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北方干旱地区农业改革的一些看法

一胡耀邦同志在北方旱地农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198 3年 8月 6日于延安 )

这次是到青海
、

甘肃考察之后
,

路过延安
。

没有打算在延安考察工作
,

也没有想黔

要在你们会议上讲话
。

解放后
,

我第一次来延安是 1 9 5 6年 4 月份
,

在这里开五省青年造

林大会
。

那时延安的山头
,

基本上是光光的
。

就是清凉山上有点树
,

枣园
、

杨家岭有点

树
,

其他山上和河滩的树很少很少
。

昨天来一路看
,

我就同马文瑞同志和地委书记郝延

寿同志讲
,

延安变了样
。

不但房子多了
,

工业多了
,

市 区人口 增加到 8 万
,

树也多得多

了
。

延安市连郊区总共 3
,

5 00 平方公里
,

即 5 3 0万亩
,

己经绿化 21 0万亩
,

这是很大 的 成

绩
。

今天上午
,

我同延安市委书记杨春荣同志说
,

如果再用 10 年
,

你们再绿化 1 00 万亩
,

绿
-

化面积加到 3 10 万亩
,

就 占总面积 60 % ; 即使这样
,

你还有 20 0万亩
,

其中 10 0万亩 种 庄

稼
,

市郊区农业人口 17 万
,

每人平均耕地还有 6 亩之多
,

还不够吗 ? 他后来对 我 说
:

t’1 00 万亩干不了
,

80 万亩干得了
。 ” 我说

,

那也好嘛
,

10 年干成 80 万亩
,

总共绿化 2 9伽

万亩
,

绿化面积达到 50 %几
,

那时可以成为全国第一个绿化城市
。

他说
,

我们努力办 I

明天就要走了
,

恰巧你们在这里开会
,

叫北方早地农业工作会议
。

我和你们
“
无缘

无故
,

无冤无仇
” ,

可是
“
狭路相逢

,

决不放过
” ,

一定要我讲话
。

只好讲一点吧
。

但
_

是有言在先
,

已经约定
,

最后由林乎加同志讲话
,

以他讲 的为准
,

我讲的只是作为参考

资料
, “

大内参
” 。

讲什么 ? 就讲我对 中国北方干旱地区农业改革的一些看法
。

我对农业问题研究得不

深不透
。

听说在座有很多农业专家
,

不少还是长期在西北工作的
,

我讲的也是 一 家 之

言
,

可能 同有些科学家有所不同
。

那也不要紧
。

百家争鸣嘛
,

你们讲错 了
,

我不打你们
`

的棍子
; 我讲错了

,

你们也不要打我的4 冲风气
。

讲五个间题
。

首先一个问题
:

中〔 肖多大 ?

卢 良恕同志和刘锡庚同志讲的数目都很灭
,

他们足有调查的
。

我没有调查
,

只能提
三

出间题
。

我也不否定你们两位 的
。

但中国干早区究竟有多大 ? 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来划分

干早区 ? 我的意见是需要多 作一些具体分析
。

比如说北京地区
,

除了有水利设施的地方
`

以外
,

那些没有水利设施的地方如百花山
,

你说都是干早地区
,

我就不赞成
。

还有晋东

南地区
,

也不能都叫干旱区
。

那里有个沁源县
,

沁水之源
,

基本上谈不上干早
。

还有新
疆天山

,

天池那里有什么干早 ? 所以
,

在你们划的大干早区域内
,

实际上不一定全都干



一

早
。

那种大范围地划分干早区的办法
,

有一定参考价值
,

但是因为过于笼 统
,

要有效地

指导农业生产就不够了
,

就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

其次一个问题
:

干旱地区要分几种 ?

究竟怎样细分
,

要靠专家同志们研究
。

我提一点想法
,

供你们参考
。

看来黄土高原

就是一大类
,

包括你们陕北
,

还有甘肃东部和山西一些地方
。

这类地方
,

种草种树
,

大有可

为
,

其中干早程度又各有不同
。

另一大类是荒摸
。

其中又可分 为几种
:

第一种叫戈壁干

旱区
,

都是石头
、

砂砾
,

根本无法开垦
。

新疆都善
、

哈密一部分地方
,

几尺厚的石头
,

一无

水
,

二无土
。

看来那种地方要开垦
,

也是二三百年 以后的事了
。

第二种叫盐泽干早 区
,

盐碱很重
,

水也是苦的
,

包括新疆塔里木和准噶尔盆地
、

青海柴达木盆地的 一 大 片 地

方
,

甘肃
、

宁夏的某些地方
。

那种地方很难种粮食
,

种骆驼刺大概可以
,

沙打旺可不可

以 ? 第三种叫沙 区缺水 区
,

多沙无水
,

或者缺水
。

第四种叫沙区有水区
,

例如柴达木盆

地的格尔木一带
,

还有新疆
、

甘肃
、

宁夏一些地方
,

虽是沙荒
,

但水源丰富
,

草
、

木照
,

样长
,

而且可能长得很好
。

至于更加高寒的地区
,

也应细分
。

海拔 3
,

00 0米以下的
,

有些

地方石头很大很多
,

又干早
,

可以叫石山无土无水的干早区
;
但也有些地方

,

石头不那

么多
,

不是戈壁
,

可 以叫高原沙石干旱区
,

或者半沙化干旱区
,

等等
。

海拔 3 , 。00 米 以

上的
,

又可分几种
,

其中雪线以上的
,

种草种树都活不了
。

所以
,

对干早区
,

应当一个

地区
、

一个地区地实行普查
,

最好一个县
、

一个县地普查清楚
,

并在普查的基础上
,

过

细地加以划分
。

不应当停留在大而化之的区划上面
,

那种分法不能对症下药
。

毛泽东同

志告诉我们
,

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
。

农业工作包括干早地区的区划工作
,

也应当这样
。

至于究竟怎样划分更科学
,

究竟分几类几级为好
,

我没有研究
,

还要请你们过细考虑
。

第三个问题
:

干旱区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你害的什么病
,

病是怎么来的
,

不弄清病源
,

就弄不清治法
。

人治病是这样
,

地球

要治病
,

例如干早地区的治理
,

也是同样道理
。

要治理干旱
,

就要弄清干旱区究竟是怎

么形成 的 ?

干早区的 形成
,

大自然中各种因素的亿万斯年的作用
,

固然是基本的原因
,
但就许

多地区来说
,

就许多具体情况来说
,

人为因素的破坏肯定也是重要的原因
。

我们看到地

球上有许多地方
,

都是曾经有草有树
,

并且经人开发出来
,

后来又破坏 了的
。

比如我们

的华北
、

西北许多地方
,

多少年前
,

草地林地非常之多
。

前年我到山西
,

我间他们看过

柳宗元的 《晋间》 那篇文章没有? 柳宗元是山西永济人
,

《晋问》 专讲一千多年前 山酉

的风貌
,

说当时晋北到处都是森林
。

这次我到甘肃
,

原属甘肃有个额济纳旗
,

现归内蒙

阿拉善盟
,

这个地方古时叫居延
,

是汉朝在西北的屯兵重地
,

当年有大片的草原
,

放牧

牲畜
,

还种小麦
,

驻兵上万
,

而现在周围地方 已是一片荒漠 了
。

还有陕
、

甘的畜牧业
,

过去也都是有相」规模的
。

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的一位大将叫马援
,

是陕西人
,

就曾在

西北搞起了很大的畜牧业
,

他对相马法很有研究
,

写了一本 《铜马相法》 。

再早一些
,



西汉武帝时的重要人物 卜式
,

也是靠在北方搞畜牧业起家
,

向朝廷进贡大批马匹
,

封了

大官
。

还有新疆那个历史上有名的楼兰国
,

曾经很繁盛
,

但是后来毁掉了
,

完 全 沙 化

了
。

什么原因 ? 远的原因不清楚
,

但频繁的战争和滥伐树木
,

草原森林被破坏
,

无疑是

个重要原因
。

还有陕北榆林一带
,

原是干草原地带
,

自从清朝康熙时期毁林开垦 以后
,

暗沙变明沙
,

沙丘南移
,

榆林城 自清初到解放前 2 50 年间被迫三迁城址
。

所以
,

北方干早地区的形成
,

原因可能很多
,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为的破坏
.

是

一二千年来的连绵不断的战争
,

是滥伐森林和盲目开垦
。

马 克 思 讲 过
:

耕作如果自发

地进行
,

而不是有意识地加 以控制
,

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 芜 (注 )
。

我们讨论 干 早 地

区间题
,

就要注意抓住这个原因
,

就要研究有关的历史
,

研究沙化和干旱究竟是怎么来

的
,

或者为什么加剧 了
,

而不要老是一股劲埋怨老天爷
。

前两年我说笑话
:

老天爷难当

啊 1 不是这个省说雨少了
,

就是那个省说雨多 了
,

总之怪老天爷不好
,

搞得老天爷年年

挨批斗
。

你看
,

大家都平反了
,

唯独老天爷没平反
,

雨下多 了挨批
,

下少了也挨批
。

我

看不能只怪老天爷
。

讲干早地区形成的原因
,

重要一条是几千年
、

几百年的人为破坏
。

不讲这一条
,

就不可能弄清 由来
,

不 可能弄清来龙去脉
,

害什么病和怎样治理也就弄不

清楚
。

第四个间题
:

减轻干旱
、

保证农业

增产的根本措施和根本出路在哪里 ?

这个问题
,

你 们农业科学工作者必须作出答复
,

中国共产党也必须作出答复
。

我们

大家不是要改造山河吗
,

出路何在呢 ? 紫 阳同志讲得好
,

要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

那么这种 良性循环
,

应当从哪里入手来打开局面呢 ?

要实现中国北方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

在我看来
,

第一位的工作是种草
、

种树
。

有

草
、

有林
,

才能够发展畜牧
,

发展牛
、

马
、

驴
、

骡
、

羊
、

鹿
、

骆驼等等
,

才能够畜多肥

多
,

多打粮食
,

也才能够促进各种农牧林副产品的加工工业
,

各种轻工业的大发展
。

现

在我们许多 同志老是希望多办大化肥厂
,

但那要大量投资
。

例如 30 万吨合成氨
,

吃油气

的要投资 4 亿元
,

吃煤的要投资 15 亿元
。

按吃煤的计算
,

搞 3
,

0 00 万吨 化 肥 就 要 投 资

1 ,

50 0亿元 , 按吃油气的计算
,

也得 4 00 亿元
。

这样大的投资
,

短期内能解决得了吗 ? 所

以
,

眼睛只盯住化肥是不行的
。

当然
,

化肥肯定要搞
,

特别是复合肥料
,

但这个东西投

资大 , 解决中国农业的肥料问题
,

主要还得努力从有机肥上找出路
,

一是 绿 肥
,

红 花

草
、

紫穗槐
、

草木榨等等 ; 二是厩肥
,

也叫圈肥
; 三是饼肥

,

棉籽
、

菜籽
、

花生
、

油茶

等各种油饼
。

其中主要又是厩肥和绿肥
。

至于饼肥
,

最好用作饲料
,

让牲畜把可以吸收

的植物蛋白质转化为营养价值高的动物蛋 白质
,

然后 “
过腹还田

” ,

产生厩肥肥田
。

现

在
,

农家肥占70 %
,

化肥占30 %
,

这个比例
,

一个时期内很难改变
。

有些同志认为水决

定一切
,

说川地有水
,

粮食达到 5 00 斤
、

8 00 斤
; 山上没水

,

产量就很低
。

我说没有水只

是一个原因 , 而山地缺肥
,

靠毛驴子驮一点点都很难得上去
,

也是一个原因
。

所以说良

性循环
,

怎么循环法
,

第一位的东西是什么 ? 我看第一位是草和林
。

草和林是哥哥
,

畜

牧是妹妹
。 “

兄妹开荒
” ,

哥哥前面走
,

妹妹后面跟
,

然后才有肥料
.

才能 生 下 胖 娃



娃
,

叫粮食
。

良性循环也要落实
,

要找到具体途径
。

我在兰州讲了
,

我认为种草种树
,

发展牧业
,

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
。

甘肃有
4 5

.

6万平方公里
,

面积之大
,

在全 国各省 区中占第 6 位
。

除了新疆
、

内蒙
、

西 藏
、

青

海
、

四川
,

就属甘肃了
。

如果经过若干年
,

比如说 3 0年的努力奋斗
,

甘肃达到用 10 万平

方公里 即20 %几的土地来种树
,

那就等于是造了相当于整个江苏省那么大的一个林区
。

10 万平方公里是 1
.

5亿亩
,

如果成林 之后
,

每亩每年出材 0
.

5 立方米
,

1 立方米 算 2胁

元
, 1

.

5亿亩 出材就是 150 亿元
。

而现在甘肃的工农业年总产值不过 1 10 亿 元
,

仅 此 一

项
,

不就等于是翻了一番多吗里 有同志会说
,

你讲的这么轻松? 当然不轻松 ! 我说的是

要经过若干年
,

至少准备干它 30 年 ! 但是必须从现在起
,

就有明确的目标
。

现 在 不 明

确
,

30 年一下就过去 了呀 ! 回想建 国时
,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说
“ 中国人 民从 此 站 起 来

了” ,

我当时也在天安门上
,

因为政协委员都上 了台
,

我也是政协委员
,

不过站在后头

就是 了
。

从那时到现在
,

34 年不是一下就过去了吗 ? 如果今天还不抓紧
,

那么今后 30 年

又会一下就过去的
。

为什么要讲
“ 立下愚公志 ” ? 你看我们今天主席台上这一排

,

大概

都干不到 3 0年 了
。

但是在座有许多年轻的
,

你们接着干下去嘛 ! 总之不能耽误
。

耽误一

年就是犯一年错误
。

从现在起就要下决心
,

明年起就要抓紧动手
,

种草种树
。

讲种草种树
,

当然不是说要把宜粮地让出来
。

你西北的山坡
、

荒滩多的是嘛
。

陕北

两个地区
,

榆林 4
.

4万平方公里
,

延安 4 万平方公里
,

合起来 8
.

4万平方公里
,

比两个台

湾还大
,

i衍人 口只有 4 00 万
,

延安 1 60 万
,

榆林 2 40 万
,

你们地多的是 ! 这儿年延安 种 草

利
,

树搞得好
,

榆林也很好
。

19 8 0年 8 月我到榆林去了一次
,

开了个会
,

我说今年是 生9 80

年
,

如何迎接 19 85 年 ? 我就用
“ 1

、
9

、
8

、
5 ”
给他们提 了个希望

。

什么叫
“ 1 ” ?

一户 1 头牲 口
。

什么叫
“ 9 ” ? 一户 9 亩草和林

。

什么叫
“ 8 ” ? 人均 8 00 斤粮食

。

什

么叫 “ 5 ” ? 人均 5 头羊
。

合起来就叫
“ 1

、
9

、
8

、
5 ” 。

昨天我间他们
,

他们都记

得
,

说 “ 1
、

9
、

8 ”
都可超过

,

有些地方已经超过了
,

只有那个
“ 5 ” 完不成

。

我说

完不成不要紧
,

可以减一点
,

改成
“ 1

、
9

、

8
、

2 ” ,

或
“ 1

、
9

、
8

、
3 ” ,

如果

能完成
,

也就很好了
。

归结起来
,

种草种树的好处
,

第一可以富起来
;
第二是 以草以林促畜牧业

,

以草以

林促粮食 ; 第三可以促轻工业
,

促食品工业
,

促乳品加工
、

皮革加工
、

水果加工
、

干果

加工
、

木材加工等等
;
第四还有助于促天老爷

,

改变他
“
瞎指挥

” 、

分配不均
,

改变气

候
。

此外
,

还有一条
,

有利 国防
。

林多 了
,

打起仗来可以藏游击队
,

不是几万游击队
,

而是几十万游击队
。

这是对付侵略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

你们知道苏联的卫国战争
,

在
乌克兰

、

白俄罗斯就有几十方游击队躲在无边无际的大森林里
。

所以说
,

种草种树
,

确

实是实现生态系统 良性循环的基础一环
,

是农业发展的一个根本间题
,

是关系全局的战

略问题
。

这个问题
,

我们讲过多少年了
。

感谢延安地区
、

榆林地区的 同 志 们 重视 了我的意

见
,

也重视了省委意见
。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同志不通
,

某些千部不通
,

某些 科 学 家 不

通
,

这有什么办法呀 ? 还是百家争鸣吧
。

但我希望今天在座的 同志们
,

搞通这个问题
。

小平同志前年就在甘肃讲了要种草种树
。

小平同志 79 岁了
,

他说只要 自己动得 了
,

每年

要亲 自种几棵树
。

这个用意很深 ! 顺带再说一点历史情况
, 1 9 5 6年我们来延安开造林大



一

会
,

·

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
。

当时我代中央起草 了一个给大会的贺电
,

`

送毛主席审阅
。

主

席批给少奇同志
,

请他看并帮助修改七少奇同志第二天就叫我去
,

说你那个电报好是好
,

是不是太长了一点
, 7 00 字

,

中央贺电从来没有超过三四百字的
。

我说这次中央不去人
,

那里离北京这么远
,

长一点好
。

他说那也好吧
。

他还建议加一条水土保持
,

并说你们搞

黄土高原造林
,

为什么不请河南
、

河北的人去 ? 后来就加上了一条水土保持
,

并请了河

南
、

河北的人参加
。

这是一段革命小故事了
。

总而言之
,

我们中国要抓住种 草 种 树 这

个重要一环
,

经过若干年努力奋斗
,

10 年
、

20 年
、

3 0年
,

30 年还不够就40 年
,

搞出点名

堂来
,

这样来促进农业面貌的改变
,

促进 国家自然面貌的改变
,

促进国家经济面貌的改

变
。

一改带几改
,

一个改革带动几个改革
,

一个改变带动几个改变
。

第五个问题
:

种草种树
,

要有什么办法和措施 ?

这里提十条措施
。

第一条
,

思想大解放
。

多年来我们有个老框框
,

就是怕没有粮食
。

越怕没有粮食
,

就越要单打一地抓粮食
;
但越是单打一地抓粮食

,

结果就越没有粮食
。

在这个问题上
,

看来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

或者索性说
:

来一个思想大转变
。

我在甘肃讲过
,

我说你们

《丝路花雨》 不是有一个
“
反弹琵琶

” 吗 ? 人们弹琵琶
,

一般放在怀里
, 《丝路花雨》

却拿在背后弹
,

所以 叫
“
反弹琵琶

” 。

由此得到启发
,

我当场作了两句打油诗
: “

甘肃

农业要开花
,

来他个反弹琵琶
。 ”

就是说
,

象甘肃
,

还有青海这类地方
,

索性把粮食自

给这个问题暂时放下
,

不要老觉得粮食问题压力很大
,

老是只想着甩掉吃调入粮这顶帽

子
。

甘肃
、

青海每年调进些粮食
,

我说那不要紧
,

按你们调粮的那个指标
,

国家一斤不

少给
,

保证你们这些地方主要抓种草种树
,

发展牧业
。

当然
,

你们不要误会我这个话
,

以为可以放松粮食生产
。

我的意思是要抓种草种树
,

发展牧业
,

由此增加肥料
,

增产粮

食
。

这样四个环节都要抓
,

而就你们这些地方的现状来说
,

首先要抓的一个环节
,

是种

草种树
。

草
、

林搞上去
,

畜牧业就上去了
,

肥料就上去了
,

粮食也就一定能够搞上去
。

中央讲过
“
决不放松粮食生产

,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 ,

多种经营上去了
,

粮食生产也就

搞上去了
,

这才是辩正法嘛
。

所 以一定要来个思想大解放
,

狠狠地抓紧种草种树
。

最后

的目的
,

是经过种草种树
,

发展牧业
,

达到粮食大增产
。

这就叫
“
反弹 琵 琶

” 。

这 一

点
,

我觉得延安地区
、

榆林地区做得比较好
,

还有些地方比较好
,

有些典型 比较好
。

甘肃定西地区通渭县 申家山大队
,

从 1 9 7 9年起
,

抓了 4 年种草
,

结果农牧业都大得

其利
。

在 19 8 1
、

1 9 8 2年定西地区严重早灾的情况下
,

这个大队却逐渐进入盛草期
,

收入

稳步上升
,

同时粮食产量也稳步上升
,

产粮 比 附 近 队 高 1 / 3
。

他们人均 5 亩粮
、

4 亩

草
,

农业收入占四成
,

草 畜收入 占六成
,

今年人均草
、

畜收入就可能达到 2 00 元
。

这 个

大队是谁带头干起来的呢 ? 是一位名叫王素香的
,

省草原工作队的女畜牧师
。

她洲多岁

了
,

曾被错划右派
。

现在 申家山男女老少都叫她
“ 老师 ” ,

因为她做 了大好事
,

大家离

不开她了
。

这类好经验
,

还有不少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甘肃中部 18 个干 早 县 中
,

有

7 0% 以上都是类似申家山这样的山地
。

可见只要路子走对
,

潜力大得很 !

《老子》 有一句话讲得好
: “

将欲取之
,

必先予之
。 ”

西北许多地方的大地
,

现在



很贫乏
,

缺乏有机质
,

它喂不起我们 了
。

这就要求我们
,

一定不要再搞那种掠 夺 式 经

营
,

一定要来 个思想大转变
、

大解放
,

转到在一定条件下
“
先予之

、

后取之
” ,

狠抓种

草种树
。

没有这样一个转变
,

良性循环是实现不了的
。

第二条
,

意志大集中
。

就是要把大家的意志
,

集中到一点上
:

在北方干早区
,

特别

是在土地多的地方
,

狠抓种草种树
,

把它摆在第一位
。

围绕这一点来统一思想
,

引导大

家讨论清楚
,

并且作出相应的决定
,

使大家想到一块
,

一起这么干
。

意志不集中
,

你讲

一 套
,

我讲另一套
,

你是这样干
,

我是那样干
,

象陕北同志说的 “ 尿不到一个壶里 ” ,

那不行
。

无产阶级政党就是要意志集 中
,

不能各行其是嘛
。

第三亲
,

广泛大动员
。

所谓广泛
,

就是要党内党外都知道
,

男女大小都知道
。

还要

深入
,

就是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
。

还要持久
,

就是要坚持不懈
,

不能这次开罢了会就万

事大吉
。

明年要讲
,

整个八十年代
、

九十年代要讲
,

二十一世纪还要讲
。

什么时候不讲

了呢 ? 完成任务就不讲 了
。

大动员
,

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讲得通通俗俗
,

生动活泼
,

并

且提 出恰当而又鲜明有力的 口号
。

现在我们有些东西
, “

洋话
” 太多

,

老百姓听不懂
。

例如什么
“ 植被

”
等等

,

他听了会想
,

棉被都没有
,

要什么
“
植被

” ? ! 所以要请你们

注意
,

务必讲得通俗才好
。

这次我在甘肃提了几句话
: “ 种草种树

,

治穷致富
” ,

或者

叫 “ 种草种树
,

巧干致富
” 。

我还说
: “ 十亩草山二亩林

,

子子孙孙不受穷
。 ” 另一句

是
: “

两头大畜十头羊
,

光景一年定 比一年强
。 ”

这是指一户
。

人均两只羊
,

五口 之家

就是十只羊
。

这类 口号是否适当
,

请你们研究
。

陕北历史上有个李 自成
,

叫李闯王
,

他

的 口号是
: “

迎闯王
,

不纳粮
” 。

你看
,

只有六个字
,

大家就跟着他造反 了
。

我们革命

战争时期
,

毛主席也提过一个著名 口号
: “ 打土豪

,

分 田地
” 。

也是六个字
,

使亿万人

跟着我们走
。

所 以口号一定要通俗易懂
,

并且同农民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起来
。

如果不

能紧密联系农民的切身利益
,

只说什么
“ 改造山河 ” 啊

,

提的蛮高
,

但是曲高和寡
,

动

员
`

勺量就不大
。

你们陕北不是有个韩起祥吗 ? 此人善于说书
,

人人欢迎
,

因为他说得生

动活泼
。

我们过去有些戏也是生动活泼的
,

如 《刘巧儿告状 》
、

《小二黑结婚》 等等
。

现在有些地方的宣传之所 以不能打动人心
,

不通俗
、

讲
“
洋话

” 、

讲套话是一大毛病
。

第四亲
,

事摘雄群众
。

种草种树这件大事
,

主要依靠谁来干 ? 主要靠发动群众
,

靠

千家万户
,

千军万马
。

国家要拿一点钱
,

但一定要以发动群众为主
,

国家财 政 支 持 为

辅
。

我们大家都要想通一个问题
,

就是办事不能一切靠钱来推
。

养成这个坏习惯
,

许多

工作都推不动
。

现在有的地方
,

党员开支部会都要花钱
,

这就把风气搞坏 了!

应该弄清楚
,

领导工业和领导农业有很大不同
。

领导工业要有国家投 资
,

花 很 多

钱
,

如一个宝钢
,

一个大化肥厂
,

没有大量投资怎么能行呢 ? 而搞农业则主要是靠发动

群众
,

靠用政策来调动千家万户
、

千军万马的积极性
。

在这个间题上
,

我们许多领导农

业的 同志想不通
,

总是想靠 国家投资搞大工程
。

一到北京开会
,

就是找什么主任给点钱

啊
,

上个什么水利工程啦里 当然
,

不是说不要花一点钱
,

钱总要花一点
。

在那些适宜兴

办水利的地方
,

如河西走廊
,

办点水利是必要的
,

国家可以给点支持
,

以利 于 增产 粮

食
。

尤其是对那些困难地方
,

如定西地区
,

用适当补助办法
,

支持种草种 树
,

扶 助 LJ

年
,

让他们缓 口气
,

也是完全必要的
。

问题不在这里
。

问题是在我们有些同志
,

对于指
导方针和工作方法没有搞通

,

没有想到应当主要依靠发动群众
。

我们国家的 “ 七五 ” 、



“
八五

” 、 “
九五

”
计划

,

资金主要只能用在能源交通和其它骨千工程上
,

农业上不可

能花很多的钱
。

而且农业那一点钱
,

还要用得恰当
。

那种没有效益
、

劳而无功的工程
,

切不可再搞了
。

比如你们延安
,

我不是算你们的老帐
,

但你们过去搞水利工程花了两亿
多元

,

才搞了50 万亩水浇地 , 如果把这两亿用在造林上
,

你们翻身会更快
。

这就是一个

教训
。

所以
,

你们今后指 导农业工作的重心
,

必须明确
,

就是要发动千家万户
、

千军万

马
,

种草种树
,

发展牧业
。

就是要多想草木
,

多做草木之梦
。

古汉语中
,

灌木叫
“

莽
” ,

种草种树可以说就是要当
“
草莽英雄

” 。

如果你们不做
“
草木之梦

” ,

只梦 那 个 龙 王
.

爷
,

不想当 “
草莽英雄

” ,

只想当 “ 东海龙王
” ,

一心只想搞水利
,

那就想到两下里去
_

了
。

第五条
,

种子要狠抓
。

现在种子不够
,

包括草种和灌木
、

乔木的种子
。

要实行草
、

灌
、

乔混种
,

或者草
、

灌混种
。

听说你们这里适合种 四种草
:

沙打旺
,

草 木 择
,

红 豆

草
,

小冠花
。

就一个县来说
,

你那里适合种什么
,

先种什么
,

后种什么
,

都要根据本地
实际情况

,

具 体安排
。

比如灌木
,

就有红柳
、

花棒
、

柠条等等
。

乔木
,

就 有 松 树
、

杨

树
、

刺槐
、

柳树
,

以及盖房用作椽子的椽柳
,

等等
。

松树一项
,

又有油松
、

马尾松
、

华
,

山松
、

雪松等等
。

你本县
、

本地区或本省适合种什么
,

要开个名单
,

可以编成 《草木百

家姓》 ,

如同 “
赵

、

钱
、

孙
、

李
、

周
、

吴
、

郑
、

王 ” 那样
,

什么 “
枣子

、

拘祀
,
苹果

、

板栗
” ,

一个个地编
。

这样既可教老百姓识字
,

开发智力
,

又有利生产
。

现在一个重要

问题
,

是广收各种适合需要的草种
、

树种
。

据说沙打旺种子
, 1 斤卖到 4 块钱

。

这我倒
,

也不反对
,

越卖的贵
,

身价越高
,

种沙打旺的积极性就越高
。

种子不够的间题
,

空军同
、

志们 已经给我们指出来 了
,

他们说愿意出动飞机播种
,

但是缺种子
。

据说种 1 亩沙打旺

只要 4 两种子
,

而 1亩草木挥要 2 斤
,

所 以要认真解决种子间题
。

我已经同王兆国同志商量
,

请团中央发动全国青少年
,

来一个采集草木种子
,

支援甘
·

肃改变面貌的活动
。

通过这个活动
,

不但可 以为支援甘肃
、

支援西北
,

为绿化祖国做贡
_

献
,

而且可 以向全国青少年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
。

现在我们许多地方搞的思想教育工作
,

太空洞
,

太抽象
,

要想办法加以改进
。

比如 “
热爱祖国

” 的教育
,

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具

体事情来搞
。

共产主义教育
,

社会主义教育
,

爱国主义教育
,

都要结合具体事情
,

才能

搞得生动活泼
,

深入人心
。

一个青少年一年采集一两种子
,

全国只要 1
.

5亿青少年参加
,

一年就是 1
,

5 00 万斤
。

当然
,

大城市如京
、

津
、

沪可以不搞
,

它那里草木很少
。

还 有 南 :

方各省
,

采集的种子不一定适于北方
,

可 以自采 自用
。

只要认真抓
,

种子问题是不难解
决 的

。

第六条
,

技术要跟上
。

一个地方种什么草
,

种什么树
,

以及怎样种法
,

都需要在科

学技术的指导之下
,

过细研究
,

具体落实
,

保证质量
。

比如草
、

灌
、

乔如何结合
,

就是

一大间题
。

只种乔木不行
,

因为只种乔木
,

保不 了水土
,

还得灌木和草 陪衬
。 “ 红花虽

好
,

还要绿叶扶持
” , “ 红花 ” 就是乔木

,

灌木和草则是扶持红花的
“
绿叶

” 。

有些地
、

方还必须先种草
,

先种灌木
,

然后乔木才有可能慢慢长起来
,

灌木有好多种
,

有些灌木

是满地爬的
。

在南斯拉夫看到有一种爬地松
,

爬在地下
,

一颗松树就是一片
。

北京玉泉
_

山上的迎春花
,

种下去也是一片
。

有些同志说他们那里想种树
,

可是没有水
,

种不成
。

这有一定道理
,

但不充全
。

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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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到刘家峡去
,

郑维山司令看到分个山头上孤伶伶地长着 二一

颗树
,

他 当众间大家
,

那棵树

是怎么长起来的 ? 所以说没有水就不能补树
,

就许多地方来说
,

不一定能成立
。

有些地

方种树
,

采取播种籽种而不直接种树苗的办法
,

成活率可能更高一些
。

还有许多地方
,

种树不行
,

可 以先种草
,

先种灌木
。

耐早的草和灌木多得很
,

比如柠条
、

沙 打 汪
、

红

柳
,

还有干早沙地的骆驼刺和梭梭
。

这就 叫做从种草起步
,

草
、

灌先行
,

以草养畜
,

促

林促农
。

这方面的经验很多
,

要加 以总结
,

用这类有科学根括的实践经验
,

来破除那种

没有水就不能种草种树的思想
。

此外有些地方
,

没有办法用人工种
,

还可以实行飞机播

种
。

小平同志已经下了命令啦
,

空军可 以支持嘛
。

除 了种草种树
,

就农业生产本身来说
,

紫 阳同志提出的重视早作农业的间题
,

也是

我们农业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发展
。

这就要求在作物结构
、

品种和耕作
、

栽墙制度等

方面
, 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

这对于整个北方干旱地区的农业发展
,

是一件大事
。

你们会

议认真讨论这个间题
,

很有意义
。

第七亲
,

检查要认真
。

每年检查一次
。

一个一个省
,

一个一个地区
,

一个一个县
,

一个一个公社
,

一个一个大队
,

都要认真检查
,

表扬好的
,

批评懒洋洋的
。

我们有多少

英雄可 以表扬啊 ! 甘肃有许多英雄
,

你们这里也有许多好的
。

别的不说
,

延安实现绿化

40 %这件事
,

就应 当登报
。

你们 10 0分打不上
,

85 分总可以吧了 我们的农业干部
、

研 究

人员
、

科学家
,

只在上 面
,

只在北京
、

西安
、

省上不行
,

要深入实际
,

要多
一

F
一

去
。

象前

面说到的甘肃通渭县申家山大 队那位王素香
,

就很值得表扬
。

我们做经济工作的
,

做党

的工作的
,

做科研工作的
,

做理论工作的
,

从总书记算起
,

都应当注意从不同的角度联

系实际
,

深入实际
。

谁深入实际
,

谁认真研究和解央了实际问题
,

谁改造 了环境
,

谁帮

助人们提高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

谁就真正是好样的
,

就应当受到尊敬
,

受到

表扬
。

第八条
,

政策要落实
。

就种草种树来说
,

要落实政策
:

谁种谁有
,

长期不变
,

子女

继承
。

有些地方应当扩大 自留山
,

同时认真落实责任山
。

我们有两位同志这次跑到你们

柳林公社的柳林大队
,

他们感到这个大队多年来确有成绩
,

可是现在还有一些政策没有

落 实
。

比如集体林的责任制
,

没有解决好
;
集休灼拖拉机

、

推土机和汽车
,

使用
、

保养

和效益也有不少问题
,

卖给社员又怕说走资本主义道路
。

可见各地都还有政策不完全落

实的间题
,

即使工作较好的地方也不例外
。

千万不要以为这方面己经无事可作了
。

要注

意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
,

我们搞社会主义
,

脑子里一定要有两个富
:

国 家 富
,

人 民

富
。

一定要把是否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兴旺发达和人 民富裕幸福
,

作为检验自己一

切工作对或 不对的标准
。

离开这一条
,

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 所以要继续坚 决 落 实 政

策
。

牧业政策要坚决落实
,

林业政策要坚决落实
,

各种责任制都要坚决落实
,

大胆地和

尽快地落实好
。

第九条
,

千部要带头
。

我在甘肃讲
,

你们定西这么干旱
,

别的意见我不 提
,

只 提 一

条
:

要书记带头
,

一人一年种两亩草
,

十裸树
。

为什么对别的地方干部不这样规定 ? 因

为你们是在定西这样的干旱地区工作嘛
。

延安也要规定
,

国家干部一年种多少草
,

多少
;
树

。

毛主席不是提倡种试验田吗
,

我们现在种试验草
。

毛主席告诉我们
,

只要带头干
,

总会感动上帝的
,

上帝就是老百姓
。

我们包的山
,

种的树
,

种好了有的还可 以送给老百



姓
。

我说这一条是最过硬的
。

说一千道一万
,

抵不上干部带头干
。

种一亩首蓓草有什么

难 ? 无非是多流点汗
。

二亩实在完不成
,

就种一亩
, 一亩完不成

,

种半亩
。

不但地方上

的同志要这样
,

中央农牧渔业部的同志们也应当带头干
。

你一年种几棵树
,

并且交上 5

元钱给老乡
,

说老乡呀
,

我帮你种上树
,

还送给你几块钱请你患看
,

树长大 了归你
,

行

不行? 我这只是打个比方
。

我的中心意思是
,

要拨乱反正
、

开创局面
,

我们 必 须 带 头

干
。

不带头干没有说服力
,

不能感动上帝
·

— 感动人民
。

这一条我把它看得非常重要
。

煤炭部干 了个好事
,

我去年同他们谈了之后
,

他们发了个通知
,

煤炭部系统干部
,

从部

长起
,

一年带头劳动多少天
。

高扬文 同志从去年开始
,

每年下井两个礼拜
,

同时对各级

干部都有规定
。

既然我们现在说种草 种树
、

发展牧业是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
,

我看我们

大家也要带头干
,

搞责任制
。

19 5 6年我来延安开造林大会
,

事先想好了
,

光开会有什么

用
,

大家把树苗带来
,

自己动手
,

在杨家岭
、

宝塔 山和
一

戈贬沟
,

一共造了 3 片林
。

只开

会
,

君子动口不动手
,

那是孔老二的办法
。

共产党员应
t
;既动口 又动手

,

才叫真功夫
。

最后一条
,

决心要持久
。

最重要的是这一条
。

我上 百讲 了
,

要把干早区改造过来
,

10 年是不行
,

20 年看行不行
,

有的地方要犯年
,

有的还要 4 0年
。

这个怕什么
,

还是要靠

愚公移山
,

这代人搞不完
,

下一代
,

一 代两代搞不完
,

还有第三代
。

大概陕西有两代人

就差不多 了
,

甘肃恐怕得三代人
,

新疆三代人不够就四代
,

下他个决心 ! 1 9 4 5年在杨家

岭开七大
,

毛主席最后讲 了愚公移山
。

我们现在也叫愚公
,

我们不讲挖山
,

而是治山
:

绿化祖国
,

种草种树
,

发展畜牧
,

改造山河
。

要硬下这个决心
,

要想到这件事干得怎么

样
,

不是小问题
,

而是对不对得起党
,

对不对得起人民
,

对不对得起已经去 世 的 毛 泽

东
、

周恩来
、

刘少奇
、

朱德同志
,

对不对得起后代子孙的大问题
。

我们想清楚了
,

就下

决心干到底 ! 我相信同志们都是久经考验的党员
,

来延安开会
,

叫北方早地农业工作会

议
,

没有辜负此行
,

没有辜负看到了杨家岭
、

枣园
。

这叫发扬革命传统
,

争 取 更 大 光

荣
。

你们努力
,

我们也努力
,

大家都努力
,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干好
,

一定能够干好 1

(注 ) 参见
“
马克思致恩格斯 ( 1 8 6 8年 3 月 25 日 )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32 卷
,

第 53 页
。

(上接第16 页 ) 荒沟
、

荒滩
、

荒水为民造福兴利
,

每年争取 实现两个功 。万
,

即造 1 0 0万

亩林
,

种 10 0万亩草
, 1 9 8 5 年 造林累计面积达到 6 00 万亩

,

种草保留面积达到 30 0万亩
,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 到 7
,

20 0平方公里
,

使治理面积 占到流失总面积的 24 %
。

三是努力把现有的典型经验推广到面上去
,

逐步使这些先进水平变为全区的社会水

平
,

并不断创造新的水平
。

四是加强智力开发和投资
。

在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

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

性
、

创造性的同时
,

办好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
,

开展各种专业技术培训活动
,

争取每年培训基层干部和农民 10 万人左右
。

五是改进领导作风
,

加强调查研究
,

坚持因地制宜
、

分类指导的原则
,

一项一项地

抓
,

一块一块地搞
,

做到干一项
,

成一项
,

搞一块
,

上一块
。

我们决心在党中央
、

国务

院和省委
、

省政府的领 导下
,

发扬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

把革命圣地延安建

设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