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治理 除害兴利

建设富庶的新沙区

陕西省榆林地区行政公署

榆林地区位于西北黄土高原北部
,

毛乌素沙漠南缘
。

大体以长城为界
,

南部是 丘隆

沟壑区
,

北部是风沙区
。

沙摸分布在 7 个县
,

面积 1
.

6万平方公里
,

占全 区 总 面 积 的

37 % ;
耕地 2 00 多万亩

,

农业人 口 47 万
,

都占全区的 20 %左右
。

这里风大沙多
,

干 旱 少

雨
,

常年降雨量 3 00 一 4 50 毫米
,

多集中在 7 一 9 三个月多 无霜期短
,

一般只有 1 20 一 1 5。

天
。

风沙
、

旱
、

涝
、

霜冻
、
冰雹等自然灾害频繁 , 特别是风沙侵害

,

曾经给农业生产和

人 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

据调查记载
,

解放前 1 00 多年时间里
,

流沙吞没农田
、

牧场

各 1 00 多万亩
,

有 6 个城镇和 4 12 个村庄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风沙侵袭和压埋
。

榆林县长乐

堡和神木县柏林堡
,

曾住过 20 0一 3 00 户人家
,

到解放前夕
,

城被沙压
,

留居的只有几户

人家
。

解放后
,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
,

沙区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

开展了群

众性的治沙斗争
。

30 多年来
,

造林保存面积由建国前的 60 万亩增加到 7 10 万亩
,

林 木 覆

盖率 由 2 %上升到 28 %
。

原规划设计的长城
、

北缘
、

环山三条大型 防风固沙林带
,

总长
1 ,

90 。华里
,

已完成计划任务的 82 % ;
并在沙漠腹地营造起万亩以上的成片林 62 块

,

受

风沙危害的 1 48 万亩农 田中
,

有 12 0万亩实 现了林网化
; 已固定

、

半固定流沙 4 58 万 亩
,

恢复被流沙埋压的农田 和牧场 20 0万亩
,

种草 1 00 多万亩
,

改造和提高天然草原 45 万亩
。

修建水库 20 5座
,

总库容 5
.

2亿立方米
;
打机井

、

马槽井 7 , 8 00 个
,

修挖排灌渠道 1 , 1 00 多
,

条
,

新修水地 43 万亩
,

其中引水拉沙造地 28 万亩
,

使沙区的水地面积由建国前的 8 万亩

增加到 51 万亩
。

不少地方已实现 了井渠配套
,

排灌结合
,

旱涝保收
,

综合治理搞得好的

地方
,
已经开创 了

“
人进沙退

”
的新局 面

。

由于农业生产条件改变
,

减轻 了风沙为害
,

提高了抗灾能力
。

据测定
,

防风固沙林
·

区沙丘平均高度降低 1 / 3一 1/ 2 ,

流沙年移速由过去的 3 一 8 米减为 1 米左右
,

沙暴日由

每年的 66 天减少为 16 天
。

农作物过去常是几翻几种
,

现在基本可以一 次捉苗
。

长城以北

也能大面积种植水稻 和春小麦
,

去年沙区水稻种植面积近 4 万亩
,

平均亩产 6 20 斤
,

最

高达 1 , 5 0 0多斤
。

由于农业生产条件改变
,

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有了很大发展
。

1 9 8 2年在部分地方遭

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
,

沙区粮食总产仍达 3亿多斤
,

每人平均产粮 6 23 斤
,

比全区高



功斤 ;亩产由建国初的 350斤提高到6 00 多斤
,

大家畜由建国初的 7
.

6万多头增 加 到 21 万

头 ;
羊 由36 万只增加到 1 41 万只

;
鲜鱼产量 2 60 吨

,

占到全区鲜鱼总产的 8 3 % ;
社员每人平

均纯收入达到20 0多元
。

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 日趋合理
,

出现了农
、

林
、

牧
、

副
、

渔 五

由于农业生产
“

条件的改变和生产的发展
,

群众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

过去
,

沙区
了

缝个

“ 大包袱 ” ,

现在群众的温饱间题初步解决
,

对国家也有了一定的贡献
。

19 8 2年沙 区共

向国家交售粮食 2
,

3 00 多万斤
,

改变了
“ 山养滩

” 的局面
。

近几年
,

余粮
、

存款户多了
,

新修窑房的多了
,

做新式家具的多 了
,

购买高档商品的多了
,

买汽车和大型拖拉机的也

有 了
。

据社员家计调查
,

现在平均每 3 户有 1 辆自行车
、

1 台缝纫机
,

每 6 户有 1 台收

音机
,

每户有 1
.

6件大型家具
。

昔 日的穷沙窝
,

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

回顾和总结 30 多年来的治沙工作
,

我们的体会有以下几点
:

1
、

破除
“
难变论

” ,

树立改造沙澳 的雄心壮志

起初
,

由于对风沙区缺乏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

加之风沙区自然条件差
,

不少干部群

众看沙愁
,

提起治沙就摇头
,

认为
“ 自古都是沙逼人

,

要想治沙不可能
” 。

在这种
“ 风

沙难治
” 、 “

沙区难变
” 思想的束缚下

, “ 本地干部没决心
,

外地干部不安心
,

群众有

走没守心
,

改变面貌没信心
” 。

对此
,

我们首先围绕
“
沙漠能不能治

,

沙区能不能变? ”

的问题
,

开展大宣传
、

大讨论
,

引导大家考察历史
,

分析现状
,

正确认识和对待沙 区的

目然条件
。

偷林风沙区历史上曾经 眨水草肥美
,

林木茂盛
, “ 牛马衔尾

,

群羊塞道
” 的

好地方
,

后来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大肆毁林毁草
,

垦荒农作
,

自然植被遭 到破坏
,

导

致风蚀沙起
,

流沙南移
。

其次
,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大力宣传治沙的先进典型
,

组织

干部群众到现场参观学习
,

解放思想
。

靖边县杨桥畔大队
,

早在 1 94 2年大生产运动中
,

就
“ 依坝作壕

,

引洪漫地
” ,

改造沙漠
,

受到党 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表扬
。

建国以后
,

他们坚持引水拉沙
,

造林固沙
,

拉平 了 1
,

0 00 多个沙丘
,

造出了万亩 良田
,

绿化了 4
,

0 00

亩荒沙
,

把过去的不毛 之地变成了沙漠绿洲
。

事实证明
,

沙漠能治
,

沙区能变
,

只要下

决心治理
,

就能变害为利
。

2
、

因容设防
,

因 地施治
,

植治和水洽相结合

如何治沙 ? 30 多年来
,

我们是在逐步认识和掌握 自然规律
,

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过

程中前进的
。

建国初期
,

我们曾采用苏联专家的办法
,

设
“
防风板

” 挡沙
,

花费很大
,

收效甚微
,

以失败告终
。

后来搞植树造林
,

但做法上有很大的盲 目性
,

攻 大 明 沙
,

啃

“
硬骨头

” ,

种乔木树
,

不仅成活率很低
,

活了的也是些
“ 小老头 ” 。

为了寻求治沙的

正确途径
,

我们一方面组织技术人员
,

广泛开展科学实验 , 另一方面深入沙 区 调 查 研

究
,

总结群众的治沙经验
,

从而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治沙办法
,

即植治和水治相

结合
,

以植治为主 , 在步骤上
,

先易后难
,

由近及远
,

逐步向沙摸腹地推进
。

植治
,

就是造林种草
。

按照因地制宜
、

因害设防的原则
,

在总的布局 上 实 行 带
、

片
、

网结合
。

主攻
“
三带

” (长城林带
、

北缘林带
、

环山林 带 ) 一 网 (护 田 护 牧 林



网 )
” ,

建设
“
基干林带南北夹攻

,

镶边造林分割包围
,

护田林网纵横交错
,

片林草地

星罗棋布
” 的防护林体系

。

对于不 同类型的沙丘
,

分别采取
“
搭沙障

” 、 “
前挡后拉

” 、

“
顺风推进

” 、 “
满天星

” 、 “ 密集式
”
等多种造林方法

,

营造防风固沙林
。

对于原来

的滩地和新造出的农 田
,

营造
“
窄林带

、

小网格
” 的护田林网或

“
宽林带

、

大网格
,, 的护

牧林网
。

在树种配置上
,

实行乔灌草结合
,

根据不 同的立地条件
,

宜乔则 乔
,

宜 灌 则

灌
,

宜草则草
,

大力发展柠条
、

沙柳
、

紫穗槐
、

花棒等灌木林
,

并合理 营造乔灌草混交

林
。

在下湿滩地采取开沟造林
、

围井造林的办法
,

栽植高杆柳
,

树行间种植 灌 木 和 牧

草
。

这样
,

就形成空中
、

地上 “ 两层草原
” ,

收到了较好的效益
。

水治
,

即有水源的地方
,

利用水力治沙造田
。

多年来
,

我们利用河流
、

海 子 等 水

源
,

在沿河道和沙漠腹地建设骨干性水利工程
,

筑库修渠
,

引水拉沙
,

以水冲沙
;
有条

件的地方还拦蓄洪水
,

引洪漫沙 , 并辅以人工
、

机械平整
,

把起伏不平的沙丘改造成平

地
。

群众在生产实践 中
,

根据沙丘的形状
、

大小
、

水位高低等条件
,

采取
“
野马分鬃

” 、

“
抓沙顶

” 、 “
旋沙腰

” 、 “
劈沙畔

” 、 “
梅花瓣

” 、 “
麻雀战

”
等办法平沙造地

,

比

人工平沙和机诫平沙工效提高儿倍到十多倍
。

对新平 出的沙地
,

及时引水冲土淤泥或人

工拉土垫地
,

然后种草
,

改 良土壤
,

培肥地力
,

逐步建设成稳产高产农 田
。

对
“ 天旱 白茫茫

、

雨涝水汪汪
” 的下湿盐碱滩地

,

我们总结推广 了
“
挖壕排水

、

垫

沙压碱
、

排灌结合
、

上排下灌
” 的办法

,

把除涝和治碱
、

治水和改土结合起来
。

在水源

不足和水位较低的地方
,

则以挖
“ 马槽井

” 、

打机井的办法
,

发展水利灌溉
。

这样就有

效地改造 了沙化
、

盐渍化和牧草退化的下湿滩地
,

一部分 已建成遇早能灌
,

遇涝能排的早

涝保收的基本农田和打草基地
。

3
、

加 强领导
,

落实政策
,

国家
、

集体
、

个人一齐上

多年来
,

全 区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治沙作为改变榆林面貌的战略措施
,

作为治理黄河

流域的一件大事
,

坚持不懈
,

一抓到底
。

特别重视抓党的政策的落实
,

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
,

组织各个方面的力量共 同治沙
,

做到国家
、

集体
、

个人一齐上
。

一是兴办 国营农
、

林
、

收场
。

从五十年代始
,

先后办起了25 个国营 林 场
、

6 个 苗

圃
、

两个治沙试验站
、

一个治沙研究所
、

6 个国营农场和 6 个国营牧场
。

他们都在治沙

中发挥了很好的带头
、

示范和骨干作用
。

正象干部群众所说的
“ 办一个场

,

治一片沙
;

出现一块绿洲
,

带动一大片群众
” 。

国营榆林牛家梁林场
,

从 1 9 5 7年建场 以来
,

在 3 3万

多亩的流沙上
,

营造各种防风固沙林 2 5万亩
,

林木覆盖率达到 7 4 %
。

同时
,

每年还向周围

群众提供种苗
,

派 出技术人员指导造林
。

在他们的带动和帮助下
,

林场施业范围内的牛

家梁
、

金鸡滩
、

孟家湾三个公社
,

现有林保存面积 已达 3 3万亩
,

出现了两片 10 万亩 以上

的成片固沙林
。

二是依靠集体力量治 沙
。

在统一规划下
,

以大队为单位
,

采取专业队和群众治理相

结合的办法
,

对于跨社跨队的工程
,

采取工换工或有钱投钱
、

有地投地
、

有劳投劳
、

按

比例分成的办法
,

组织联队联社会战治理
;
对一些大型骨干工程

,

在国家支援下
,

采取

以县组织会战
、

民兵打攻坚战的办法进行
。

近年来
,

根据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以后出现

的新情况
,

建立和完善 了
“
统一规划

,

集中治理
,

任务到劳
,

限期完成
.

规定标准
,

检

查验收
,

奖罚分明
,

保证兑现
” 的治沙责任制

。

由于坚持了以社队集体为主 的 治 理 方



针
,

30 多年来
,

社 队集体造林占到造林保存面积的 73 %
,

集体新修水地 占到 90 % 以上
。

三是调 动千家万 户的 治沙积极性
。

六十年代初
,

我们曾经给社员划拨过 自留沙和燃

料林地
,

调动了社员个人造林治沙的积极性
,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

但不久就被当作
“
资

本主义尾 巴
”
割掉了

,

使群众的治沙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我们认真清理 了
“
左

” 的思想影响
,

取消 了各种不适 当的禁 令和限制
,

解放思想
,

放宽

政策
。

如允许社员个户
、

联户承包治理小流域 , 按照 .8t 旨治多少划多少
” 的原则

,

把大

片荒沙划给社员治理
,

谁治谁管谁受益等
,

极大地调动了社员治沙 的积极性
。

近几年全

区给社员划自留沙 3 5 0多万亩
,

己造林 60 多万亩
。

榆林县金鸡滩公社有 1/ 3的社 员在荒沙

滩上建立了 2
,

3 35 亩
“
树园子

” ,

每户平均 4 亩多
,

实行集约经营
,

营造速生丰产林
。

金

鸡滩大队社员周风武投资 26 0元
,

去冬今春推沙造地 30 多亩
,

栽树 2 ,

60 0株
。

榆林县及时

总结推广了他们的经验
,

目前全县已有 4 , 0 00 多户社员建立了 1万多亩
“
树园子

” 。

榆林沙区地域辽阔
,

有丰富的土地资源
、

水利资源和矿藏资源
。

合理开发和利用这

些 自然资源
,

对建设沙区
,

改变榆林面貌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按照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

略目标
,

我们在农业方面建设沙区的设想是
:
在巩固和提高现有治理设施的基础上

,

力

争到本世纪末把下余的 40 0多万亩荒沙全部摆上治理措施
,

进一步改善沙漠的生态 环 境

和农业生产基本条件
。

重点抓 以下几个项 目
:

1
.

建设一批大型 水库和骨干渠道
,

主要抓
“ 四库

” (王屹堵
、

朱墩塔
、

尤家如
、

坛

求河 )
、 “ 四渠 ” (孙家岔

、

桑树
、

响水
、

雷惠 ) 的新建和扩建
,

打机井 1
,

0 00 眼
,

进

一步实现沙区的水利化
;

2
.

治沙造田 20 万亩
,

其中引水拉沙 16 万亩
,

改造中低产 田 40 万亩
,

建成 稳 产 高产

田 ,

3
.

植树造林 4 00 万亩
,

其中建成 3万亩以上的成片固沙林 90 块
,

功万 亩以上的 成 片

固沙林 10 块
,

全部固定现有流沙
,

使沙区的林木覆盖率达到 60 % 以上 ,

4
.

建设 以柠条为主的灌丛草原 30 0万亩
,

改 良天然草原 60 0万亩
,

为畜牧业的进 一 步

发展创造条件
;

5
.

充分利用沙海子
、

水库和塘坝养鱼
,

使鲜鱼产量由现在的 2 60 吨增加到 1
,

30 0吨
。

上述任务实现后
,

榆林沙区的自然面貌将发生深刻变化
,

经济收入将有显著增长
,

群众生活会得到进一步改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