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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方山县开府公社神堂沟大队
,

从 19 7 4年 以来
,

坚持在陡坡种草植树
,

缓坡修

梯田
,

缩河打石坝
,

垒埂造良田
,

经过 10 年的综合治理
,

逐步实现了林草上山坡
,

粮田

下沟滩
,

收到显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

神堂沟也由历史上的越穷越垦
、

越垦越穷
,

广种

薄收
,

单一经营形成恶性循环的贫困队
,

变为林茂粮丰
,

六畜兴旺
,

收入倍增
,

粮食单

产
、

总产大幅度上升的富队
,

为吕梁山区社队治山治水
,

改变贫困面貌树立了榜样
。

在实践中探索新路子

神堂沟大队属于土石山区
,

总面积 1
.

34 5万亩
,

水上流失面积有 9
,

50 0亩
。

这里山大

沟深
,

石厚土薄
,

地势高寒
,

无霜期短
,

过去是
“ 地无一亩平

,

广种不保 收
” 的 穷 地

方
。

长期以来
,

人们把解决吃饭间题的希望都寄托在山坡上
,

搞单一粮食生产
,

实行掠

夺式开垦
,

结果形成越垦越穷
、

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
。

到 1 9 7 3年
,

这 个 3 26 口人的小村

庄
,

就耕种着 4
,

0 00 多亩 山坡地
,

但年产粮食始终突不破 15 万 斤
。

全大 队每 人平均 种地

13 亩
,

平均亩产 35 斤
,

每人平均 占有粮食只有 4 60 斤
。

1 9 7 4年
,

人们从教训 中逐步醒悟了
。

他们看到靠垦山广种吃不饱肚子
,

开始在沟里

打主意
。

这个大队有大小 48 条沟
,

其中一华里以上有 13 条
,

沟宽滩大
,

可利用的滩面有

1 ,

00 0亩
。

由于从来未治理
,

平时乱石滚滚
,

遇雨山洪乱窜
,

一直荒芜闲置
。

大 队 党 支

书银三成建议
:

顺直河道
,

固定河床
,

沿岸筑坝
,

空出滩面造地
。

从 19 7 4年开始
,

大 队

就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
,

用专业队与群众突击相结合的办法
,

铺开了以筑坝造地为主的

治滩工程
。

他们先把河床定位
,

再顺河浆砌护岸石坝
,

然后用块石在空出的滩面上垒起

地埂坝
。

在坝内挖石平基
,

取土造地 , 坝外营造护坝林带
,

养护地埂
。

到 19 8。年
,

全大

队就新造沟滩坝地 33 1亩
。

这些地离村近
,

省力 气
,

1 亩能打 6亩坡地的粮
,

还能种坡地

上成熟不了的玉米和谷子
。

有了这样的 “ 刮金板
” ,

谁也不想再到山坡上受罪了
,

逐年

自动停耕了 1
,

3 2 0亩陡坡地
。

结果全大队山坡地退耕了33 %
,

粮食总产量却提 高 到 2 8
.

8

万斤
,

增长了 65 %
。

其中只占播种面积 12
.

3%的新建沟滩地
,

所产粮食就 占 了 总 产 的

4 2%
。

在山坡地退耕还林还草后
,

又促进了林牧业的发展
,

大队的年总收入也从治理前

的 1
。

4万元
,

增加到 4 万元
,

每人平均分配收入也增加了 1
.

9倍
。

就这样
,

神堂沟社员从

切身的体会中
,

找到了建设山区的正确路子
。

生产向深广度进军

治滩造地的胜利
,

使神堂沟社员看到了山区的希望
,

更加坚定了治山治水的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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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队党支部提 出
,

按这几年发展的情况
,

每增建 1亩沟滩地
,

就可退耕 4 亩 山坡地
。

随

着基本农 田的增加
,

今后会有更多的山坡地退耕
。

如果在这些退耕的坡地上 全 部 造 上

林
,

种起草
,

把治沟与治坡结合起来
,

经济效益会更高
。

于是他们就发动群众种草
,

发

展林
、

牧业
,

收到了一定的效益
。

但是由于当时政策和管理体制上的问题
,

影响到这个计

划的迅速实现
。

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地集体经营
,

树归队里所有
,

社员栽树想 的 是 赚 工

分
,

而不是成活率
,

也很少考虑将来的受益
。

结果治理不管护
,

成了 “
报表上的林

” ,

“
计划上的树

” 。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是在三中全会 以后才逐步解决了
。

1 9 8 0年
,

神堂沟大队农业实行了大包干
,

社员在承包沟滩坝地时
,

把对地坝及护岸

林的管护也随地承包到户
。

大队规定
:

谁种地谁护坝谁管林
,

护好 1 亩给顶 15 个基建义

务工
, 护不好

,

除 自己负责补修外
,

每罚一工要交出 5 斤粮
。

从承包后的 3 年看
,

一遇

大雨发水 时
,

家家户户都往沟坝上跑
,

管护得都比较好
。

1 9 8 1年
,

神堂沟全面落实了林业政策
,

给每个社员下放了 1 亩荒山坡
,

把社员过去

自己栽的树都退给了本人
,

颁发 了
“
三权证

” 。

并把大队现有的天然林与集体 造 的 成 片

林
,

承包给两个专业护林员管护
,

既有效地保护了集体原有林木
,

又调动了社员荒 山造

林的积极性
,

使治滩治沟和治山结合的更紧了
。

1 9 8 2年
,

神堂沟大队又大力推广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
,

进一步调动了社员综合治理

山区的积极性
,

解决了多年来难解决的许多问题
。

他们坚持 以小流域为单元
,

把沟滩
、

.

坡面和流域内的造林种草与管护统一起来
,

一 次承包到户
,

持续地 开 展 沟 滩 以筑坝造

地
、

山坡以造林种草为主的综合治理工程
。

按大队现在 的规划
,

到 1 9 8 5年
,

要再建高标

准的沟滩地 30 0亩
,

达到每人平均 3 亩沟滩地
。

在现有 1 , 6 00 亩耕地的基础上
,

要逐年再

退耕还林还草 4 20 亩
,

把 25
。

以上的陡坡地全部种上油松
、

云杉与落叶松等树 种 , 1 5。

一

25
。

的山坡地
,

退耕还草或营造乔灌混交林
; 1 5

。

以下的缓坡修成梯田
,

并且采取多种形

式承包到户
,

到组
。

对于适宜 以户承包的荒山造林
、

沟滩造地等小型工程
,

坚持以户承

包
。

在承包流域内新造林
,

谁造谁管归谁所有
,

子女可继承 , 新造地谁造谁管归谁种
,

至少 10 年内不计产
,

不提留
,

不征购 , 对个户无力单独承包的如浆砌护岸坝等大型骨干

工程
,

由大 队利用农田建设义务投工和国家的资助款
,

组织社员分段联户承包
,

按工程

量付给合理报酬
。

如 垒干石地埂坝
,

凡达到 1 米高
, 0

.

5米收顶 的标准时
,

每 垒 1 米坝

补 4 元钱
。

目前
,

全大队 72 户中
,

已有 53 户承包 了18 条小流域
,

承包面 积 5 ,
6 26 亩

,

占

到应承包面积 的 7 7
.

5% ; 有 27 户分段承包浆砌顺河护岸坝 1
,

20 0米
,

23 户联合承包垫地 80

亩
。

社员李毛生
,

全家 6 口人
,

1
.

5个劳力
, 1 9 8 2年他除联合 10 户社员承包浆砌 1 18 米 护

岸石坝外
,

还单独承包垒 了20 0米干石地埂坝
。

今年他又联合了 24 个 劳 力 ( 23 户 )
,

专

业承包 了筑坝 1
,

0 00 米
,

垫地 80 亩的工程
。

实行多种形式 的承包后
,

调动了两个积极性
,

大大加快 了治理的速度
。

1 9 7 4一 1 9 8 0

年的 7年间
,

共造沟滩坝地 33 1亩
,

退耕山地 1 ,

32 0亩
,

每年平均造地 47 亩
,

退耕 1 88 亩
。

而

从 1 9 8 1年以来的近 3年就造地 2 90 亩
,

退耕 1 , 0 80 亩
,

每年平均造地 97 亩
,

退耕 36 0亩
,

超过

前 7年平均速度的 1倍 以上
。

尤其在山坡治理上
, 1 9 8 2年全大队就造林 1 ,

25 0亩
,

占 1 0 年

来造林总面积的 60 %
,

造林成活率都在 70 % 以上
。

神堂沟大队的干部
、

群众说
,

现在又

找到了多快好省地治山治水的好形式
,

治理速度将大大加快
。



效果与启示

在过去的 1 0年里
,

神堂沟大队在治山治水方面虽然经过曲折和反复
,

但是他们在生

态与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效益
。

10 年来
,

全大队共修浆砌护河石坝 2 ,

12 0 米
,

垒

地埂干石坝 1
.

3 2万米
,

建设高标准的沟滩坝地 62 0亩
,

每人平均达到 1
.

9亩
。

历年退耕山

坡地 2
,

68 0亩
,

其中还林 2 , 0 62 亩
,

还草 35 0亩
,

零星栽树 2
.

3万株
,

每人平均达到 了 6
.

3

亩林
, 1亩草

,

70 株树
,

还封 山育林育草 2 , 3 28 亩
。

现在
,

全大队治理 面 积 达 到 5 , 3 6 0

亩
,

占到流失总面积的 57 % ,
林草覆盖率由原来的 21 %

,

提 高到 4 6
.

3% 多 泥沙流失量由

过去年平均 4
.

9万吨
,

减 到3
.

2万吨
,

减少了 35 % ; 洪峰减少了43 %
,

基本上控制了洪水

灾害
。

由于林草覆盖率的提高
,

自然生态有了明显好转
,

农
、

林
、

牧
、

副业生产得到全

面迅速发展
。 1 9 8 2年

,

全大队粮食总产量达 3 3万斤
,

比治理前的 1 9 7 3年 翻 了 一 番多
,

每人平均占有粮食达到 1
,

1 00 斤
。

现在
,

全大队有大牲畜 1 72 头
,

每户平均达到 2 头半
,

有羊 1 ,

16 0只
,

每户平均 14
.

5只 , 养猪 78 口 ,

每户平均 1 口
。

1 9 8 2年
,

全大 队农
、

林
、

牧
、

副总收入达到 7 万元
,

比 19 7 3年 的 1
.

4万元增加了 4 倍 ; 每人平均分配收入达到 1 5仓

元
,

比 1 9 73 年的 30 元增长了 4倍
。

1 9 7 3年全大队每人平均欠国家和信用社贷款 92 元
,

到

去年除还清外债外
,

每人平均在信用社存款 30
.

6元
。

还出现户产万斤粮的 5 户
,

户养大

畜 7 头 以上的 5 户
,

户养羊 30 只 以上的 10 户
。

神堂沟是 吕梁山区社 队的缩影
。

在当前大力推广社员以户承包治理小流 域 的 经验

中
,

只要象神堂沟大队那样
,

抓住修地
、

植树
、

拦水
、

筑坝
,

坚持综合治 理
,

连续 治

理
,

我们相信不要很长时间
,

在吕梁山上就会出现千千万万个神堂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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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以通过内部各单元之间的协调
、

转化关系
,

得到根

同的结果 (对环境的反响或输出 )
。

反之
,

如果只靠单一途径
、

独木之桥
,

那就不能使

系统内部结构协调
,

因而也不能从环境中吸取多种丰富的营养
,

提高系统功能
。

胡翅邦

总书记最近在北方早地农业工作会议上关于种树种草
、

发展早作农业的讲话中用
“
反弹

.

琵琶
”
这个生动而形象的比喻

,

从哲学高度概括了改变西北农业面貌的根本途径
,

而且

完全符合系统工程关于开放系统
“
多途径

,

等结局
” 的科学原理

,

这一战略必将为振兴
,

大西北
、

开创早作农业新局面产生深远影响 !

在早作农业生态系统中
,

影响系统功能的生态环境因子关键在于 水
,

这 是 客 观条

件
,

必须充分认识掌握水分在旱作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分布
、

循环
、

平衡关系
,

并正确运

用这些规律
,

使半干早区的有限降水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

但是
,

还应该看到
,

降水的多

少及变化是人们难以改变的
,

因此只从
“ 水 ” 入手

,

单向进攻
, “ 正弹琵琶

” ,

那是收

效甚微的
。

如前所述
,

要适应干早的生态环境
,

提高早作生产水平
,

还必须从
“ 肥 ”

上

找出路
,

下功夫
,

这就 是 “
反弹琵琶

” 的辩正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