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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在 《水土保持通报》 1 98 3年第 1期
“ `

生态户
’

是科学技术面向农业振兴的途径” 一

文中报导了
“ 生态户

”
试验第一年的结果

。

本文简要介绍
“
生态户

”
试验第二年 ( 1 98 3年 )的新

进展
。

8 1 9 3年的
“
生态户

”
试验

,

是在 1 9 8 2年试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 “ 生态户

” 的基本情 况
,

对
“
生态户

.

” 的要求和
“ 生态户 ” 所签订的合同内容

,

均与 1 9 8 2年基本相同
。

1 9 8 3年的
“ 生态户

” 试验
,

比 1 9 8 2年有 以下三方面的新进展
。

一
、

继续进行退耕

5 户
“ 生态户

”
在 1 9 8 2年退耕 4 9

.

5亩的基础上
, 1 9 8 3年又退耕 44

.

6亩
, 2 年累计每人平均退

耕 2
.

5亩以上
,

占总耕地面积 37 %
。

退耕了这样多的土地
,

是否影响了粮食的产量呢 ? 实事是 不

仅没有影响
,

而且每人平均生产粮还有明显的提高 (表 1 )
。

从表 1 数据可以看 出
,

农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
,

但粮食总产却不断提高
,

每人平均 占有粮亦

不断增加
。

粮食增产的原因是单位面积产量有较大提高
。

如 1 9 8 3 年比 1 9 8 2 年亩产粮食净增 90
.

1

斤
,

增产 5 8
。
3%

。

表 1 1 9 8 2一 1 9 8 3年各生态户播种面积和产 t 的比较

… : 。 8 : 年 { 1 。 8 3 年1 9 8 8 年

均产平亩产食总粮积地耕农面积耕户 主 姓 名 每人平退
均农耕 {面

地 (亩 ) (亩 ) (亩 ) (斤 ) (斤 )

每人平均
生产粮食

(斤 )

每人平
均农耕
地 (亩 )

平产食)人生斤每均粮(
均产)

斤

平亩(食产)

斤

粮总(地积)耕亩面农̀积耕豹渊耐摘

2 1
。
5 } 6

,
8 0 0 } 3 1 6

。
3 1

,

1 33 3
。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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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 4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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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2
。

5 6
。
5 6

1
,

56 4

6

1 1
.

5

3 0
。

4 6
-

4
,
0 0 0 2 6

.

1 4
,

2 9 0 4
。
3 5

9
,

13 0 33
。

3

15 9
。

9

13
,
0 8 5 3

一
0 2

5!2 0 4 3 1
,
6 3 6 3 9

,
1 35

1
,

1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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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0 8 7 4

一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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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单产能继续而明显的提高呢 ? 原因有三
:

一是两法种田 (J 11地羞沟种植和山地水平沟种植 )面积显着扩大
。 1 9 8 1年两法种田面积 37 亩

,

占当年总耕地面积 2 54 亩的 1 4
。

6% ; 1 9 8 2年两法种田面积扩大到 1 0 2
。
5亩

,

占全年播种面积 2 0 4。 5亩

的 5 0
.

1% ; 1 9 8 3年两法种田面积为 1 0 9
.

4亩
,

占全年播种面积 1 5 9 . 9亩的 6 8。 4%
,

超过了 2 / 3
。

二是有机肥施 t 增加
。

1 9 8 1年亩施有机肥 4 17 斤 ; 1 9 82年亩施有机肥提高到 7 58 斤
,

比 1 9 8 1年

亩净增 341 斤
,

提高 8 1
。
8% ; 1 9 8 3年亩施有机肥又提高到 9 56 斤

,

比 1 9 8 2年每亩又净增 19 8斤
,

提

高 2 6
.

1%
,

比 1 9 5 1年亩净增 5 3 9斤
,

提高 12 9
。
3%

。

三是亩施化肥皿虽无明显增加
,

但提高了旗肥的施 t
。

1 9 8 1年平均亩施化肥7 。 3斤
,

没 有 磷

肥 ; 1 9 82年亩施化肥提高到2 7
。

1斤
,

其中亩施磷肥仅 2
。

9斤 ; 1 9 8 3年亩施化肥稳定在 2 3
.

9斤
,

但

其中亩施磷肥提高到 1 2
。

5斤
,

占亩施化肥总量的 5 2
。
3%

,

是 1 9 82年亩施磷肥量的 4
.

3倍
。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 5 户

“
生态户

”
由于种种原因

,

发展很不平衡
,

以表 1 中的 1 9 8 3年

数据为例
:

每人平均农耕地少者 3
.

02 亩
,

多者 6
。

56 亩 ;
每人平均生产粮食少者 71 5斤

,

高者 1
, 5 64

斤 ; 平均亩产少者 1 36 斤
,

高者 39 2
.

9斤
。

这说明
,

进一步提高
“
生态户

” 的科学种田水平
,

还是大

有潜力可挖的
。

二
、

狠抓种草种树

5 户
“ 生态户

” 1 9 8 2和 1 9 8 3两年退耕农地 9 4
。

1亩
,

全部种草种树
。

2 年累计种草 5 7 。
1亩

,

种

树 37 亩
,

每人平均种草 1
.

59 亩
,

种树 1
.

“ 亩
。

1 9 8 3年与 1 9 8 2年相 比
,

有 以下的特点
:

一是种草面积大幅度提高
。

1 9 8 2年种草 17 亩
,

每人平均 0
.

49 亩
,

人工种草面积占退耕面积的

34
.

5% ; 1 9 5 3年种草4 0
.

1亩
,

比 1 9 5 2年净增 2 3
.

x亩
,

每人平均达 1
。 i 亩

,

比 2 9 8 2年提高 i 倍还多
,

人工种草面积占退耕地面积达 89
.

9%
。

二是在进一步增加首摘播种面积的同时
,

狠抓了草木梅的播种面积
。

1 9 8 2年种首楷 1 6
。
5亩

,

飞9 8 3年又继续扩种首楷 2 1
.

5亩
, 2 年累计种首楷 38 亩

,

每人平均 1
.

0 5亩
。 1 9 8 2年未种草木稗

,

1 9 8 3

年新种草木杯 1 6
.

1亩
。

三是在种树中粉盖发展经济林
。

1 9 8 2年仅种经济林 0
.

5亩
,

每户平均 0
.

1亩 ; 1 9 8 3年扩种经济

林 4
.

5亩
,

每户平均 0
。
9亩

。
2 年累计户均经济林 1 亩

。

三
、

发展多种经营

为了解决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广大农民群众的用钱间题
,

在粮食生产基本达到自给以后 (每

人平均 8 00 斤左右即可 )
,

就要千方百计地发展多种经营
。

只有发展多种经营
,

才能提高 经 济效

益
,

才能固巩和稳定种草种树的面积
,

彻底根除乱开荒
,

才能充分利用由于大面积退耕后 的剩余劳

力
,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
。

依据这样的认识
, 1 9 8 3年我们在大面积退耕种

草种树的同时
,

狠抓了这些
“
生态户

” 的多种经营
。

与 1 9 8 2年相比
, 1 9 8 3年在多种经营方面主要有以下的新进展

。

一是大抓养羊
,

特别注惫增加纬羊
,

减少山羊
,

大力发展细毛羊
。

1 9 8 2年 5 户
“ 生态户

”
共

养羊 66 只
,

每人平均 l 。 8只
。

其中山羊 38 只
,

占总羊数的 5 7
.

6% , 绵羊 28 只
,

占 4 2
。
4%

。 1 9 8 3年

共养羊 8 5只
,

净增 19 只
,

提高 2 8
。
7%

,

每人平均 2
.

3只
。

其中山羊 24 只
,

占总羊数的 2 8
.

2 % ,
绵

羊 37 只
,

占4 3
.

6% , 新增加细毛羊 24 只
,

占2 8
。
2%

。

绵羊和细毛羊合计已超过了一半以上
。

二是大抓养鸡
,

粉贡发晨来航鸡
,

并提倡栏养
。

1 9 8 2年 5 户
“ 生态户

”
共养鸡 50 只

,

每人平



飞播作业中的信号和质量检查工作

黄 旭

(中国
〔

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造林种草用飞机播种时
, 飞机是按地面给予的信号飞行的

。

信号人员能否及时
、

准确
、

明显地

给出信号
,

是影响飞播质量的重要技术环节
。

飞播作业时除有一般信号人员外
,

播 区地面还需有

检查人员
,

以便了解飞播质量 (播种均匀度和成苗面积 )
,

使飞机按设计要求进行播种
。

因此
,

为了提高飞播质量
,

在飞播作业中做好信号和质量检查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

一
、

信号人员选择及培训

(一 ) 原 llR 在不同类型区进行飞播
,

当需要设置 2 个以上的播区时
,

地面信号人员一般

不在先进行飞播 的播 区范围内抽调
,

而应在后进行飞播的播区范围内选拔
。

现场培训则无疑要在

先开始飞播的播区进行
。

这样做可以减轻后勤食宿和交通负担
;

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支出
,

方便信

号人员安全离队
。

(二 ) 条件 地面信号人员应选用目明耳聪
、

手脚勤快
、

头脑反应灵活并具备正确记数和

报数能力的青壮年 20 名左右 (信号旗 4 人
,

接种布 10 一 12 人
,

播幅丈量 2 人
,

记录 1 人
,

对讲机

兼指挥 1 人 )
。

均 1。 4只
,

全为土种鸡 , 19 8 3年共养鸡 1 20 只
,

每人平均超过 3 只
,

其中来航鸡 55 只
。

三是由于大面积退耕农地
,

为搞其它 .lj 业提供了一定的劳动力
,

利用农闲时间发展了一些其

它副业

由于狠抓了多种经营
, 5 户

“
生态户

”
在农业收入稳固提高的同时

,

牧业和副业收入则增加

更为显著
。

1 9 8 1年 5 户 “ 生态户
”
农业总收入 (指粮食折价的金额 ) 3 ,

16 5
。
9元

,

牧 业 收 入 33 5

元
,

副业收入 8 50 元
,

每人平均收入现金 (不包括农业收入 ) 32
。
9元

。
1 9 8 2年农 业 收入 4

,

7 4 5
.

4

元
,

比 i , 5 1年净增 i
, 5 7 9

.

5元
,

提高 4 9
。
9% , 牧业收入 5 5 5元

,

比 1 9 5 2年净增 2 2 3元
,

提高 6 6
.

6% ,

副业收入 860 元
,

比 1 9 8 1年仅增加 10 元
,

每人平均收入现金 4 3
。
8元

,

比 1 9 8 1年净增 1 0
.

9 元
,

提高

3 3%
。

1 9 5 3年农业收入 5 , 5 7 0 。 3元
,

比 1 9 5 2年净增 1
,

1 2 4
.

9元
,

提高 2 3
。
7% ; 比 1 9 5 1年净增 2 , 7 0 4

.

4

元
,

提高 5 5
。
4%

。

牧业收入 5 1 6元
,

比 1 9 8 2年净增 2 5 8元
,

提高 4 6
.

2% ; 比 1 9 8 1年净增 4 8 1 元
,

提

高 1 4 3
.

5%
。

副业收入 i
, 5 0 0元

,

比 1 9 5 2年净增 9 4 0元
,

提高 1 0 9
.

3% , 比 1 9 8 1年净增 9 5 0 元
,

提高

1 1 1
.

7%
。

每人平均收入现金 7 2
。
6元

,

比 1 9 8 2年净增 2 8
.

8元
,

提高 6 5
.

7% , 比 1 9 8 1年净增 3 9
.

7元
,

提高 12 0
。
6%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
,

为了进一步扩大
“
生态户

”
试验的效果

,

在今后的工作中
,

应该进一

步稳定粮田面积
,

继续提高单产 ; 提高人工草地的产草量
,

尽快发展养殖业 , 大力发展经济林
,

争取林草获得收益 , 广开门路发展多种经营
,

提高现金收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