发展
,

使蚕农 自愿组成联合体 的 势 头 越来越

大
。

石绩溪县上庄公社有 4 00 多农户 自愿组成了10 0多个联合体
,

联合饲养晚秋蚕 46 张
,

连同一些个体户
,

共产茧 2
,

87 0斤
,

比 19 8 0年同期增产 1
,

7 00 斤
,

翻一番还不止
。

联合体

的做法是
:

桑树由各户管理
,

养蚕每户 一股
,

资金均等筹集
,

蚕具共有
,

桑叶集中采摘

使用
,

收入按股分配
,

或在总收入中提 8 一 10 %
,

补贴给技术好的或提供蚕室的蚕户
,

再按股分配
。

其优点是在生产
、

技术和养蚕上可互补短长
,

可解决个体户原先缺技术缺

蚕室的困难
。

养小蚕时只消一家动手
,

到养大蚕时联户合力饲养
,

可以省工并提高养蚕

质量
;
此外还增加 了各户的抗灾能力

。

因此蚕农无不齐心协力地联合养蚕
,

使个个联合

体增产增收
。

看来蚕桑业的专业联产责任制和联合体的经验
,

可以推广到其它的种植业和养殖业

中
。

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
,

由于对科学技术和经济效益上的需要
,

专业分工和联合是

必然的趋势
,

无此不足 以发挥集体智力和劳力的优势
。

这不但对个体户很有利
,

而且从

它能大力促进轻纺工业这一点来说
,

对国家对集体也都大有其经济上的效益
。

山区是药材资源的宝库

我国的中草药已有儿千年的历史
。

《神农本草经分 载 3 65 种药物
,

到明代李 时 珍所

著的 《本草纲 目分 中收录原有诸家 《本草》 所载药物 1
,

5 18种
,

新增他 自己 考 查所得的

3 7 4种
。

现在全国中草药已发展到 5 , 0 00 多种
。 19 8 2年民建

、

农工
、

全国工商联的民主人

士向党中央
、

国务院提 出扶持振兴中药事业万言建议书
,

得到中央领导 同志高度的评价
,

要党内外密切合作
,

把中药事业搞得更好些
,

以造福于人民
。

而在国外药学界也对 中草

药中的植物碱 及其衍生物正在大力研究
,

已形成一门新兴的以植物碱为中心的生物化学

学科
。

这样的中西合璧对药学的进展必将有不可估量的贡献
。

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地处暖温带和亚热带的汇集处
,

故山区药材资源异常丰富
,

不

下 80 0种之多
,

真可以说是个中草药库
。

山区的水土保持如大搞乔灌草结合以 充 分利用

土地和光能
,

则在乔木之下的药用灌木
、

草类和菌类名 目繁多
,

如天麻
、

三七
、

白芍
、

丹皮
、

丹参
、

白术
、

石解
、

黄连
、

半夏
、

党参
、

旅菜
、

获等等
,

不胜枚举
。

即使乔木中

也有可作名贵药材的
,

如三尖杉
、

黄柏
、

杜仲等
。

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漫山河区 以产药材著名
,

农民也有种植药材的传统习惯
,

全区一万多户农民有四分之一种植药材
。

全区九个公社有六个公社种植获等
。

区里还办

了获等菌种场
,

用科 学方法用菌种培植获等
,

收效更大
。

继获菩之后
,

又 大 种 天麻
,

1 9 8 1年全区缴售 2 , 0 00 斤天麻
。

这里是全国霍石解的唯一产地
,

对野生 石解 驯化的实验

已取得进展
。

此外贝母
、

桔梗
、

廖香等也是山区的传统产品
。

全区生产的中药 材 达 5 00

种之多
。

以收入而论
,

药材占总收入的 39 %
,

茶叶占33 %
,

木材占28 %
。

但相对来说
,

药材占地不多
,

因而种植药材的经济效益超过茶叶和木材
。

山区农民的劳动力在实行联

产责任制后有 了剩余
,

用之于种药材
,

非常适宜
。

这样
,

山区的人
、

地
、

物
、

时都得到

了很好的利用
,

生产力的各种因素就有了经济配合了
。



1 9 8 1年在岳西县召开了一次天麻生产技术经验交流会
。

岳西县大力 发 展 天 麻生产

后
,

从 1 9 7 7年以前每年只收 土00 斤干天麻增加到 1 9 8 1年的 4
,

00 0多斤
,

县委把发展天麻作

为治穷致富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
。

这个方向抓得很对头
。

县药材公司积极向农民传授培

植天麻技术
,

调剂麻种和菌材
, 县农业银行发放天麻贷款

;
县科委把培植天麻列为科研

项 目
。

全县天麻从 1 9 7 7年的 2
,

50 0窖增加到 19 8 1年的 5 万窖
。

该县包家公社社 员 王德昌

对与会人员当场开挖一窖
,

获天麻 3 4斤
。

种植药材面积小而收益大
,

还可看霍山县佛子岭公社梁家滩大队一位种植贝母的能

手彭德辅的经验
。

他在一分多面积的 自留地上 19 8 0年下种 64 斤
,

1 9 81 年 收 2 04 斤 ; 1 9 8 1年

下种 130 斤
,

19 8 2年收 4 70 斤
,

价值 4 , 0 00 多元
。
原来他在 19 7 6 年在锄草时无 意 锄碎 了

一些贝母
,

第 二年意外地发现碎贝母也发了芽
,

这就改进了过去整颗下种的方法
,

从而

把过去 1 斤种子 4 年 只能繁殖到 16 斤提高到 1 50 斤
。

我因此联想到许多科学技 术 的发现

和进展
,

都是这样产生的
。

我国祖辈劳动农民
,

千百年来不正是这样点滴积累了无数个

类此的 “ 意外
” 而为我们传 留下来许许多多业经驯化的动植物基因库资源和种植

、

养殖

的生产技术吗 ? 我们应当把过去的和当代的种植
、

养殖能手的经验科学地总结
,

推陈出

新
,

使大农业的经济效益更加扩大
。

此外
,

既作为美味野菜又作为预防直肠癌药物因而为 日本人所喜爱的藏菜
,

在皖南

山区野生很丰富
。

祁门县把它作为一项资源
,

加工腌制后销售日本
。

该 县 实 行 按质论

价
,

就地加工
.

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

1 9 8 2年全县收购了 6
.

6万斤
,

为 换取 外汇做出了

贡献
。

这种野菜原先弃之如草
,

现今利用之如宝
。

山区所产兼有食用和药用价值因而大

有经济潜力的野菜
、

野果
,

只要有心去发掘经营
,

又奚止截菜和称猴桃几种而 已 !

山区食用菌的生产必须以不破坏树林为前提

大别山区和皖南山 区是传统的香菇
、

木耳产地
,

也是我国重要的食用菌产地
。

三中

全会 以来
,

由于栽培种植食用菌的经济效益大
,

农民生产食用菌的热情很 高
,

甚至不惜

跋涉几百里向人求教
。

山区的气温和湿度适合于菌类的生长和繁殖
,

种类也繁多
,

除了

蘑菇
、

香菇
、

草菇
、

平菇
、

凤尾菇
、

木耳
、

银耳外
,

还蕴藏着许多味道鲜美的野生食用菌

资源
,

其中不少种类很有驯化前景
,

应及早考查清楚
,

予 以开发利用
。

欧美各国把地下

块菇 (衍 u ff l e) 作为 “ 山珍
” ,

市价比黄金还贵
。

欧洲农民利用猪
、

犬等动物的 嗅 觉

千方百计地寻觅它
。

右安徽山区类此的作为 山珍的菌类资源很可能也是存在的
,

不过需

要有心人去发掘经营而 已
。

完徽省生物和化工研究所把猴头
、

平菇等培植技术传播到农村
,

受到很大欢迎
,

纷

纷向他们索取技术资料
。

在上海
、

江苏有些县的中学
,

如宝山县刘行中学
,

开设经营管

理班选择食用菌栽培作为教学内容之一
,

使 中学生学会用非木材的原料人工栽培食用菌

的技术
。

这对安徽山区各县的中学来说可资借鉴
。

由于食用菌的生产占地虽然不大
,

但耗费木材颇多
。

如果在生产原料上不开辟新的

来源
,

要不了多少年
,

可供食用菌生产用的树木便会被砍光
,

造成破坏 林 业 资 源得不

偿失的后果
。

例如
,

金寨县燕子河区用栓皮栋树料培植木耳
,

砍掉的多数是 7 一 10 年生栓

皮栋小树
,

估 计毛河公社砍掉 1 万株
,

合 5 00 立方米的木材
。

前贩公社有两个生 产 队每



户平均砍栓皮栋达 3
,

00 。斤之多 ! 本来想通过多种经营以短养长
、

以副养林 的
,

可是培

植木耳反而砍小树
,

这是不行的
。

应当教育群众尽量利用疏伐的弱树和柯枝
,

并改变单

不荚一地用栓皮栋作
“木耳树

”
的习惯

;
教育他们采用生长和采伐等量的原则生产木耳

,

“ 竭泽而渔
” ,

顾眼前不顾长远
。

用非木材的枝叶
、

木屑
、

农作物的糠鼓
、

秸秆
、

以及工业废渣废料作为生产食用菌的原料之法 以及瓶栽技术等都必须大力推广
。

可壳

山区饲养业潜力不小

山区农民有养牛的传统
, “ 赶不完的南山牛

” 。

养牛不用多少粮食
,

不象养猪每头

需要喂好几百斤粮食
。

牛吃草
,

而山区有的是草
。

不论役用牛
、

奶用牛
、

肉用牛或兼用

牛的肉都有很高营养价值
。

南方的水牛最是耐粗
、

抗病
、

温驯
、

力大
,

寿命达 30 多岁
。

一头母水牛
,

一生可产十三四头牛犊
,

放牧也很易
,

连小孩都能胜任
。

现在南方种田
,

主要靠牛
。

看来
,

牛仍然是
“
农家之宝

” 。

一户农家
,

如养两头牛
,

平均 一 年收入 7 00

元
,

还不计牛粪作为肥料或鱼塘饲料之利
。

无怪乎这几年安徽养牛业发展很快
,

而养猪

业反而下降
,

其中经济因素占主要地位
。

以营养生产率而论
,

应当首推奶牛
。

但山区交

通不便
,

牛奶集中不易
,

可以通过养貂以利用牛奶
。

但饲养肉用牛却很有利可图
。

如太

湖县引进海福特牛以改 良当地小黄牛获得成功
。

肉用牛肉质量远超过一般役用牛肉
,

故

收购部门应按质论价
,

否则 山区的肉用牛的发展会受到限制
。

在山区养兔
、

养山羊或奶

山羊可能在经济上不比养牛差
。

如引进莎能羊
,

有奶有肉
,

与养貂联合
,

可能大有经济

效益
。

广西 田林县一些边远 山区的社 队曾要求用菜牛顶替生猪的派购任务
,

我看这是个

对山区农民和国家都能在经济上受益的好建议
。

徽州地区养貂业
,

自从象祁门县石川大队养貂场那样有了兴旺发达的先例后
,

发展

很快
。

政府还大力支持户养水貂
,

帮助农户解决饲料
、

技术
、

种貂问题
,

农行发放养貂

农贷
,

畜产公司举办技训班
。 1 9 8 2年底发展到 90 多户

,

正在方兴未艾
。

群众还有创造性

的方法
。

款县定潭公社西坑好生产队的社员汪瑞祥请其他农户帮他捕 鼠
, 1 9 8 1一 19 8 2年

一年捕 鼠 9 50 只
,
以 鼠肉切碎与植物饲料混合喂貂

,

生理和经济效果都好
, 4 只 母 貂产

仔 24 只
。

节约饲料费用 2 / 3 ,

获纯利 1
,

1 00 元
。

1 9 8 3年他打算养 10 只母貂
。

徽州外贸部门

还从内蒙引进 30 头艾虎放在石川貂场试养
, 7 个月 已产仔 1 02 只

,

很成功
。

山区的野生动物资源不少
,

还有珍贵的扬子鳄
、

丹顶 鹤
、

暨豚
、

梅花 鹿
、

娃娃鱼

(大貌 ) 等
,

它们都是国家一
、

二类保护动物
;
其 中扬子鳄和娃娃鱼 已定为联合国保护

动物
。

这些动物和全国及世界各地动物园交换
,

有极 高的科学
、

经济和外交价值
。

1 97 9

年在宣城县用 1 ,

30 0亩山地办了扬子鳄养殖场
。

该场人工孵化 已经成功
,

为人工 繁 殖这

一稀世之珍迈出了一步
。

至于丹顶鹤的饲养在江南有悠久的历史
。

合肥逍遥津公园动物

园饲养繁殖丹顶鹤的技术居全国前列
,

可以在皖南推广
。

梅花鹿有很高的药用和经济价

值
,

在皖南径县
、

太平
、

族德一带有少量分布
,

有的地方 已建立了养鹿场
,

从圈养逐步

采用天然放牧
。

至于娃娃鱼
,

则是大别山腹地澳流中的特产
,

繁殖力低而生长缓慢
。

对

这些珍贵动物除须大力予以保护外
,

还应开展人工饲养技术的研究工作
,

并积极推广那

些 已经行之有效的野生动物繁育技术
。

右养殖业中
,

还应提一下养蜂的经济重要性
。

山区经济植物
,

有许多是靠虫媒花的



种子和果实得益的
,

蜜蜂对它们的增产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

美国养蜂本身每年产值约 l

亿美元
,

但利用蜜蜂授粉而增产的农作物产值却达 1 00 亿美元
。

估计安徽山区 如 增加一

两万群蜜蜂
,

不但可以生产大量的蜂蜜
、

蜂王浆和蜂蜡
,

而且对油桐
、

油茶
、

果树和药材

的增产效果也会是很大的
。

综合加工利用山区 自然资源
,

使生财有道

山区的特点是资源种类繁多
,

且具有地方特色
。

如善于对它们一一作合理地综 合加

工利用
,

则生财有道
。

其中在技术上有传统的又有近代的
。

宣纸
、

徽墨
、

款砚
、

宣笔文

房四宝
,

早 已扬名中外
,

供不应求
。

在政府支持下
,

各种传统的工艺不但次第恢复
,

而且

正在发展中
。

其它如祁门瓷器
、

宁国陶器
、

欺县砖雕
、

怀宁大理石
,

都是 以当地矿物资

源为原料的土特产
,

徽州火腿
、
宣城蜜枣

、

金寨称猴桃酒
、

石台的高路亭酒曲
、

屯溪竹

编
、

黔县竹材层积材
、

岳西获荃片
、

六安桂花浸膏等都是以生物物质为原料的土特产
。

不少产品
,

除了在国内畅销外
,

已有不少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

宣纸的制造工艺 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

始于唐代
,

已有 1 , 0 00 多年历史
,

非一 般 所能

模仿
。

日本人曾千方百计求之而不得其法
。

此纸洁白绵韧
,

不蛀不腐
,

有
“ 纸寿千年 ”

之誉
。

我国历代传世的名贵书画和珍藏图籍几乎都是用了宣纸
,

才能 长期保存
,

抗得住

大气的侵蚀氧化作用
。

宣纸的产地在乾隆年间遍及皖南十几个县
,

现在以径县宣纸厂的

产量为最大
,

品种也最多
。

由于主要靠手工生产
,

又为原料的产量所局限
,

宣纸年产量

只有 2 00 多吨 ;
但需求甚多

,

正在扩大青檀林基地
;
对传统工艺技术的科学 研 究也要跟

上去
,

使宣纸工业发挥出更大的潜力
。

山区石材资源丰富
。

除宁国水泥厂为国家重点建设项 目正在加紧施工外
,

怀宁县月

山大理石加工厂也即将投产
。

该县有九个公社蕴藏着 1 亿多立方米的 大 理 石
,

花色繁

多
,

有墨璧
、

雪浪
、

碧波
,

豹皮等十五个品种
。

与其它建材相比
,

大理石工业耗能小
,

投资少
,

工期短
,

收益多
,

市场多
,

市场广
。

目前
,

意大利在采矿中采用钢丝绳锯和快

速金刚石锯切割法 以取得极高的成荒料率
。

在大理石材加工业 中
,

采用激光
、

数控等先

进生产技术
,

其连续磨光机台时产量达 1 50 平方米
,

应设法 引进
,

使大理石 工 业迅速发

展
。

祁门的瓷土储量丰富
,

祁门瓷厂生产的 日用瓷器 已大受国内外欢迎
,

应在工艺上努

力向景德镇学习
,

迎头赶上
。

宁国陶土也是如此
,

陶器须向宜兴学习
。

陶瓷工业的制坯

工序分散在千家万户
,

也是一项重要的生财之道和劳动就业之方
。

山区有不少煤炭资源可供建设小煤窑
,

作为社队企业予以开发经营
。

有了煤炭
,

就

可以兴办石灰窑厂
、

砖瓦窑厂
、

耐火泥厂
、

水泥预制厂等
。

例如
,

宣城县周王公社利用

当地煤炭资源
,

办起了小煤窑
,

获利 83 万元
,

还办了五个石灰窑厂
。

青峰大队仅石灰一

项
,

每年就获纯利 2 万元
。

建材的收入使社队有资金办起 了42 个各种不同企业
,

使全社

务工社员达 1 , 1 5 4人
,

全社社队企 业从 1 9 7 9一 1 9 8 1年共收入 60 0多万元
,

获 纯 利 1 5 0多万

兀
。

至于把山区几百种药材资源加工为成药
,

更有广阔的前景
。

近几年来
,

一种向来不

惹人注意的
, 原先当柴禾烧掉的百蕊草

,

也因制成为片
、

晶
、

糖浆能治多种炎症而大为



发展绿色革命 建设生态农业

杨 挺 秀

( 中国科学 院农业研究委员会 )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指 出
:

要
“ 坚决保护各种农业资源

,

保持生态平衡 ” 。

新宪法明确规定
: “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

防治污染和其它公害
” 。

今

年
,

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
:

要把
“ 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和保护 良好的生态环境

”
作为农业

生产活动的前提条件
。

最近
,

中央领导同志指出
:

现在农村如果出问题
,

很可能出在自

然环境
、

生态平衡遭到破环上
,

这种破坏是带有根本性的
。

这是正本清源的远见卓识
,

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

他站得高
,

看得远
,

不仅指出了当前农业生产中潜伏着的生

态危机
,

而且指出了我国农业今后的发展方向
。

这个方向就是要走一条新路
,

`

建设一 种

新型的生态农业
。

潜伏着的生态危机

建国以来
,

我国农业取得了很大成就
,

在仅 占世界 7 % 的土地上
,

养活 了 世 界 上
、

23 % 的人 口
。

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
,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
,

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
,

大大加快了农业的发展速度
。

但 也 应 看

到
,

在大好形势背后潜伏着生态危机
,

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

一是水土流失严重
。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

从解放初期的1 16 万
一

平方公里
,

发展到 1 50

万平方公里
,

约 占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
。

每年仅流失的肥沃土壤就有功亿吨
,

损失氮
、

磷
、

钾养分约 1
,

0 00 万吨
。

据 1 9 8 1年全国化肥试验网试验结果
,

每斤有效养分可增产 7

斤粮食计算
,

则等于每年流走了 1
,

40 0 亿斤粮食
,

相 当于年进 口粮食的 5 倍
。

问题的严

重程度应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

二是自然灾害加剧
。

尽管解放以来水利灌溉事业发展很快
,

水田和水浇地面积增加

了 3
.

3 2 06亿亩
,

但 由于生态环境 的破环
,

水早等自然灾害反而 日益频繁
。

以成灾 (减产

30 % 以上 ) 面积计
,

五十年代年平均为 1
.

3 6 6 4亿亩
,

八十年代上升为 3
.

0 7 9 5亿亩
,

增加了

) 乙二兰 ) 乙 ) ( 二匕 ) ( 二匕: ) ( 〕匕 )二 ) 兰 ) 匕 ) 匕、 经) 望二厂 ) 述 〕匕 ) 兰 ) 兰 :、 兰 ) 艺 ) 二 )匕 ) 二) 二 ) ( 飞 二已二) 二) 乙二匕泛 ( 泛( ;生二二卫二:竺 ) (

畅销
。

全省一年可采收哟万斤干
一

百蕊草
,

仅农民增收达 42 万元
; 徜把它加工制成 6。万瓶百

蕊草片
,

产值可达 3 5。万元
,

为原料产值的 8 倍多
。

以上的一些例子可以看出
,

对山区 自然资源综 合加工利用的重要经济意义
。

而这些

还刚是个开头
,

靠政策
,

靠科学
,

右本世纪内
,

山 区一 向沉睡的资源将被激活而舒展它

们无穷的经济实力
,

水土保持
,

国土的保护和利用也就寓于其中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