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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荒山
、

荒坡与农村经济改革

向 立

( 陕西省水上保持局)

近年来
,

广大农村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

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

取

得了预想不到的成就
,

走完 了农村经济改革的第一步
。

目前厂广大山区
,

户包治理小流域迅速发
了 展

,

出现了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
,

开发荒山
、

荒坡 (包括荒沟
、

荒滩
、

荒沙
、

荒水 ) 的生动局

面
,

促进了农村经济向专业化
、

商品化
、

现代化转变
,

迈开了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中心的农村经济

改革的第二步
。

为了使我们的工作更好地适应当前农村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

本文就治理荒山
、

荒

坡与农村经济改革的关系间题谈儿点意见
。

`
一

、

开发荒山
、

荒坡
,

是农村经济改革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

过去
,

广大农村在小农经济思想束缚下
,

长期处于封建的宗法式的自然经济状态
,

满足于 自

给自足
,

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

农业结构极不合理
。

以陕西省为例
, 1 9 7 9年农业总产值中

,

农业产

值 3 0
.

5亿元
,

占总产值的 72
.

06 % , 林业产值 1
.

8亿元
,

占4
.

31 % , 牧业产值 4
.

8亿元
,

占1 1
.

36 %

( 1 9 5 0年占 22
.

2 6% ) ;
副业产值 5

.

2亿元
,

占 22
.

2 2% ( 2 9 5 0年占2 5
.

6 3% ) ; 渔业产值仅 2 0 0 万

, 元
,

占0
.

06 %
。

长期来
,

在抓以粮为纲的种植业的同时
,

没有很好重视发展林
、

牧
、

副
、

渔业
,

牧
、

副业的比重还较解放初有所下降
。

由于农业结构不合理
,

造成了单产低
、

产值低
、

劳动生产率低
、

商品率低等问题
,

直接影响

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

1 9 7 9年
,

全省农
、

林
、

牧业平均每亩产值仅为 1 6
.

59 元
,

其中农亚亩 产 值 53

元
,

林业亩产值 2
.

1元
,

牧业亩产值 4
.

35 元
。

陕北地区农
、

林
、

牧业每亩产值仅 5
.

6元
,

其中农业

亩产值 22
.

45 元
,

林业亩产值 2
.

76 元
,

牧业亩产值 1
.

23 元
。

实际上
,

大量的荒山
、

荒 坡
、

荒 沟
、

荒

滩
、

荒沙
,

长期处于似利用非利用的 自然状态
。

说利用了
,

好象成年在荒芜着
,

生产不了多少东

西 ; 说没有利用吧
,

好象还有几只羊
,

还有人成年在那里挖山种地
。

这就造成水土流失的加重
,

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

当然
,

在农村的合作体制改革尚未走完第一步
,

农民的劳动所得和劳动成果还没有很好结合

起来
,

他们还没有真正取得改革 自然的主人翁地位之前
,

要想进行农村的产业改革
,

也是很难办

到的事
。

1 9 8 0年以来
,

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
,

各地在调整农村产业 结构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

省

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

压缩了粮食作物面积
,

扩大了经济作物
。

特别是把近百 万亩分散
、

低产

棉田调整到 了最佳地区
,

扩大了油菜种植面积
,

取得了摊滩成称
。

粮
、

棉
、

油产量
,

均有较大发

展
,

初步达到了 自给有余
。

特别是水土流失严剪的萝北地因三黝握大
:
延安地区 1 9 8 3年粮食总产

达 12
.

7亿斤
,

比 1 9 4 9年增长 2
.

7倍
;
榆林地区粮食:份产达 1伙翩恳T产

,

比 1 9 4 9年增长 1
.

9倍
。

这两个



地区
,

有 9个县每人平均产粮 8 00 斤
, 3 个县每人平均 1 , 0 00 斤粮

,

20 个县每户平 均 达 到 9亩 林

草 , 还涌现出了一批农
、

林
、

牧业的专业户
,

仅万斤粮的专业户就达 3 , 。00 多户
。

19 8 3年农 民 每

人平均纯收入 2 7 2
。

8元
,

居全省首位
。

但是
,

从大农业的结构来看
,

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

除了林业有所发展外
,

牧
、

副
、

渔业

等没有大的突破外
.

与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
、

林
、

牧
、

副
、

渔全面发展
,

农
、

工
、

商综合经营的要求
,

与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
“
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

、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
的改革

任务
,

差距还很大
。

象畜牧业近年来前进的步伐就不大
,

生产水平低
,

效益差
,

奶 山羊平均年产

奶仅 37 0多斤
,

每只 肉羊年收入仅十几元
。

去年上半年全 省 羊下降 13
.

5%
,

主要产羊地的延安
、

榆林
,

羊只分别下 降2 0
.

7%和 17
.

3 %
。

渭南地区的马
、

骡
、

猪
、

羊和肉类总产和牛奶均普遍下 降
。

吴

旗县五十年代
,

全县有羊 20 多万只
,

每只羊出肉20 多斤
,

现在全县仅有羊 15 万多只
,

每只羊出肉

功至 12 斤 (吴旗县人民政府 1 9 8 4年 73 号文反映 )
,

相当于一两只 良种兔或鸡的产肉量
。

府谷县各

类牲畜每年需消耗 13 亿斤饲草
,

但 由于人工草场不足
,

天然草场产草低
,

加上作物秸秆
、

树叶
,

每年产草只有 1 1
.

1亿斤
,

差 3 亿斤
,

超载 3
.

2万个畜 ( 绵羊 ) 单位
,

因而羊只逐年下降 , 1 9 8 0年

该县有羊 2 0
.

5万只
, 1 9 8 3年下降到 19 万只

,

去年下降到 15 万只
。

陕南地区
,

久负盛名的西镇牛
、

平

利牛
、

狗头羊
,

这几年来不仅发展缓慢
,

而且严重退化
。

陕北近年来的粮食确实增加不少
,

能多余一年的 口粮
,

但也应作一点具体的分析
。

粮食增产

主要是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果
,

是政策的威力
,

是老天爷的帮忙
,

不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的变化
,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

还是靠的广种薄收
,

靠开荒扩大种植面积
。

这种旧的作法
,

正是农

村产业改革巫待解决的问题
。

各地事实说明
,

当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
,

如果不适时地把这种积极性从单一粮

食生产引向农
、

林
、

牧
、

副
、

渔全面发展
,

农
、

工
、

商综合经营的广阔道路上去
,

就会导致更严重

的开荒
。

其结果
,

必然造成对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

这类的事例各地都有
。

目前
,

农村经济改革 已迈入了新的历程
,

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
,

要实行产业改革
,

发展商品

生产
,

为实现农业翻番创造条件
。

如果再不从过去每人平均 2 亩多耕地的小圈子里解脱 出来
,

面

向大面积的荒 山
、

荒坡
,

显然是不行的了
。

改革的形势
,

迫使我们去开辟新的生产门路
,

把农村

剩余的劳力和资金运用到开发性生产上去
。

二
、

正确认识和对待自然优势

农村经济改革的 目的之一
,

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把 自然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
。

优势

和劣势是相对而言的
,

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当然不是所有的自然条件都可以通过人

为的因素去改变 )
,

有 了这种认识
,

对经济改革很有好处
。

从统计数字上看
,

陕西省还有 1 亿亩左右的牧荒地 ( 占总面积的 1 / 3 ,

陕北丘陵区约占一半

左右 )
。

对于这样大的土地面积
,

过去一般都没有很好利用
,

或者说利用得极不合理
。

这类土地
,

如果单纯用于种植粮食作物
,

条件的确不好
,

因为大都是些荒山荒滩
、

陡坡烂岔
,

种粮食作物不仅单产低
,

还会导致更严重的水土流失
。

但是
,

如果经过治理改造
,

因地制宜地种

草种树
,

发展林牧业
,

不仅经济效益大
,

也会极大改善生态环境
。

陕西省各地的土壤本来是很肥

沃的
,

特别是陕北高原上丰厚的黄土
,

据专家的考证
,

是近 2 00 万年来的风成堆积物和古代
、

近

代的淤积物
,

主要由石英
、

长石和云母等粉状物组成
,

富集钾
、

钠
、

钙等元素
,

对于发展生产
,

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了
。

但是
,

由于利用不合理和严重的水土流失
,

土壤越来越瘩薄
。

全省



约有4 ,

1 5 4万亩耕地的速效磷含量小于 10P p m
,

占总耕地面积 71
.

4%
。

延安
、

榆林
、

汉中
、

安 康

地区缺磷耕地面积占 80 % 以上
,

优势在向劣势转化
。

从现有的耕地利用来看
,

全省 5
,

6 38 万亩耕地中
,

还有 8 3 4
.

9万亩 25
。

以上的陡坡地 (其中陕

南 3 99
.

19 万亩
,

关中5 4
.

9 8万亩
,

陕北 3 8 0
.

7 3万亩 )
,

根据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规定应该退耕还

林还牧
。

但是近年来
,

除了一些先进典型和专业户开始退耕陡坡地外
,

大部地 区还在那里种植粮

食 , 特别是陕北
,

开荒种地一直没有很好解决
。

这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土地优势
。

陕西省水资源分布不均
;
黄土高原地区水少地多

,

十年九旱 ; 秦 巴山区水多地少
,

洪灾连年

发生
。

这是不利的条件
。

但这种条件也不是完全不可抗逆的
。

影响降雨量的大气循环
,

是人力难

以控制的
,

但是广种林草
,

改善小气候
,

建立雨水小循环系统
,

加强局部降雨量
,

是人力可以控

制的
,

可以变劣势为优势
。

这 已为各地林区和非林区气象
、

径流观测资料所证实
。

相反
,

同样的

土地条件
,

甚至植被很好的地方
,

如果我们生产利用的方向不对头
,

·

或者乱伐滥牧
,

不仅直接破

坏了植被
,

还会恶化气候
,

枯竭水源
,

把 自然优势变成劣势
。

这在陕北
、

陕南山区不乏其例
。

全省的光热资源好
,

特别是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条件更好
。

光的总辐射量在 1 25 一 1 40 千卡 /平

方厘米
,

总日照时数为 2
,

7 50 一 2 ,

90 叼
、
时

,

日照百分率为 55 一 57 %
。

热量也很充足
,

大部地区 》

10 ℃年积温在 3, 00 0一 3
,

90 0 ℃
。

这样的条件
,

完全可以满足农作物和树木
、

草类的生长
。

据专家

们根据这些自然优势的潜在生产力计算分析得知
,

只要控制了水土流失
,

改善了水肥条件
,

粮食

亩产可达 50 0斤以上 , 树木
、

草类对光热的利用率更高
,

其能量转化和经济效益更优于农作 物
。

但实际上由于全省各地的水土流失严重
,

削弱了地力
,

加之肥料跟不上
,

大面积的荒 山
、

荒坡又

缺少绿色植物
,

使光热优势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

这就优而不优了
。

省内动植物资源也是很丰富的
,

有野生兽类 140 种
、

鸟类 3 60 类
、

两栖 类 60 多种
,

野生植 物

4
,

80 。多种
,

野生药材 77 4种
,

其中不少种类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发展前途
。

例如大熊猫
、

金

丝猴
、

羚牛
、

朱黔等珍贵动物在世界上都稀有
, 生漆

、

核桃等产量和商品质量均居全国首位
,

如平

利的
“
牛王牌

” 生漆
,

历史悠久
,

闻名中外
; 还有驰名中外的珍贵药材

,

如杜仲
、

天麻
、

黄连
、

山芋肉
、

赓香
、

熊胆
、

豹骨等等
,

特别是秦巴山区有
“ 生物基因库

” 、 “ 天然药库
” 之称

。

这些均

为很好的 自然优势
。

然而
,

它们大都随着天然森林植被生态的恶化而受到影响
。

例如占全省林地

面积 90 % 以上的
“ 五大林区

” (黄龙山
、

乔 山
、

关山
、

秦岭
、

巴山 )
,

林缘线普遍后退
,

有的达

数十公里
,

川道两岸和浅山
、

近 山区已无好的林木
。

据宁西
、

宁东
、

太白三个林业局对利用经营

;区调查情况看
,

森林资源已退向深山陡坡
,

其中36
“

以上陡坡森林面积 占总面积的 6 8
.

8%
,

蓄积

量 占总蓄积量的 69
.

7 %
,

采运
、

更新困难
。

从各林区来看
,

普遍存在林分质量减退
,

森林生长率

低
、

采伐过量
、

浪费严重等间题
,
还没有根本解决

。

全省每年因烧柴
、

烧木炭
、

毁林开荒
、

山林

火灾等损失量达 28 0万立方米
,

为采伐量的 2
.

3倍 , 因病虫害和采伐造成的枯损量为 2 44 万立方米
,

为采伐量的两倍
。

再加上各地乱砍滥伐树木
,

致使许多宝贵的动
、

植物越来越少
,

有的已濒于绝

灭
。

近年来
,

各级领导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

解决了不少间题
,

一些县
、

乡的情况有了很大好

转
。

但是从整个面上看
,

过去掠夺式的生产方法还没有明显改变
。

仅秦 巴山区
,

每年开展林特产

经营所消耗的自然资源价值约 5 ,

00 。万元
,

而 收入不过 l , 0 00 万元
。

如仅生产木耳一项就消耗木材

约 2 0
.

4万立方米
,
价值约 2 , 0 00 万元

,

而木耳收入仅 4 00 万元
。

这样下去
,

自然优势就逐步走向反

面
。

各地事实说明
,

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产业结构改革的方向
。

按 自然规律办事
,

适时

调整产业结构
,

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
,

就能充分发挥自然优势
,

还可 以转化 劣 势 为 优



势
,

变自然优势为商品优势
。

相反
,

让过去掠夺式的生产方式任意发展下去
,

由于自然界对人类

活动的反馈作用
,

就会带来无穷的灾难
,

直致威胁人类的生存
。

三
、

治理是开发利用的基础

陕西省地跨黄河
、

长江两大流域
。

占全省总面积 2 / 3 的黄河流域
,

属西北黄土高原的一部分
。

由于黄土高原源面的严重侵蚀
, 除一小部分河谷

、

川道地区比较平坦外
,

大部为千沟万壑
,

支离

破碎
。

从各地调查
、

实测资料看
, 一
沟壑割裂度 (沟谷面积与总面积之比 ) 一般在 40 一80 %

,

就是

说大部地貌呈沟坡状态 , 占全省 1 / 3面积的长江流域
,

为土石山区
,

其特点是 ,’j 、 山 一 水 一 分

田 ” ,

山大沟深
,

平地更少
。

所以
,

从全省来看
,

70 % 以上面积为山源坡地
。

由于山源面积大
,

水土流失非常严重
。

黄河流域每年流走表土达 16 亿吨 (其中陕 西 省 占一

半 )
,

冲走表土厚度可达 1厘米
。

据黄委会估算
, 16 亿吨表土 中

,

含氮
、

磷
、

钾养分 4
,

2 00 万吨
,

含有效态微量元素折合微肥 70
,

00 。吨
。

其中仅氮肥 ( 3 4 4一 6 4 5万吨
,
相当于硫按 l , 了20 一 3 , 2 25 万

吨
,

利用率按 1 / 3 计 ) 损失
,

造成减产粮食就达 1 ,

40 2一 2 , 6 21 万吨
。

据有关科研单位研究得知
,

由于大量与生命有关的微量元素的流失
,

给一些地方的人畜带来了疾病
,

直接影响到人体健康租

生产力下降
。

大面积的荒 山
、

荒坡
,

是 由于长期破坏林木
、

反复农垦
、

过度利用而造成 的
,

其 特 点 是
:

1
、

地面坡度大
,

沟壑多
,

起伏不平
,

或石多土薄
, 2

、

由于过度利用
,

植被更新速度慢
,

坡面

多为稀疏低矮的野草和灌丛
,

经济价值低 , 3
、

长期缺乏治理和保护措施
,

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

4
、

一般离居民点较远
,

改造利用不便
。

目前
,

最突出的问题是只利用不治理不保护
,

利用超过

了环境资源负荷的能力和资源更新速度
,

水土流失严重
,

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还在继续发展
。

据

西北水保所用不 同时期航片对照分析得知
,

陕北杳子河流域大量破坏植被是近 30 一 60 年间的事
,

特别是近 20 年开荒种地
,

使一 些流域植被度减少 95 %
。

从水土流失的规律来看
,

各地测验资料证明
,

沟谷山坡地
,

是产生径流
、

泥沙的主要基地
。

每逢大雨
,

不规则的坡面
,

极 易产生集中的径流
,

形成各种侵蚀沟的严重冲刷
,

沟头迅速溯源而

上
,

沟底下切
,

沟岸扩张
。

据 中国科学院北京地理研究所在延安杳子河流域调查
,

用 1 9 5 8和 1 9 78 年

两期航片对比分析
,

沟头前进的速度
,

平均每年。
.

83 米
,

最大达 4
.

1米
; 谷坡扩展速度

,

每 年 为

0
.

56 米
,

最大为 1
.

6米
。

这样毛渠变支沟
,

支沟变大沟
,

不断蚕食切割地面
,

接着还要 发 生沟岸

崩塌
、

滑坡
、

泻溜等重力侵蚀现象
,

耕地 日益缩小
,

把平整源面变成了沟壑
。

陕南土石山区
,

由

于山高坡陡土薄
,

往往一场洪水把表土全部冲光
,

多少个世纪形成的一点表土
,

却 毁 于 一 场洪

水
。

据调查
,

商洛地区 1 9 8 2年因水土流失而废弃土地 7 ,

85 6亩 , 1 9 8 3年 16 万亩耕地的表土又 被 冲

光
。

全 区已有 8 00 一 9 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寸草不生的裸露石山 ; 1 9 8 4年的 水 土 流 失亦很严

重
。

胡耀邦同志去年视察河北唐县时说
: “ 现在山上有点土

,

还可栽树
,

如果把土冲光了
,

将来

想栽也栽不成了
” 。

情况非常清楚
,

要开发利用荒山
、

荒坡
,

必先进行全面治理
。

治理的 目的
,

是为了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

使自然资源有恢复更新的可能
,

彻底改变生

态恶性循环的局面
,

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打好基础
。

治理的原则
:
第一

、

通过各项工程措施
,

减缓

地面坡度
,

增加地面拦截雨水的能力
,

例如修反坡梯田
、

水平沟
、

鱼鳞坑等
,

尽可能地把天上的

降雨就地拦蓄在坡地上
,

这样既可以减少对坡面的冲刷
,

又可利用雨水
,
为发展 生 产 服 务

;
第

二
、

种草种树
,

增加坡面植被覆盖度
,

最好先种豆科牧草
,

草灌结合
,

改变了立地条件后
,

再种

乔木
,

乔灌草结合
。

各地经验证明
,

这样能尽快取得最佳水土保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加强荒 山
、

荒坡的治理
,

从保持水土的角度上看
,

就可 以把径流
、

泥沙全部或大 部 就 地 控

制
、

拦蓄在坡地里
,

再加上沟壑工程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水土流失问题
。

从经济效益上看
,

治好荒

山
、

荒坡
,

就能为发展林
、

牧
、

副业和多种经营开辟广阔的新天地
,

为发展商品生产打下雄厚的

物资基础
。

目前
,

陕北不少地方
,

荒山
、

荒坡年产鲜草只有几十斤至几百斤
,

十几亩到立十亩牧

荒地才能养活一只羊
。

治理后一两亩地就可养一只羊
,

每亩产值将会由现在的几元逐步增加到几十

元
、

几百元
、

几千元
,

向全国最高亩产值 1
.

6万元 (农业产值 ) 奋斗
。

从生态效益上看
,

更 具 有明

显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

所以
,

要开发利用荒山
、

荒坡
,

必须先进行治理
,

治理和 开 发 相 结

合
。

四
、

户包治理小流域是治理荒山
、

荒坡的好办法

各地经验证明
,

户包治理小流域是一种多快好省的办法
。

自然小流域是 由荒山
、

荒坡等组成
·

的
,

千万条小流域又是构成无数条中流域和大流域的基本单元
。

一条一条流域的治 理
,

由小到

大
,

由少到多
,

分进合击
,

最后就可达到全面治理
。

陕西省的户包小流域治理发展迅速
。

1 9 8 3年全省的承包户还不足 10 万户
,

承包小流 域 4
.

1 万

条
,

面积 35 3万亩 ; 1 9 8 4年承包户已发展到 1 00 多万户
,

承包小流域达 11 万多条
,

承包 面 积 1
,

765

万亩
。

承包户比前一年增加 了近 10 倍
,

同时还涌现出一批承包大户
。

例如
,

榆林地 区承包户中
,

百亩以上的大户达 2 万多户
,

千亩 以上的大户达 5 00 多户
。

在治理形式上也多种多 样
。

许 多承包

户在治理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向综合开发 利用
、

发展商品生产转化
,

小树园
、

小果园
、

小苗圃
、

小

牧场等在各地出现了
,

冲破 了过去单纯修地
、

栽树
、

种庄稼的传统生产模式
,

以较快的速度向专

业化
、

商品化
、

现代化发展
。

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一般都高出当地农民儿倍到十几倍
,

千元户
、

万元户不断涌现
。

省府按地区分别要求
,

至迟到明年底把凡能承包的小流域全部承包到户
。

户包治理的出现和迅速发展
,

突破 了过去长期形成的
“
国家出钱

,

农民修田
”
的传统作法

,

解决和基本解决了过去在治理 中没有解决的一些间题
,

如治理与管护
、

投资与收 益
、

质 量 与 速

度
、

投入与产出
、

长远建设与当前利益
、

水保效益与经济效益
、

劳动所得与劳动成果等互相脱节
,

或互相矛盾的问题
。

其明显的特点是治理速度快
。

只要承包落实到户
,

一般两三年就可治完
,

治

理质量好
,

三五年就可见效
。

由于和群众切身利益结合
,

都想按标准治好
,

加强了管理
。

许多承

包户基本上成天守着地畔
,

一发现间题就及时处理
,

群众舍得投资
、

投劳
,

经济效益显著
。

一般

都注意了以短养长
,

长短结合
,

年年有发展
。

在治理中
,

承包户一般都是全家老少一齐上
,

天晴

下雨不停工
,

有的还请帮工雇短工
,

把过去多年积存下来的钱都用在治理上了
。

这就把农村剩余

!的劳力和资金引向了开发性生产
。

五
、

在治理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近年来
,

全国开展了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为主要形式的治理荒山
、

荒坡活动
,

各地群众在规

划上
、

保证质量上
、

措施配置上
、

施工方法上
、

种草种树的技术上
、

提高经济效益上等方面
,

都

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
。

但据调查
,

在工作中也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间题
,

我认为
:

1
、

应继续解决
“
见山愁

” 的畏难情绪
。

一些地方的干部和群众认为
,

农民承包农耕地还可

以
,

承包荒山是
“ 老虎吃天

” ,

没法下爪
。

面对大面积的荒 山
、

荒坡缺乏信心
。

应加强教育
,

解
_

放思 想
。

2
、

一些地方对进一步放宽政策
,

还只停留在口头上
,

没有根据中央的精神
,

结合自己的实



际情况
,

订上几条具体政策
,

落实到承包户
。

各地应该尽快把这一课补上
。

3
、

有人怕治理不好荒山
、

荒坡
,

反而破坏了原来的植被
。

在荒坡上修反坡梯田等工程
,

难

免要伤害一些原来的野草
,

但从总的效益和发展前途上看
,

都是有好处的
,

只要按标准要求
,

坚

持治理下去
,

肯定比原来的稀疏荒草坡要强的多
。

所以
,

这种顾虑没有必要
。

4
、

对于承包规模大小的问题
,
要根据承包户自己的力量和实际情况来定

,

不要为了占地
,

盲 目追求流域面积越大越好
。

太大了
,

力量赶不上去
,

治不好就不会有好的收益
。

5
、

在经费扶持上
,

以奖励的形式比较好
。

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精神
,

以群众自筹资金 为

主
。

不宜补助过多
,

避免造成变相的
“ 国家出钱

,

群众种田
” 的作法

。

6
、

各地治理的质量标准
,

确实比过去有很大提高
,

但真正按标准要求来衡量
,

质量上存在

的问题还不少
。

所 以在治理中
,

一定要把搞好规划
,

提高质量
, 严格把好质量关作为中心任务来

抓
,

一抓到底
。

7
、

不少地方
,

去年的基本农田任务完成较差
。

各地在大抓种草种树
,

治理荒山
、

荒坡的同

时
,

绝对不能放松基本农田的建设和管护
,

也只有搞好了基本农田
,

多打了粮食
,

才能为退耕陡

坡
、

治理荒山创造条件
。

8
、

承包大户的不断涌现
,
荒山

、

荒坡相对地向治理能手集中
,

这是户包治理发展的必然趋

势
,

有关单位和部门应持积极的态度和优惠的政策给以扶持
,

做好服务工作
。

9
、

一定要坚持按小流域治理
。

有些地
、

县在治理中
,

不强调按 自然小流域 (大面积荒沙
、

荒滩可 以按地块进行承包 ) 进行综合治理
,

这就不能发挥小流域治理的优越性
,

就会给规划上
、

治理上带来一些困难
,

影响治理速度和成效的提高
。

所 以还是提倡按小流域治理为好
。

10 、

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

有人说户包治理两三年就解决间题了 ! 实质上
,

这是指的把

有关治理措施初步摆上去了
,

但要巩固
、

提高
、

发展直至逐步增加效益
,

还要作大量工作
。

应该

看到 自然资源的脆弱性和水土流失的反复性
,
靠一次治理是不行的

。

没有 长期作战的思想就会被

动
,

甚至前功尽弃
。

结 束 语

1
、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
,

农民强烈要求广开生产门路
,

发财致富
。

必定要突破长

期形成的以种植粮食为主的种植业的小圈子
,

调整不合理的农业经济结构
,

把多余的劳力和
.

资金

用于开发性生产
,

现在也有条件进行这种调整
。

2
、

开发性生产
,

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对待自然优势的问题
。

自然优势
,

可 以永续利用
,

但秘

用不 当
,

也可以变为劣势
。

相反
,

一些 自然劣势
,

通过改造
,

也可转化为优势
。

3
、

开发性生产的主要场所
,
是大面积的荒山

、

荒坡
、

荒沟
、

荒滩
、

荒沙
、

荒水等
。

要开发

利用
,

必先进行治理
,

制止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

,

为开发利用创造条件
。

4
、

从当前来看
,

户包治理小流域是治理荒山
、
荒坡的好办法

,

应大力提倡推广
,

并应注意

研究解决治理中出现的新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