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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中间试验的特点
、

启示和设想

茶坊课题组

(中国科学 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和陕西省

安塞县 人民政府
,

于 1 9 8 2年与陕西省科学技术

委员会签订的
“
陕北黄土丘陵区水土保持

、

农

林牧综合治理中间试验
”
专项合同

,

今年即将

期满
。

1 9 8 4年 8 月初在现场召开了预备验收会

议
。

通过两年多来执行合同的实践和成效
,

使我

们从这一水土保持中间试验的特点中
,

受到一

些启示
,

有了几点设想
。

特 点

水土保持中间试验不 同于专题研 究的重要

之点
,

在于明确地提出要实现和验证已有的科

研成果
,

并做出较大面积的示范
,

因而这样的

中间试验就要求具有生产性
、

示范 性 和 科 学

性
。

生产性和示范性体现在要做出较大面积的

水土保持
、

农林牧综合治理的示范区 , 而科学

性则要求通过科学实验
,

最终拿出较为完整的
、

有实用价值的水土保持科学试验成果
,

不仅要

知其然
,

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

这也就是本试验

与黄土高原生产治理典型的不同之点
。

水土保持科学试验是一项周期长
,

综合性

和群众性都很强的试验
,

任务艰巨
,

实验条件

差
,

群众的经济力量薄弱
,

同时还涉及国家投

资与集体或农户的经济关系
、

科研单位与地方

政府部门的关系等问题
。

我们正是在这种条件

下进行中间试验的
。

首先
,

科研
“
合同制

,
统一了科研单位与

地方政府的要求
,

做到了科研与生产的紧密结

合
。

中间试验包括综合治理与综合试验两个组

成部分
。

综合治理由当地负责
,

综合试验 由科

研单位负责
,

做到有分工有合作
,

共同完成合

同规定的任务
。

在工作过程中做到科研单位
、

地方领导部门和生产单位的结 合
,

把 水 土 保

持
、

农林牧综合治理的中间试验直接建立在生

产队
,

这本身就体现了上述三个单位的结合
。

这种
“
三结合

” 的形式
,

既有利于科研面向生

产
,

也有利于生产依靠科研
。

合同规定
,

陕西省科学技术委 员 会 为 甲

方
, 4 年内共提供试验经费 30 万元 (前 2 年每

年 8万元
,

后二年每年 7 万元 ) ; 西北水土保

持研究所和安塞县人民政府为乙方
,

负责科研

和生产治理任务的完成
。

19 8 5年合同期满后
,

必须达到省一级的验收标准
。

第二
,

任务指标明确
,

有利于生产治理有

步 . 地实施
。

在实验区 78
.

4平方公里范围内
,

要求农地
、

林地
、

牧地 (包括人工草地和牧荒

坡 ) 的用地 比例
,

由1 9 8 0年 的
“ 5

, 1 : 4 ”
过

渡到 1 9 8 5年的 “ 3 : 2 : 5 ”
(为概化数字

,

下同 )
。

每人平均基本农田
、

林地
、

人工草地

由
“ 1

·

3
·

1 ” (即每人平均 1 亩基本农田
、

3 亩林
、

1 亩草 ) 过渡到
“ 2

·

6
·

4 ” ,

要求

每人平均生产粮食
、

现金收入
、

大 小 牲 畜 由

“ 8
·

5
·

2 ” (即每人平均 8 00 斤 粮 食
、

50 元

现金
、

2 头大小 牲 畜 ) 过 渡 到
“ 9

·

1
·

2 ”

( 即每人平均 9 00 斤粮食
,

10 0元现金
, 2 头大

小牲畜 )
。 19 8 5年治理面积 达到 3 8 , 9平 方 公



里
。

有了这些明确的指标
,

生产治理就有了方

向
。

第三
,

科研裸砚具体
,

促进快出 科 研 成

果
。

合同中所列的科研课题
,

既明确又具体
。

实验分综合实验和专题实验两种
。

综合实验要

求结合综合治理进行
,

专题实验有助于深化对

中间试验的科学评价
。

每个课题均有 专 人 负

责
。

同时每年则根据实际情况
,

适当修改有关

研究内容
,

并分课题制订详细的年度 执 行 计

划
。

这样的结果
,

两年多来所开课题
,

均获得

不同程度的良好结果
。

总之
,

进行中间试验两年多的实践
,

使我

们体会到必须抓紧两个环节
,

即要求科学研究

必须面向生产
,

结合生产
,

推动生产的发展
,

在生产发展中
,

不断使科学研究深化和提高
。

这二者是相互促进
,

互为条件的
,

生产治理需

要行之有效的科学成果为基础
,

科学试验也需

要在生产治理中加以验证
。

启 示

在映北黄土丘陵区开展水土保持
、

农林牧

综合治理中间试验
,

是项新的工作
,

以合同制

的方式保证完成
,

则属首创
。

两年多的实践证

明
,

这种办法是可行的
,
给人不少新的启示

。

一是分工明确
。

为了保证既完成 水 土 保

持
、

农林牧综合治理的生产任务
,

并 拿出 样

板
,

又完成水土保持
、

农林牧各项科研任务
,

并取得可靠的科学数据
,
合同的乙方又进行了

明确的分工
。

如明确规定
,

安塞县人民政府负

责实验区的组织领导
,

规划实施
,

综合治理
,

经济效益
,

资金筹集及管理使用等 ; 西北水土

保持研究所则负责技术牵头
,

组织综合实验研

究和专题研究
,

承担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等
。

二是生产与科研紧密结合
。

这个 中间试验

的目的要求
:
第一是采用 已有水土保持方面的

科技成果
,

在较大面积上进行综合应用
,

验证

各项成果的可靠性和可行性 ; 第二是探求黄土

丘陵区水土资源合理利用
,

防止水土流失
,

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

提高农业生产力

的关键问题和有效技术 ; 第三是积累和提供成

套的水土保持综合实验
、

综合治理的科学技术

资料
,

并作出区域性示范
。

三是联合攻关
。

如前所述
,

这个中间试验既

要求进行综合治理
,

又要求进行综合实验
; 既

要进行农业生产
,

又要进行林牧生产
; 既要搞

种植业
,

又要搞养殖业… … 等
。

因此要完成这

样的任务
,

必须联合攻关
。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

所茶坊课题组的 10 多名科研人员
,

涉及近 10 个

专业
,

采取联合攻关的办法
,

承担了这一试验

任务
。

通过科研合同制的执行
,

实验区发生了一

些可喜的变化
:

一是土地利用较前合理
。

1 9 8 3年林业面积

达 1 7 ,
5 7 2亩

,

每人 平 均 4
。

8亩 ; 人 工 草 地 达

8 ,

22 4亩
,

每 人 平 均 2
.

3亩 多 封 山育草面积达
8 , 3 0 0亩

,

每人平均 2
。

3亩
。 1 9 8 3年农地面积为

4 1 ,

56 1亩
,

每人平均减少到 1 1
.

5亩 ; 荒地减少
·

到 2 5 , 9 5 5亩
,

每人平均 8 亩
。

二是水土保持效益有所提高
。

1 9 8 3年治理

面积达 3 2 , 5 2 9亩
,

比 1 9 5 0年净增 1 3 , 1 4 5亩
,

增

加 71
.

5%
,

占流失面积的 3 6
.

6%
。

三是推广 了一批新技术和引进了一批优 良

品种
。

推广的丰产技术有玉米早播
,

玉米和谷

子的氮磷肥配合深施
,

玉米和谷子的丰产栽培

技术
,

雨季种柠条
,

山地苹果适龄结果及丰产

栽培技术
,

小蚕共育等
。

新引进的小麦品种有

榆田 2 号
、

子长小麦 ; 新育成并推广的谷子品

种是辐谷 2 号 , 新引进的优良牧草品种有红豆

草
、

小冠花
、

高羊茅草 , 新引进的绵羊是杂种
,

细毛绵羊 , 新引进 的树种有山植
、

东北榆 ; 由

工作站孵化的鸡种有来航鸡
、

新杂二八八
。

四是群众收入明显增加
。 1 9 83年生产总值

5 4 6 , 8 0 0元
,

比 19 5 0年 提 高 2 4
.

3% ; 粮食总产

3 , 3 0 3 ,
0 0斤

,

每人平均9 1 3斤
,

分 别 比 1 9 5 0年

增产 19
.

9%
, 1 4

.

9% , 土地生产率每平方公里

为 6 ,

97 0元
,

比 1 9 8 0年提高16
.

2% ; 劳 动 生产

率每个劳力平均 44 0元
,

比 1 9 8 0年增加 80
.

2%
。

五是取得一批阶段性科研成果
。

截至 1 9 84,



年 6月止
,

取得阶段性科研成果 22 项
,

其中一

项获延安地区行政公署科技成果一等奖
,

一项

获延安地区科技成果三等奖
。

这些项 目在各种

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和报导有 27 篇
。

西北水土保

持研究所茶坊课题组
,

还获得了陕西省 19 8 4年

科技成果推广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
。

设 想

黄土丘陵区水土保持
、

农林牧综合治理
,

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

要求长期进行试验
,

我们

提出如下的设想
。

一是明确断任务
。

在国外
,

生态经济学作

为一门学科
,

正在逐步形成
。

它是研究和管理

一定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能量与物质变换

的科学
。

鉴于我们选定的实验区
,

本身就是一

个经济系统
,

同时也是一个生态系统
,

并且通过

多年的科学工作和生产治理
,

目前在科学实验

和生产治理方面
,

都初步具有一定基础
,

为我们

进行生态经济结构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地
。

为了尽快地把实验区建设成一个具有高效

能的农业生态经济结构
、

农林牧三结合的新至

的牧业基地
,

我们设想把研究高效农业生态经

济结构的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战略目标
,

着重

开展建立农林牧三结合的新型牧 业 基 地 的研

究 , 旱作农田生态和早作农业增产技术体系的

研究
,
调整农业经济结构与建立高效农业生态

经济结构的研究
。

为了使科学研究尽快地变成生产力
,

强化

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
,

使科学试验与生产治理

紧密结合起来
,

使科研与生产形成一个有机的

工作链
。

通过科学实践
,

我们设想到 19 9 0年
,

提出黄土丘陵区高效农业生态经济结构综合研

究报告及各项专题研究报告
,

建立起高功能的

农业生态经济结构示范区
。

二是要实现上述目标
,

必须相应的解决如

下几个问题
:

第一
,

经费支持
。

建议将安塞县水土保持

实验区列为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和黄河中游

治理局的一个实验区
,

由前者提供科研经费
,

后者提供部分有偿性治理经费
,

做到科学试验

不断地为生产治理提供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
,

生产治理又不断丰富科学试验的内容
。

据此
,

我们设想逐步把实验区建成一个新型的科研生

产联合体
。

这个联合体既是一个科学试验的组

织
,

又是一个经济实体
。

作为科学 实 验 的 组

织
,

联合体应始终站在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的前

沿
,

掌握有关科学发展的信息
,

并不断为生产

治理提供新的科研成果和技术措施
。

联合体各

项课题的设置应该是紧密结合生产 治 理 的 需

要 , 作为经济实体
,

联合体应通过 自己的生产

活动
,

发展商品生产和提供技术服务
。

在商品

生产方面
,

可提供优良的粮
、

树
、

草种籽和苗

木
,

提供优良的蚕种与鸡种
,

提供干鲜果品及

加工产品
,

提供先进的植物栽培及育种技术
。

第二
,

自由组合
。

就科学实验而言
,

为了

完成上述新的任务
,

必需实行各学 科 协 同 攻

关
,

因此人员组成
,

肯定要跨越各个研究室
。

根据这一要求
,

应该采取自由组合的形式
,

先

自下而上的推选课题组组长
,

然后再采取自上

而下的点将和协商的办法
,

组成新的实验组
,

由实验组长牵头承包这一任务
,

然 后 分 工 完

成
。

生产治理方面
,

则由安塞县人民政府牵头

承包
,

按经济指标负责组织实施
。

三是实行层层合同制
。

先由西北水土保持

研究所和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签 订 科 研 合

同 ; 再由研究所分别和实验组及安塞县人民政

府签订具体落实科研和生产治理任务合同
。

为

了完成每一项生产治理和科研任务
,

再 由实验

组
、

安塞县人民政府分别与乡
、

户订有关执行

合同
。

总之
,

通过层层制订合同
,

以保证任务
-

的圆满按期完成
。

(卢宗凡执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