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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北方旱区农业的战略地位

按国内外气象专家对旱区分类标准划分我国北方早区 ( 干早
、

半干早
、

半湿润易旱

地区 )
,

主要分布在沿昆仑山脉
、

秦岭
、

淮河流域一线以北的大部地区
,

大致包括北方

巧个省
、

市
、

自治区 中的 6 4 5个县 (有些干早县内
,

也有少量灌概区
,

这里未作具体分析

和扣除 )
,

共有农业人 LJ I
.

4亿人
,

占全国的 17 %左右
, 土地面积 4 65 万平方公里

,

占全

国的 4 8%
;
耕地面积 4

.

5亿亩
,

占全国的 30 %
。

这个地 区地域辽阔
,

资源 丰 富
,

是我国

林业
、

牧业
、

煤炭和石油的重要基地
,

有的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

有的是国防要地
,

战略地位很重要
。

月前这块地方的木材年产量 2 , 8 00 万立方米
,

占全国的 5 7 % ; 可利用草原 面 积 2 5亿

亩
,

占全国的 73 % ;
大牲畜

、

羊的总头数
,

均 占全国的一半左右
,

绵羊毛 占全国的 80 %

以上
。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
,

国家投资 5 亿元以上的煤矿
、

石油
、

水 电
、

化纤
、

交通等

重点建设项 目
,

有不少放在这个地 区
。

可见
,

加快这个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

改变经济

落后的面貌
,

以适应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
,

对完成十二大提出的本世纪末工农业年

总产值
“ 翻两番

” 的宏伟 目标
,

在政治上
、

经济上都有重要意义
。

解放以来
,

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的这几年
,

北方早区各级党委和政府
,

认真贯

彻执行党的方针
、

政策
,

调动了广大干部
、

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

农业生产有 了较 快 发

展
,

人民生活水平有 了一定的提高
。

象陕西省延安
、

榆林和山西省的雁北等地 区
,

农业

生产发展都比较快
,

已做到了粮食 自给或略有节余
,

解决了群众长期未能解决的温饱问

题 ; 农业生态环境得到了初步改善
,

林
、

牧
、

副各业和多种经营也有了较快的发展
。

但从目前整个早区农业发展的情况看
,

生产水平还比较低
,

经济收入也比较少
,

1 9 8 1

年
,

北方早区 64 5个县的粮食平均亩产 2 38 斤
,

比全国平均亩产低 36
.

8% ,
每个农业人 口

平均生产粮食 59 5斤
,

比全国低 1 92 斤 , 社员每人平均口粮不足 3 00 斤的县有 1 13 个
,

社员

每人平均分配在 50 元以下的县还有 1 11 个
。

目前北方旱区 15 个省
、

市
、

自治区 的 粮食问

题还比较紧张
。

除京
、

津
、

辽外
,

还有 9 个省
、

自治区粮食不能 自给
,

每年共需调入 7。

多亿斤
。

如果这种状况不能迅速改变
,

对各方面的建设都会带来严重影响
。



为了改变这个地 区的落后面貌
,

我们既要看到它困难的一面
,

更应当看到有利的一

面
。

这个地区的广大干部
、

群众
、

科技人员在长期与干旱的斗争中
,

创造和积累了丰富

的传统旱作技术和农
、

林
、

牧综合发展的经验
。

例如
,

山西省 闻喜县东官庄大队多年早地小

麦平均单产稳定在 40 0斤左右
,

壶关县晋庄大 队旱地谷子多年保持在 80 0斤以上
,

中阳县

正 卜咀大队早地玉米平均亩产超过 60 0斤
。

陕西省延安市小寺沟大队坝地玉米平均亩产上

1
,

00 0斤
。

在农
、

林
、

牧全面发展方面
,

有陕西米脂县高西沟大队
、

山西方山县 神 堂沟

大队
、

宁夏固原县 白岔大 队
、

甘肃会宁县蔺家湾大队
、

内蒙古赤峰县等一批好典型
。

这

些先进典型
,

为北方旱区发展农业生产树立 了榜样
。

只要因地制宜
、

大力推广他们的成功

经验
,

就有可能使北方旱区的农
、

林
、

牧业生产大大提高一步
。

从长远看
,

北方早区的土地资源丰富
,

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

这个地区不仅每人

平均占有耕地多
,

而且还有大量的荒山
、

荒坡
、

荒沟
。

只要充分利用这些土地资源
,

有

计划地发展农
、

林
、

牧
、

副等生产
,

就可以使整个旱区的面貌有个根本的改观
。

二
、

北方旱地靠什么办法解决农业的用水问题

赵紫阳同志今年 3 月在陕西谈到水利建设
、

旱作农业和节约用水时指出
: 中国农业

不能都靠灌概解决间题
,

要十分重视群众搞早作农业的经验多 他还指示
:

从选择耐旱的

作物和品种
,

一直到采用有利于保墒的耕作制度和栽培方法
,

都要总结
,

因地制宜
,

一

块一块地推广
。

我们这次会议要学习赵紫阳同志的重要讲话
,

联系实际
,

总 结 交 流经

验
,

提高对发展早作农业重要性的认识
,

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
,

解决北方早区农业的

用水间题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北方旱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
,

为了解决缺水干早问题
,

在国家

的支援下
,

在水利建设上作 了巨大努力
,

取得了很大成绩
,

许多地方扩大 了灌溉面积
,

加快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但是
,

过去由于我们对这块地区干早缺水
,

发展水利灌溉难度

大的基本特点认识不足
,

总想靠发展灌溉农业一条腿走路的办法解决农业用水问题
,
而

对群众创造的蓄水保墒等一套能够充分利用 自然降雨的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
,

却长期忽

视
,

没有积极总结推广
。

这就使得北方早 区大面积无灌溉条件的旱地
,

长期以来抗早能

力很差
,

产量低而不稳
。

我们强调要重视总结群众搞旱作农业的经验
,

发展早作农业
,

是从我国
,

特别是我

国北方
,

水资源并不丰富的实际情况出发的
。

据有关部门测算
,

我国河川年径流总量与

世界各国比较
,

居第六位
,

而且水土资源的配合很不相称
。

耕地面积只占全国 3 6 %的南

方
,

年径流量占全国 82 %
,

而耕地面积 占全国 64 %的北方
,

年径流量只 占全国的 18 %
。

北方耕地中
,

特别是内蒙古包头以东的长城沿线和黄土高原的广大地区
,

90 % 以上都是

早地
,

发展灌溉很困难
。

据山西省的同志分析
,

全省有地面水 1 14 亿立方米
,

但由于省内

山多川少
,

沟壑纵横
,

地形破碎
,

全省灌溉面积最大限度只能发展到 30 %
,

还有 70 %的

耕地水路走不通
。

陕西全省现有灌溉面积 1 ,

90 0万亩
,

仅 占5 ,

70 0万亩耕地 面 积的 1 / 3
。

省内可供开发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约有 1 86 亿立方米
,

理论推算可发展灌 溉 面 积 4 ,

00 0万

亩
,

但由于原高水低
,

抽水扬程高
,

开发利用难度很大
。

而且随着工业发展和城市用水



的需要
,

水源不 足的矛盾将越来越尖锐
。

因此
,

要解决北方早区农业的用水问题
,

除介

条件的地方可以继续修建一些水利工程
,

适当扩大一些灌概面积以外
,

当 前 的 主攻方

向
,

应放在大抓早作农业上来
,

千方百计搞蓄水保墒
,

这是最现实的增产途径
。

缺乏灌溉条件的早区
,

可不 可以提高产量 ? 许多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
,

只 要年降水

量在 4 00 一 5 00 毫米以 L
,

搞早作农业也能获得较高的产量
。

据科学研究单位研究和
一

些

高产社队测定
,

在一定肥力和光热条件下
,

每毫米降水可生产小麦 1 一 1
.

5斤
,

按 北方

旱区 自然降水 40 0一 500 毫米推算
,

每亩可产粮食 4 00 多斤
,

而 目前 6 4 5个县的平均 单产只

有 20 0多斤
.

低的不到 1 00 斤
。

如果我们认真总结推 J
“ 群众创造的一套保墒措施

,

蓄住天
_

L水
,

保住地
一

下墒
,

提高自然降水的生产效率
,

加上采取合理的耕作制度
,

选用耐早的

作物和品种
,

就可以在正常的年景下
,

使产量在现有的水平上大大提高一步
。

陕西省合

阳县早地 占耕地 面积的 9 5 %
,

由于蓄水保墒等一套早作农业措施搞得好
.

洲万亩小麦亩

产多年保持在 3 00 斤以上
,

去年达到 3沁斤
; 山西省万荣县早地面积 占耕地的 90 %

,

由 J’

贡视旱作农业
,

去年 5 7万亩小麦亩产达到 3 30 斤
。

这就是一些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

当然
,

我们也要看到
,

搞早作农业
,

是在水资源不足
、

水利条件差的现实情况下采

取的办法
,

是适应和利用自然的一 项措施
。

要使这块地区实现农业稳产高产
,

变恶性循

环为 良性循环
,

还必须实行山
、

水
、

土
、

草
、

林
、

田综合治理
,

实现农
、

林
、

牧全面发

展
。

只有这样
,

才能进一 步为发展旱区农业创造更有利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
,

彻底改

变这块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
。

我们在强调发展旱作农业的同时
,

也决不可忽视现有水利工程的管理
。

这块地区除

了大面积早地以外
,

还有相当部分灌溉农业
。

对这部分有灌溉条件的农田
,

我们也要按

照赵紫阳同志的指示
,

一

卜分注意节约用水
,

搞省水型农业
。

这方面也大有文章可做
。

搞

好节约用水
,

不仅可以降低用水成本
,

还能扩大灌概面积
,

实际上等于多打了井
,

多修

了水库
。

因此
,

这次会议上也要总结交流这方面的经验
,

研究一下采用什么样的灌溉方

法
,

实行什么样的节水政策
,

才能作到节约用水
。

总之
,

在如何解决北方旱区农业用水的间题上
,

是否可以这样统一思想认识
:

即从

偏重于依靠发展水利解决干旱问题转到在继续搞好水利建设的同时
,

着 重 抓 好 早作农

业 ; 从偏重于依靠工程措施转到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相结合
,

山
、

水
、

土
、

草
、

林
、

田

综 合治理
,

实现农
、

林
、

牧全而发展
。

三
、

如何把现有经验认真总结起来

北方早区在发展早作农业
、

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方面
,

有丰富的经验
,

也有不少好的

典型
。

我们这次一路来
,

在山西
、

陕西访问了一些先进典型
,

听取了他们的经验介绍
.

就很有启发和收获
。

不少科学研究单位在这方面进行科学试验也有很大进展
,

取得了不

少成果
。

这次会议想着重对以下几方面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经验
,

认真 总 结 交 流一

下
:

第一
、

旱作农业经验
,

包括干旱
、

半干旱
、

半湿润易草地区的早作农业经验
。

这里

着重讲半干早地区的经验
。

从这个地区的自然特点来看
,

由于降水不足
,

而且季节分布



不均
,

冬春雨少
,

春季干早
,

既不利于冬小麦的生长
,

也不利于大秋作物的适时春播和
`

保证全苗
。

水是旱区农业生产的重要限制因素
,

但是要解决好水的间题
,

又同培肥地力

等措施有密切的关系
,

因此可否把早作农业经验归纳为
:

通过耕作
、

栽培
、

施肥
、

良种
、

水土保持等措施
,

把天然降水蓄好用好
,

获得比较高而稳定的产量
。

例如
,

陕西合阳县伏

六公社夏闲地
“ 伏前深耕

、

犁后带耙
、

合口过伏
” 的经验

; 山西 闻喜县东官庄大队夏闲

田 “ 四早三多 ” (早灭茬
、

早细耕
、

早深耕
、

早带耙和多浅耕
、

多细犁
、

多耙地 ) 的经

验
, 壶关县晋庄大 队冬闲田

“
秋耕壮堡

,

春季三墒整地
” 的经验

,

等等
,

核心都是抓住

了当地 自然降水的特点
,

把天上水蓄住
,

把地里墒保好
,

做到了伏雨春用
、

秋雨春用
,

使早地小麦产量稳定在 4 00 斤上下
,

谷子产量稳定在 8 00 斤以上
。

有些地方创造的隔坡梯
·

田
,

利用坡地上的径流
,

做到两亩水一亩用
; 还有的采取隔区隔年轮流种植

,

做到两年

水一年用
,

这些都是充分利用 自然降水的好办法
。

充分利用 自然降水
,

培肥地力是十分重要的
。

特别是增施有机肥
,

可以 改善土壤结
-

构
,

协调上壤 内水
、

肥
、

气
、

热状况
,

增强蓄水保水保肥能力
。

肥力提高
,

可以促进作物

根系发育
,

提高抗早能力
,

提高产量
。

据测定
,

年降水 3 00 一 5 00 毫米的地区
,

如能培肥

土壤
,

采取抗早耕作
,

可使 1 米土层接纳雨水 2 00 一 3 00 立方米
。

土壤有机质含量 1 % 以

上的早地麦田
,

每毫米降水可生产小麦 1
.

3斤
,

而贫膺麦田
,

每毫米降水仅生产小麦 0
.

5

斤
。

有些单位在秋季土壤墒情充足的情况下
,

采取厩肥
、

氮肥
、

磷 肥 三 肥垫 底
“ 一炮

轰
”
的做法

,

对培肥地力
,

提高产量
,

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

因此
,

我们要在抓好蓄水保

墒的同时
,

千方百计大搞肥料
,

把种草养畜增肥
、

草田轮作
、

合理倒茬
、

增 种 豆 类作

物
、

压青休闲等
,

作为培肥地力的关键措施来抓
,

使水与肥两者真正起到互为补充
、

互

相促进
、

相辅相成 的作用
。

合理调整作物布局
,

扩大谷子
、

糜子
、

高粱
、

马铃薯
、

豆类等耐旱作物
,

选用抗早

耐疮 良种以及提高旱作栽培管理技术等
,

都是旱作农业技术的组成部分
,

也应该认真加

以总结推广
。

第二
、

综合治理的经验
。

北方广大早区农业生产条件差
,

生产水平低
,

主要是生态和

经济长期恶性循环的结果
。

只有实行山
、

水
、

土
、

草
、

林
、

田综合治理
,

从根本上改善生

态环境
,

才能彻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

在这方面
,

各地经过反复实践
,

已积累了丰富经

验
,

出现了不少典型
。

特别是近两年
,

一些地方创造和推广以户承包小流域治理的办法

后
,

大大推动了综合治理的开展
。

山西省从 19 81 年春河曲县旧县公社小五村大 队支部书

记苗混瞒承包新尧沟的治理开始
,

经过两年时间
,

到今年 4 月
,

全省承包治理小流域的

户数达到 18 万户
,

承包小流域 4
.

54 万多条
,

面积 61 6万亩
。

由于以户承包治理小 流 域的

办法
,

适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方式
,

明确了承包户的权
、

责
、

利
,

把治理
、

管

护
、

受益三者统一起来
,

把治山治水的经济效益与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联系起来
,

农民

承包治理的积极性很 高
。

山西省吕梁地区以户承包治理和管护的总面积 63 7万亩
,

去冬

今春 已治理 5 8万亩
,

比前年的平均治理速度快 1 倍
,

比合作化以来的平均治理速度快 2
.

5

倍
。

从部分好的典型看
,

己经收到明显的综合治理效果
。

小流域治理是大流域治理的一

部分飞在着重抓好小流域治理的同时
,

应该对大流域的治理作出全面规划
,

实行大
、

中
、

小流域治理相结合
。

各地条件不 同
,

治理的内容和重点也不 同
,

但不管是风沙区
、

平原



区 .
盐碱区

,

要改变面貌
,

都有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

都要总结适合本地情况的经验
。

第三
、

开晨多种经曹的经毅
。

过去
,

北方早区群众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多种经

营没有开展起来
。

近年来
,
由于纠正了

“
左

” 的影响
,

放宽了政策
,

多种经 营 发 展 较

快
,

人民生 活有显著提高
。

经济的发展
,

积累的增加
,

为扩大再生产和综合治理创造了

条件
。

延安地 区这几年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
,

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
,

利用广阔的土地

资源
,

积极发展适合本地种植的小杂粮和经济作物
, 利用草山草坡优势

,

大力发展以草

食性牲畜为主的畜牧饲养业 , 大搞开发性承包
,

利用荒山
、

荒坡
,

发展 林 业
,

并 组织

林
、 副

、

土特产的采集和加工利用
,

增加 了经济收入
。

19 8 2年全地区多种经营总收入 已

由 1 9 7 8年的 5
,

08 6万元
,

每人平均 37 元
,

增加到 1 9 8 2年的 i
,

150 亿多元
,

每人平均 81 元
,

增长了 1
.

2倍
。

渭北 高原沟壑区的洛川县
,

1 9 8 2年多种经营收入每人平均达到 1 06 元
,

多

种经营收入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39
.

8 %
。

黄陵县过去每亩耕地投资 了一 8 元
,

现在多种

经营收入增加
,

每亩投资增加到 20 元左右
。

北方早区发展多种经营有很多优势
,

前途是广阔的
。

但 由于技术不 高
,

信息不灵
,

渠道不通
,

目前多种经营还是个薄弱环节
。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

打开局面
,

要注意总结

立足于利用当地资源
,

发展重点户
、

专业户
,

加强技术指导和技术传授
,

做好产前产后

服务
,

打通产
、

供
、

销渠道等方面的经验
。

四
、

怎样把现有的先进典型经验和科研成果推广开来

各地发展旱区农业的经验很丰富
,

也有不少科研成果
。

问题是如何把这些经验和科

研成果推广开来
,

特别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

如何适应农村的新情况
,

把技术经验

推广到千家万户
.

让广大农民掌握
; 同时

,

使领导生产的干部学习科学技术
,

逐步做到

专业化
、

知识化
,

更好地指导生产
。

对于这个问题
,

我们要很好讨论一下
。

要把现有的 技术经验推广到千家万户
,

并使干部有机会学习科学技术
,

从各地的作

法看
,

形式很多
,

如农业技术员讲技术课
、

举办农业科技广播讲座
、

印发科普资料
、

按

农事季节举办短期轮训
、

开展技术承包
、

办示范点
、

发展科技示范户等等
。

其中带有普

遍性的主要是两条
,

一条是技术培训 , 一条是办示范点
,

或者示范区
。

传授科学技术
,

开展技术培训是很重要的
。

生产力的决定因素首先是人
。

搞现代化

农业
,

必须要有用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农民
。

为什么北方早区农业生产水平

比较低
,

经济比较落后 ? 这是和这个地区文化教育比较落后
、

科学技术水平 比较低有关

的
。

现在各地都有丰富的早地农业技术经验
,

但有很多道理不少领导农业生产的干部和

农民并不真正懂得
。

所以我们推广经验
,

首先要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技术培训
,

既要培

训县以上主管农业生产的领导干部
、

社队干部
、

农业技术人员
,

也要训练科技户
、

专业

户和广大农民
。

为了搞好技术培训
,

要有好的教材
。

我们打算由部里的教育司负责
,

组织一批专家

认真总结现有的技术经验
,

把这些经验科学化
、

指标化
、

模式化
,

争取在一年内
,

写成

一些通用教材
,

和适用于不同地区的教材
,

供各地培训和干部自学参考
。

但是
,

由于农



业的地域性很强
,

必须因地制宜
,

不能一刀切
,

所以
,

各地还要很好地总结本地经验
,

结合本地情况
,

编写教材或补充教材
。

开展技术培训要拟定 计划
,

各级要有分工
。

西北农学院等部属农业院校和各省的农

学院和农科院
,

负责培训县以上领导干部和农艺师以上的农业技术人员
。

地区
、

县的农

校和县的农业技术推广组织要面向基层
,

负责培训公社干部和一般农业技术人员
。

公社

农业技术站和农业技术员要负责科技户
、

专业户和广大农民的技术培训
。

县的农业技术

推广组织也要 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

今后
,

要使农业技术培训形成系统
,

形成制度
,

通过

技术培训的办法推广科学技术
。

在不同类型的地区办示范点
,

是因地制宜
、

分类指导
、

以点带面的好方法
。

它不仅

可以更好地总结推广适合当地情况的经验
,

而且有了样 板
,

农民看得见
、

摸得着
,

可以

照着去做
。

因此
,

把点办好
,

可以成为出成果
、

出经验
、

出人才和向农民普及技术的阵

地
。

所以
,

各级农业部门都应该统一组织力量
,

包括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的力量
,

合理分工
,

有计划地在不 同类型地区办好一批示范点
,

有条件的可以办成示范 区
。

通过

示范
,

把技术推广工作搞好
。

为了把技术推广工作搞好
,

还必须稳定和加 强农业技术队伍
。

北方干早地区农业技

术力量本来就比较薄弱
,

外流
、

转行的又比较多
。

各地应该按照今年国务院 74 号文件的

规定
,

切实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

解决有关的具体问题
,

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

为 了更

快更多地增加农业科技力量
,

各级农业部门要作 出人才需要的规划和计划
,

农业院校实

行定 向招生
、

定向分配
,

还可以采取 合同办法
,

为这些地区培养专业对 口的技术人员
。

要通过各种办法
,

从一些先进地区
、

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招聘技术人员
,

或派技术人员出

去学习
,

引进新技术和新经验
。

五
、

如何加强旱区农业的科学研究工作

为了进一步提高北方旱区农业生产水平
,

实行传统农业技术经验和现代农业科学技

术相结合
,

不断提高科技水平
,

需要大力开展科学研究
,

现在已有大量的研究课题向科

学研究部门提出来 了
。

比如
:

群众经验的科学验证和理论分析
;
增产的综合配套技术

;

早地农业的基础理论研究
; 以及地区性的治理和合理开发利用等方面

,

都有许多急需研

究的课题
。

多年来
,

北方早区的农业科学研究
_

〔作是有成绩的
,

在生产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但是
,

这方面的工作还比较薄弱
,

原因是
:

一方面
,

这些地区科学研究力量还 比较少
;

另一方面
,

多年偏重于高水肥条件的高产技术研究
,

早地农业投入的力量不够
。

在这些

问题上
,

过去我们思想不够重视
,

工作没有做好
,

是有责任的
。

为了加强北方早区农业的科学研究工作
,

我们打算建议把早区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

列入国家重点研究的攻关项 目
,

并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牵头
,

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协作
,

共 同

攻关
。

希望这个地区的农业科学研究单位和农业院校的大部分科学研究力量
,

能够围绕

早地农业的共同研究任务组织起来
,

分工协作
,

扎扎实实地
、

一个一个地解决早地农业

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

今后
,

早地农业的科学研究可以实行承包合同制
,

(下转第 3 页 )



近期内不能指望大水库
。

小的水利工程
,

还是可以靠得上的
。

扬程不太 高的提水灌

概
,

在既有水源又有 电力的地方
,

还是可以搞的
。

当然
,

要找出一个合理的限度
,

比方

说
,

在渭北地 区
,

扬程在 10 。米或 15 0米以下的提水工程
,

看来还是可以搞的
。

超过 了一

定限度
,

扬程过高
,

就划不来了
。

搞灌溉农业
,

必须十分注意节约用水
。

到底采用什么灌溉方法 ? 大水漫灌
,

既浪费

水
,

效果也不好
;
搞得不好

,

还盐碱化
。

中国的灌溉农业到底怎么搞? 我们这个国家
,

尤其北方
,

要搞省水型的农业
。

节约用水
,

国内外都有一些办法
:

一种是 把 渠 道 衬砌

好 , 一种是喷灌 , 一种是滴灌
。

陕西韩城的对岸是山西万荣县
,

据说万荣县的办法是在

地里埋瓦管
,

渗灌
。

这一带
,

有煤有土
,

自己烧窑
,

无非是劳力投资
。

要算算帐
,

把几

种灌溉方法对比一下
,

成本如何? 效益如何 ? 节约了水
,

不仅降低了用水成本
,

而且可

以扩大灌溉面积
,

也就等于多修了水利工程
。

这个里边
,

很有文章可做
。

中国的水这么

缺
,

工业
、

农业都要节约用水
。

这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项重大政策
。

一是研究节水的办法
; 一是实行节水的政策

。

不收水费
,

或者水费收得很少
,

节约

用水就行不通
。

合阳县委书记说
,

他们那里的水浇地
,

每亩地浇一次水
,

水费成本 6 一 7

元 ; 浇两次水
,

成本要 12 元 ; 还有浇三 次水的
,

成本达 18 元
。

但有的根本没 有 向 农 民

收水费
,

有的收了
,

也只是每亩收 2 元
。

大量的是国家补贴
。

这样不行
。

把灌溉建立在

国家补贴的基础上是不能长久的
。

农民没有买水的观念
,

节约用水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

了
。

而且
,

旱原缺水
,

水是非常宝贵的
,

这里在等救命水
,

那里却在大量浪费水
,

矛盾

也很大
。

水利建设
,

过去成绩很大
,

但浪费也很大
。

长此以往
,

无以为继
。

今后水利建设要

实行这样一条方针
,

加强经营管理
,

讲究经济效益
。

国家不共农民的产
,

农民也不靠国

家的补贴吃饭
。

水利用工
,

应当给农民以合理的报酬
,

不搞无偿劳动
。

农民用水
,

必须

向国家缴纳水费
,

不能老是由国家贴钱
。

也可以把水利用工作为投资
,

在农民用水时逐

年扣除
。

我看
,

水费一定要收
,

而且不能把水费标准定得太低
。

收水费是一个很大的动

力
,

可以推动大家节约用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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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 页 ) 由国家定任务
,

定经费
,

完成任务给报酬和奖励
,

可以先从
“ 三西 ”

建设的课题作起
。

另外
,

要重点扩建
、

改建一些地区的农业科学研究单位
, “ 三西 ”

建

设要重点建好几个试验站
,

规定编制
,

充实科学研究人员
,

增加仪器设备
,

改善科学研

究工作条件
。

关于加强北方 15 省
、

市
、

自治区早地农业研究协作
,

中国农业科学院将在

这个会上提出一个方案
,

希望大家认真讨论
,

提出意见
。

经过讨论协商
,

对落实到各地

的科学研究项 目
,

要按年度要求 限期拿出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