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干早地区的特点出发

探索发展早作农业的途径

中共延安地委 延安地区行署

延安地区位于黄河中游
,

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

全区共辖 13 个县
、

一个市
,

总面

积 3
.

8万多平方公里
,

折合 5 , 7 00 多万亩
。

在总面积中
,

有森林 1
,

93 0多万亩
,

占 33 % ;

草坡 2 , 0 0 0万亩
,

占3 4% ,
耕地 5 6 5万亩

,

占 2 0 % (其中川
、

原地约占3 0 % )
。

年平均降

雨量5 0 0多毫米
,

北部只有 4 00 多毫米
,

无霜期平均 1 76 天
,

最短的 1 00 天左右
,

属于半干

旱气候
。

农作物多是一年一熟
,

除南部原区适宜种小麦
、

油菜外
,

大部分地区只宜 种糜

谷
、

玉米
、

豆类
、

洋芋等秋杂粮
。

建国以来
,

延安的各项建设事业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
,

但是
,

由于 “
左

” 的路线干扰
-

和 “
文化大革命

” 的破坏
,

加之我们工作上 的失误
,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

群众的温饱问

题未能得到解决
,

仍然过着十分贫 困的生活
。

1 9 7 3年周总理来延安时
,

了 解 到 这 种情

况
,

感到痛心
,

流了泪
。

许多 曾在延安战斗过的老同志也为之不安
。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之后
,

才发生 了转折性的变化
,

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都出现了日益发 展 的 新 局

l自i
。

1
。

在经济方面
,

农业绝定增长
,

工业扭亏为盈
,

财政收入连年上升
。

1 9 8 2年同 1 9 7 8
、

年相比
,

农业总产值由 2
.

67 亿多元
,

增加到 3
.

44 亿多元
,

增长28
.

6 %
,

年递增 6
.

5 % ;

粮食总产量 1 9 7 8年为 8
。

5亿多斤
, 1 9 8 0年达到 1 0

.

4亿多斤
, 1 9 82 年在 1 / 4地区 遭 受 严 重

早
、

冻灾害情况下
,

总产仍达到 9
.

4亿多斤
,

比 1 9 7 8年 增 长 1 0
.

7 %
,

其 中 夏 粮 增 长

7 2
。
8% ; 多种经营总收入由 5 , 0 86 万元

,

每人平均 37 元
,

增加到 1
.

15 亿多元
,

每 人 平均

81 元
,

增长了 1
.

26 倍
。

工业经过调整
,

初步形成了 t’4 匕油
、

南煤
、

中 轻 纺
” 的 合理布

局
,

扭转了连续 10 年的亏损局面
,

总产值 由 1
.

37 亿多元
,

增加到 1
.

6 4亿多元
,

增长 20 % ;

财政收入由 2
,

6 15万元增加到 5 , 35 4万元
,

增长了 z
。

0 5倍
。

2
.

在样众生活方面
,

持续多年的慈吃愁穿
,

变成了现在的丰衣足食
,

大多数农户实

现了姗三余一
,

约有 1 / S左右的农户开始 , 格起来
。

1 9 7 0一 1 9 7 8年
,

全区社 员 平均 口粮

每年只有 350 斤上下
,

近半数的社员过着
“
半年糠菜半年粮” 的苦光景

。

从 19 80 年 起
,

全区社员口粮平均保持在 500 斤以上
, 19 8 2 年产 粮超万斤的 3

,

6 20 户
,

向国家售粮上万

斤的 i盯户
。

社员收入 (含自营收入 ) 由 1 9了8年的每人平均 9 8
.

8元
,

提 高到 1 9 8 2年 的

14 0
.

17 元
,

增长 42 %
。

随着收入的增加
,

农民的住
、

穿
、

用和购买力的水平不断提高
。

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
,

每人平均年购买商品额为 80 元
,

近两年超过 10 0元
。

过 去 山沟里



很少有的自行车
、

缝纫机
、

手表等几大件
,

现在普遍增加
。

据统计
, 4 年中全区社员新

建房窑 35 万间 (孔 )
,

有 40 %左右的社员迁入新居
。

还兴建改水
、

饮水工程 2
,

7 00 多处
,

使高山
、

早原和地方病区的45
.

3万多群众的饮水困难得到基本解决
,

加上药物治疗和卫

生条件的改善
,

长期蔓延的克山病
、

大骨节
、

甲状腺肿大和氟中毒等四大地方病也基本

控制
。

3
.

在生态环境方面
,

多年沿袭广种薄收所导致的
“
越穷越垦

,

越且越穷
”
的恶性循

环开始转向良性傲环转变
。

4年中
,

全 区综合治理面积 1 , 3 40 平方公里
,

年治理速度为过去

的 2
.

5倍
,

累计治理面积达到5 ,

21 0平方公里
,

占全区总流失面积的 17
.

3%
。

输入黄河的

泥沙量 已开始减少
,

据测算
,

每年可拦截摘沙总量的 21 %
。

几条主要河流输沙量均有减

少
,

延河
、

清涧河各减少 12 % 以上
,

洛河减少 7
。

8 %
。

我区农业生产所以有这些变化
,

最根本的是 由于贯彻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农

村政策
,

克服了多年来破坏生产力的
“
大

、

公
、

平
” ,

普遍推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
,

极

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

国家在财力
、

物 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援
,

也起了重要

的作用
。

同时
,

我们还逐步探索 了一条适应干早山区特点的发展农业的路子
。

这条路子

就是从过去在发展灌溉农业上找出路
,

转为主要搞早作农业
。

我们的做法集中表现在以

下三个转变上
:

(一 ) 由单纯搞农田水利等工程措施转为林
、

草
、

田
、

水综合治理
,

逐步从根本上

改兽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的甚本亲件

延安地区是黄河中游水土保持重点地区之一
。

区内丘陵起伏
,

沟 壑 纵 横
,

植 被很

差
,

水土流失面积达 3
。

0万多平方公里
,

占总土地面积的 79 %
,

每 平 方 公 里 侵 蚀模数

7
,

64 4吨
,

每年入黄泥沙 2
.

29 亿吨
。

北部丘陵沟壑区的吴旗
、

志丹
、

安塞
、

子 长等 县侵

蚀模数高达 1
.

8万多吨
,

平均每亩 12
.

5吨
,

每年冲刷土壤约 1 一 2 厘米
。

这种 严 重水土

流失的状况是造成多年来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的致命因素
。

建国以后
,

广大干部和群众为

改变这种状况
,

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

修水利
、

建水库
、

大搞
“ 四 田 ” (水地

、

捻地
、

梯

田
、

坝地 ) 建设
,

对控制水土流失
、

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

但是
,

由于我们在指导

思想上受
“
左

” 的影响
,

重水利
,

轻水土保持
,

重工程措施
,

轻生物措施
,

把主要力量

放在打坝修渠
,

特别是水利工程上
,

总想在千早山区走出一条
“
水

”
路来

。

加之许多工

程不搞设计
,

不讲质量
,

经不住较大洪水的袭击
,

仅 1 9 7 7年 7 月一次洪水灾害
,

全区就

冲毁水库 9 座
,

淤地坝 39 3座
。

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
,

不仅没有达到根治水土流失
、

发展农业生产 的目的
,

而且在财力
、

物力
、

人力上都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

党的三中全会

以后
,

我们认真总结 了这些经验教训
,

从指导思想到具 体措施都进行了大 的转变
:

由偏

重于工程措施
,

转为同时大抓生物措施 , 由分散治理发展到一架山
、

一面坡
、

一条沟地

按流域
、

按山系集中连片治理
;
由只强调栽树忽视种草

,

转变为乔 (木 )
、

灌 (木 )
、

草一齐上
; 由注重治理转向防治并重

,

加强法制
,

保护水土草木资源
; 由单纯依靠人工

治理
,

转到同时采用新技术
、

新机具
,

加快治理速度
。

在统一规划
、

统一标准下
,

规定



每个劳力侮年承担农业基本建设工3 介一 40个
,

队
、

联户和分户治理
。
这样综合治理的好处是

把难理任务包到社 , 队
、

户
、

劳
一

,

实行联

1
、

坚持以
“ 四田 ”

为基础发展粮食生产
, 、

为变广种薄收为少种多 收
,

有计划地退

科还林还收创造 于釜件
。

从 1 9 7 9一 1 9 8 2年
;

,

全区新修和加工提高的基本农田 36
。

19 万亩
,

连前累计愁人平均达到 1
.

75 亩 (其中水坝地 0
.

5 3 )
。

全区 “ 四 田 ”
占总耕地面积的 4 5 %

,

而每年从
“ 四田 ” 中拿回的产量占粮食总产的 60 % 以上

,

使农民有了比较稳定的 口粮基

地
,

使退耕还林种草
、

大上生物措施有了可能
。

地处严重水土流失区的延安市李渠公社
,

; 咬 几

过去喊了多年少种多收
,

但地总是退不下来
,

原因就在于吃饭问题没有保障
。

19 7 3年 以

来
,

他们共修水坝地和梯田 1
.

7万多亩
,

每人平均 2
.

2亩
,

到 1 9 8 2年耕地面积较 19 7 8年前

减少 工/ 3
,

退耕 3 万多亩还林还牧
,

而粮食产量却增加了 1
.

25 倍
,

每人平均生产粮连续 4

年稳定在 1
,

20 0斤以上
。

2
、

把治表和治本
、

当年生产和长远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

可以逐步从根本上改变

生产的基本条件
,

促进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转变
,

实现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

如延安市

碾庄沟流域
,

而积为 5 4平方公里
,

先后打坝 189 座
,

修梯田和坝地 6
,

70 0多亩
,

每人平均

1
.

9亩
,

同时植树
、

种草 3
.

4万多亩
,

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的治理面积达到 5 0
.

7 %
,

既解

决 了吃饭和花钱问题 ( 1 9 8 2年全流域每人平均生产粮 1 , 0 00 斤
,

收入 2 16 元 )
,

又基本上

做到了
“ 小水不下山

,

泥沙不 出沟 ” ,

起到了
“
工程养生物

,

生物保工程
” 的作用

。

3
、

投资小
,

周期短
,

见效快
。

4 年中
,

全区造林 2 8 2
.

9万亩
,

等于建国后 至 1 9 7 8

年累计造林保留而积的 1
.

打倍
; 人工种草 1 74 万亩

,

每人平均 1 亩多
; 在稀 疏 林区 和河

源区飞播油松
、

沙打旺等优质林草 79 万亩 ; 小流域治理由 19 8 0年的 17 条发展到王9 8 2年的

2 5 3条
,

当年就治理了 7 02 平方公里
,

等于建国以来全区年平均治理 14 2平方公里的 5倍
,

而投资减少 了 l / 3
。

从 19 7 8年开始规划治理的安塞县王家湾
、

县南沟两条流 域
, 4 年治

理程度达到选7
.

2 %
,

每 亩 平 均 投资只有 4
。

13 元
,

比过去单靠工程措 施 的 投资 大大减

少
。

4
、

由于林草面积不断扩大
,

促进了畜牧业 的发展
,

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

治山

治水又治穷
,

一举多得
。

地处延安地区北部山尽的王家湾公社
,

平均年 降 雨量只有 2 00

一 30 0毫米
,

过 去群众吃饭
、

燃料
、

花钱都十分困难
。

近几年
,

他们把荒山荒 坡 划给社

员
,

至 1 9 8 2年底共种柠条 3
.

66 万多亩
,

每人平均 7 亩多
,

初步解决了群众的燃料困难
,

大家畜也由工9 7 8年的 9 0 0头增加到 1 9 8 2年 的 1 ,

5 5 0头
,

羊子发展到 9 , 0 0 0多只
。

(二 ) 由广种粗作转向
“ 四法 ” 种植

,

努力解决
“
薄

、

粗
、

早
” 的问题

由于长期水土流失
,

延安地区土壤有机质很低
,

就是条件较好的南部原区
, 三匕壤耕

作层有机质养分也只有 0
.

7一 0
.

8%
,

北部和东部仅 0
。
4一 0

。

5 %
,

尤其是作物生长所必需的

有效氮
、

磷养分奇缺
,

均为全国
、

全省的最低水平
。

加之耕作粗放和频繁的干早等自然

灾害影响
,

粮食产量长期低而不稳
。

从 19 4 9一 1 9 7 8年的 30 年中
,

有 5] 年平均亩产不上 1 00

斤
,

其中坡耕地一般只有 40 一 50 斤
。

多年来
,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
,

我们下了很大功夫
,

但由于方法不 当
,

路子不对
,

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

结果事倍功半
,

收效甚微
。

影响延安

地区粮食生产的主要间题是什么 ? 过去总以为是
“
早

、

粗
、

薄
” ,

把
“
早

” 字放在第一

位
,

好象不兴修水利就毫无办法
。

三中全会以后
,

我们认真总结了多年来的生产实践
,



认识有了变化
,

把这三个字颠倒过来
,

努力解决
“
薄

、

粗
、

旱
” 的问题

,

下功夫培肥地

力
,

改革耕作技术
,

搞好蓄水保墒
,

因地制宜地在全区推广了适应千旱 山区的
“ 四法

”

种田
:

1
、

山地水平沟种植法
,

它适用于 25 。以下的山坡地
,

宜种糜谷
、

小麦
、

豆类
、

洋芋

等 布物
,

基本操作方法是沿山坡等高线用山地犁开沟
,

沟深 2
.

7一 3
.

5厘米
,

幅宽 5一 7

厘米
;

2
、

垄沟种植法
,

主要适宜于川
、

原
、

坝等平地种植玉米
、

高粱等高秆作物
,

种植

糜谷
、

薯类等秋杂作物也有好的增产效果
;

3
、

油
、

豆
、

草肥田轮作法
,

实行种地和养地相结合
;

4
、

间作套种法
,

川水地以夏秋间套为主
,

原面早地 以秋秋间套为主
。

采用这些耕作方法
,

增产效果十分显著
。

全区从 1 9 7 9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

到 1 9 8 2年
“ 四法

”
种植面积达到 2 64 万亩

,

占粮田总面积的 50 %
。

凡实行
“ 四法

” 种 植 的作物
,

一般都比原来增产 30 一 50 %
,

配套技术好的可增产 1一 2 倍
。

全 区每年靠
“ 四法

”
净增

粮食约 1 亿斤左右
。

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大面积高产社队
,

无一不是全面应用
“ 四法 ”

种

植取得的
。

推广
“ 四法

”
种植较早的延安市

,

连续 5 年粮食总产超过 1亿斤
,

比大面积

推广前增产 3 , 0 00 万斤
。

南部高原沟壑区的富县
、

洛川
、

黄陵等县
,

近几年由 于 大面积

推广油豆草肥田
,

加上深翻改土
、

精耕细作
、

使用良种和施肥方法上的
“ 一炮轰

” ,

出

现 了早原小麦平均亩产 2 00 斤的县
、

3 00 斤 的公社
、

40 0斤 的大队
、

60 0 斤的生产队和 80 0

斤的田块
。

北部山地水平沟增产效果更为显著
,

列为全区 36 个穷社之一的志丹县杏河公

社
,

从 1 9 8 0年大面积推广水平沟种植
,

连续 3 年粮食总产达 到 8 00 万斤 以上
,

每 人 平均

生产粮 1
,

20 0斤 以上
,

均 比 1 9 7 9年增长 1
.

5倍
。

“ 四法 ” ,

特别是山地水平沟种植法
,

不仅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途径
,

也是蓄水

保土的有效措施
。

它的好处有三点
:

一是可以加深耕作层
,

拦截径流
,

减少土壤冲刷
,

起到保水
、

保土
、

保肥
、

保墒和

抗早
、

抗寒
、

抗倒伏的作用
。

据有关部门测定
,

当坡面小于 20
。

以下时
,

在普通降雨情

况下
,

水平沟与平作比较
,

径流减少 80 %左右
,

土壤冲刷减少 90 %左右
。

另外
,

全区降

雨量多集中在 8
、

9 月份
,

采用水平沟耕作法
,

大大提高了蓄水保 墒 能 力
,

使秋雨春

用
,

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春早 的矛盾
。

二是水平沟耕作本身要求质量标准化
、

操作系列化
、

实施规范化
、

管理科学化
,

这

就把传统农业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
,

使氮磷配合
、

集 中施肥
、

选 用 良种
、

合理密

植
、

药剂拌种
、

采用条播等增产措施得到了广泛综合应用
。

三是这种耕作方法投资小
,

办法简单
,

农民容易掌握
。

同时
,

当年搞当年见效
,

普

及推广 比较快
。

(三 ) 由单一抓报食生产转到同时抓多种经营
,

按照千早 山区特点调整农业经济结

构

延安地区地域辽阔
,

自然资源丰富
,

发展林业
、

牧业和其它多种经营生产的潜力很

大
。

可是
,

过去却丢开这些优势
,

片面强调
“ 以粮为纲

” ,

甚至毁林开荒
,

垦草种粮
,

使优势变成了劣势
。

三中全会后
,

我们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
,

认真调整农业结构
,



因地制宜地开展多种经营
,

使长期以来农
、

林
、

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开始向合理的方

向转变
:

一是利用广阔 的土地资源
,

积极发展 多种种植业
。

过去我们在种植业
_

七单一发展高

产禾本科作物
,

不适当地压缩豆类和经济作物
。

19 79 年以后
,

大量发展了适宜本地种植

的小杂粮和经济作物
,

如名贵杂豆
、

糜谷
、

荞麦
、

油菜
、

小麻籽
、

蓖麻
、

洋芋
、

打瓜
、

烤烟等
。

这些作物耐旱耐瘩薄
,

生长期短
,

收成 比较稳定
,

经济价值大
,

有的还可 以养

地
。

全区去年豆类
、

油料和其它经济作物面积达到 72 万亩
,

比 19 7 8年增加 18 万亩
。

4 年

共生产豆类 1
.

5亿斤
,

油料 8 , 0 98 万斤
,

近两年群众向 国 家 交 售 大豆 3
,

7 70 万斤
,

油料

2
,

6 32 万斤
,

仅这两项每人平均增加收入 15 元
。

二是利用草山 草坡优势
,

大 力发展以 革食牲 畜为主的畜枚饲养业
。

全区 有 2
,

0 00 多

万亩草坡
,

群众历来就有养畜习惯
。

过去由于 丢开这个特点
,

也象其它地方一样单一强

调养猪
,

致使大家畜和羊处于下降趋势
。

近几年随着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 贯 彻 落 实
,

畜牧业
,

特别是社员家庭饲养业
,

得到较快地恢复和发展
。

19 8 2年全区 畜牧 业 产值达

4
,

68 9万元
,

比 1 9 7 8年增长 8 0
.

5 %
,

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9
.

7 %提高到 13
.

6% ; 出现 了

养殖业的重点户
、

专业户 1
.

“ 万多户
,

这些户仅畜产品收入达 19 5万多元
,

每户平均 1 17

元
。

全 区大家畜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

达到3 1
.

8万头
,

每户平均 1
.

08 头
。

细毛羊和白绒

山羊等优 良羊种已发展到 29 万多只
,

每户平均 1 只
。

畜牧业发展较 快 的 志 丹县
,

目前
“ 两户 ” 已达 4

,

0 0 0户
,

占全县总农户的 2 6
.

3%
,

其中以养大家畜为主的 2 , 3 57 户
,

养大家

畜 1
.

26 万多头
,

每户平均 5
.

4头 ; 以养羊为主的 1 ,

64 3户
,

养羊 9
.

99 万多只
,

每户平均 61 只
。

三是依靠群众发展林业
。

延安地区大部分地方人稀地广
,

宜林荒山荒坡面积大
。

从

过去 30 多年的实践看
,

发展国营林
、

集体林是需要的
,

但由于力量有限
,

进展缓慢
,

而

且投资大
,

效益不高
。

切实可行的出路
,

就是依靠千家万户
,

大搞开 发 性 承 包
。

这样

做
,

不仅投资小
,

进展快
,

而且质量好
,

效益高
。

1 9 7 9年以来
,

全区共给 18 万多户社员

划拨自留山 7 2
.

7了万亩
,

现 已造林 53 万多亩
,

每户平均 2
.

9亩 ; 并将 19 2万亩集 体成片林
,

包到场
、

组
、

户管护
,

作为责任山
,

采伐权归集体
,

收益分成
,
对边远荒山

,

开始采取

联户或 以户承包
,

并从资金
、

种苗
、

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鼓励
。

同时
,

还根据本区的南

部和黄河沿岸地区 日照时间长
、

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
,

因地制宜地发展了一批以经济

林木为重点的多种经营基地
。

如宜君的核桃
、

酸枣
,

黄龙的板栗
,

洛川
、

富县
、

宜川等

县的苹果和泡桐
,

延川的红枣
,

子长的蚕桑
,

志丹
、

吴旗的山桃
、

山杳等
,

均已初具规

模
,

并形成一定生产能力
。

以洛川县为例
,

现有苹果园6 00 多个
,

总面积 4 万 多 亩
,

已

挂果 2 万多亩
, 19 8 2年总产达到 16 0多万斤

,

收入 31 4万元
。

这个县的苹果
,

不仅在省内

外享有一定声誉
,

而且进入国际市场
。

在南部
,

有次生林 1
.

6万多亩
,

我们组 织 林区社

员开展了抚育改造
,

林副土特产品的采集和加工利用
。

这些 以林
、

牧业为主的多种经营

的发展
,

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

也为发展早作农业提供了资金
。

三中全会之后
,

我们在发展农业生产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

之所以见效较快
,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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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
,

我们体会
,

主要是在指导思想上确立 了这样几个观点
:

一是从实际 出发的观点
。

过去我们也讲从实际出发
,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却离开了本

地的自然特点
。

延安地区的 自然特点是
:

第一
、

山坡地多
,

川
、

原地少
,

称作 “ 一川二

原七分坡坡田
” , 第二

、

干早缺水
,

全区水资源只有巧
.

6亿立方米
,

每亩耕地平均有水

量仅是全省的31 %
,

全国的 13 %
。

这两条固有的基本特点
,

本来是只能适应而难以改造

钓
,

可是
,

我们过去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

总想把这些基本 自 然 特 点改变过

来
。

不少地方不顾条件地修水库
,

筑水渠
,

改河造田
,

引水上山等
,

结果投资很大
,

收

益很差
,

花了不少冤枉钱
,

吃了不少苦头
。

三中全会以后
,

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

下
,

我们通过总结经验
,

重新认识本地区的自然特点
,

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过去那种
“
硬

走水路
” 的做法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

历史的教训和许多典型经验使我们逐渐认识到
,

发

展延安地区的农业生产
,

主要应当走旱作道路
。

修建
“ 四田 ” ,

推广
“ 四法

” ,

深翻改

土
,

蓄水保墒
,

种植抗早作物品种
,

以及施肥上的
“ 一炮轰

” 等
,

都是发展旱作农业的

好措施
。

这条路子是在
“
水路不通

” 的情况下走出来 的
,

原来我们并没有完全认识
,

今

年赵总理来延安视察工作时
,

对早作农业所作的精辟分析和科学论证
,

才使我们的认识

得到了从感性到理性
、

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

二是经济效益的观点
。

搞农业必须讲经济效益
。

可是
,

过去我们在这方面考虑得不

多
。

在所谓
“
算政治帐

,

不算经济帐
” 的错误思想影响下

,

干了许多大投资
、

小效益
,

高投入
、

低产出
,

甚至盲目蛮干
,

有投入无产出
,

劳民伤财的蠢事
。

比如
,

硬要在干早

山区
“
走水路

” 的实践
,

就有着深刻的教训
。

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些修了不久就报废

了的 “
水库

” ,

筑成后没流过水的
“ 环山渠道 ” 和不能利用的

“ 小高抽
” 、 “

大高抽
” 。

不少
“
高产穷队

” 的出现
,

也是不讲经济效益的产物
。

延安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

就是

党和国家出于对老区人民的关怀
,

在财力
、

物力上都给予不少支援
。

从 1 9 7 8年 以后
,

中

央又决定每年给陕北固定无偿投资 5
,

0 00 万元
,

分给我们地区 2
,

0 00 万元左右
。

我们用这

些援建资金
,

进行林
、

草
、

田
、

水综合治理
,

改善生态环境
,

改变生产的基本条件
,

搞

农业技术改造
,

推广
“ 四法 ” 种田等

,

用较小投资
,

取得了较大效益
。

根 据 我们 的体

会
,

要用好国家援建资金
,

第一
、

路子要对
,

这对经济效益的大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花每一笔钱
,

采取每一项措施
,

搞每一项工程
,

都要和实际相结合
,

和效益相联系
,

有

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
第二

、

办法要准
,

对所要采取的重大措施和建设项 目
,

要有科学的

态度
,

不能凭想 当然办事
, “

拍板
”
前

,

必须进行可行性研究
,

尊重专家们的意见
,

选

择最佳方案
;
第三

、

重点要突出
,

不撒胡椒面
,

把钢用在
“ 刀 刃 ” 上 ;

第四
,

要与发挥

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相结合
,

国家的支援
,

应重点放在发展生产所必需而群众又无力

办到的事情上
。

三是命科学技术的观点
。

家庭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后
,

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

高涨
,

出现 了学科学
、

用科学热潮
。

在这种情况下
,

地委
、

行署从 1 9 8 1年开始
,

注意引

导群众从习惯于广种打粮转到搞科学种 田上来
,

大力推广
“ 四法

”
种田

。

我们体会
,

在
一

全区抓科学种田
,

用少种多收去代替广种薄收
,

不只是增产粮食的间题
,

而且对改善生态

环境具有战略意义
。

多年的经验证明
,

没有充足的粮食
,

农民吃不饱饭
,

山区经济是发

展不起来的
。

要解决粮食问题
,

正确的办法就是靠科学技术提高单产
,

使一亩地收回二



三亩
、
三四亩地的粮食

。

这样才可以把大批山地退下来
,

种树种草
,

建立 良性的生态环

境
。

赵总理要求我们
: “

要在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的中转点上下功夫
” 。 “ 中转点

”

是什么 ? 按我们的理解
,

就是抓
“ 四法” 种田

,

变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
。

在靠科学
、

用

科学上
,

我们主要抓了三点
;
第一

、

各级领导首先在思想上要真正重 视 科 学
,

重视技

术
,

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
,

不解决这个问题
,

靠科学就是空话 , 第二
、

充分发挥农业科

技人员的作用
,

鼓励他们为发展全区早作农业献计献策
,

贡献力量
。

被群众称为
“ 姚科

学 ” 的农艺师姚代 明
,

在总结推广水平沟和垄沟种植法上做出了成绩
。

高级农艺师李喜

彦
,

长期从事小麦育种
,

先后培育了十多个优 良品种
,

尤 以延安 ,’1 5号
”
适应性广

,

目

前推广面积已达 30 多万亩
。

黄 陵县农技干部杨贵本
,

通过解决
“
薄

、

粗
、

早
” 的问题

,

探索早作农业的路子
,

创造了小麦高产的典型
。

还有从事果树栽培研究的郑彦永
,

蔬莱

栽培研究的 卜崇周
,

被群众称作 “油神神
” 的油 菜技术员安永福等

,

都为我区农业的发

展作出了贡献
,
第三

、

狠抓农业科技的推广工作
。

为把 已有的农业科技成果和典型经验

推广开来
,

近儿年
,

从地到县都围绕
“ 四法

”
种田的课题

,

对 8 万多名基层干部
、

农民

进行 了技术培训
,

有 36 1名科技人员与农民签订了技术联产合同
,

建立了 1
.

6万多个农业

科
,

技户
,

对普及科技知识
、

提高农村科学技术水平
、

落实科学种田措施起了重要作用
。

四盈因地制宜
、

分类指导的观点
。

近几年来
,

我们 比较注意记取过去搞
“ 一刀切 ”

的教训
,

制订每一个计划
,

落实每一个措施
,

提 出每一个要求
,

都考虑到南部原区与片

部山区
,

林区与非林区及人口密度大与小的差别
,

即使同一类区
,

也照顾到其它因素的

异差
。

依照农业区划
,

实行分类指导
,

不搞千篇一律
,

这也应当成为指导农业的一条重

要的思想原则
。

四

三中全会以来
,

延安地区的经济形势虽然发生 了转折性的变化
,

但由于底子薄
、

基

础差
,

还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局面
,

还有 1 4%的农户生活仍然较困难
。

我们在改革耕作技

术
、

发展早作农业方面
,

虽然做了一些探索
,

取得了一些进展
,

但还只是开始
,

还在继

续摸索之中
,

许多 问题有待继续研究和解决
,

许多做法还要在实践 中进一步 考 证 和 完

善
。

我们对今后的经济建设和逐步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
,

虽然有了初步

的打算和设想
,

但要真正变为现实
,

还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
。

我们一定要贯彻赵总理对

延安工作的指示
,

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各地的先进经验
,

从发展早作农业的战略 目标

出发
,

在当前和今后几年内
,

主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

一位紧紧抓住
“ 薄

、

粗
、

旱” 这个主要矛盾
,

以政策为保证
,

以 “ 四田 ”
作基础

,

狠抓 “ 四法 ” 种植这个关键环节
,

在粮食 自给有余的同时
,

使多种 经 营 有 一个较大发

展
。

到 19 85 年全区基本农田 和
“ 四法 ”

种植面积各达到 3 0 0万亩
,

多 种 经营专业户
、

重

点户达到 8万户
,

每人平均生产粮食稳定在 8 50 斤以上
,

收入达到 2 20 元
,

使农村面貌出

现新的变化
。

二是进一步加决林草建设步伐
,

不断改善生态环境
,

引导和组织全区 1 40 多万农民

在孔 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放开手脚进行开发 和治理
,

让荒山
、

荒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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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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