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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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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效益和
“

生态村
”

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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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映西省安塞县水土保持实脸区工作站 )

我们曾在本刊 1 93 8年第 1 期
“ `

生态户
’
是科学技术面向农业振兴的途径

”
一文 中介 绍 了

“
生态户

”
试验第一年的结果 , 接着在 1 9 84 年第 4期

“
介绍

`

生态户
’
试验第二年新进展

” 一文

中又报导了
“
生态户

” 19 8 3年的试验结果 , 本文则是汇总
“
生态户

” 3 年来 (包括 1 9 84年 ) 的试

验结果
,

试图分析
“
生态户

”
的生产效益

,

并谈谈 1 9 8 5年建立
“
生态村

”
的规划

。

“
生态户 ” 生产效益分析

经过 3 年来的试验和实践
, 5 户

“ 生态户
”
无论农业收益

、

牧业收益和副业收益均有不同程

度的增长
,

现分别浅析如下
:

(一 ) 稚定农业收益
。 “

生态户
”
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

我们认为应将该区建成新型的

牧业基地
。

这个新型的牧业基地要求实行自给性的农业
,

保护性的林业和商品性的牧业
。

依据这

种认识
,

在大量退耕造林种草的同时
,

要稳定农业收益
,

应注意搞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1 、

提高基本农田的单产
。

我们将 5 户
“
生态户

” 不同土地类型的单产进行了分析比较
,

差

异十分明显
。

现以 1 9 8 4年的试验结果为例
:

( 1 ) 玉米
、

谷子
、

黄豆
、

洋芋
、

高粱
、

黑豆等作物的每亩纯收入
,

每人工 日纯收入和每畜

工 日纯收入
,

以川地最优
,

梯田次之
,

湾塌地和山坡地较差 ;

( 2 ) 玉米每亩纯收入
,

梯田虽略高于川地
,

但由于投工较多
,

故工 日值则梯田明显低于川

地 ,

( 3 ) 谷子每工 日纯收入山坡地大于梯田
,

是由于山坡地投工低于梯田所致
;

( 4 ) 只有糜子的每亩纯收入和每工 日纯收入是以山坡地最优
,

川地次之
,

湾塌地和梯田较

差
。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

经调查证实
,

这块糜子地的前茬原是两年生草木择地
。

2
、

种植收益高的作物
。

这是提高农业收益的又一重要措施
。

我们以每亩纯收入为指标
,

获

得如下结果
:

( 1 ) 川地
。

以玉米每亩纯收入最高
, 7 2

.

5元 , 黄豆居第二位
,

亩纯 收入 5 9
.

9元 , 谷 子第

三
,

亩纯收入 5 0
.

6元 , 洋芋第四
,

亩纯收入 2 6
.

1元 , 糜子最低
,

亩纯收入仅 2 3
r

.

4元
。

( 2 ) 梯田
。

仍以玉米每亩纯收入最高
, 8 3

.

4元
;
谷子第二

,
3 8

.

9元 , 黄豆第三
, 3 3

.

5元 ,

高粱第四
, 2 5

.

5元 , 糜子最低
, 1 0

.

9元
。

( 3) 湾塌地
。

以黑豆最高
,

每亩纯收入 18
.

7元 , 糜子第二
,

15
.

0元 , 玉米第三
,

13
.

2元 ;

高粱最低 1 1
.

8元
。

( 4 ) 山坡地
。

以糜子最高
, 2 8

.

6元 , 谷子第二
,

22
.

1元 , 下来是黑豆
、

黄豆和洋芋
。



将上述结果加以汇总
,

可初步概括出以下几点
:

一是较优的农地— 川地和梯田
,

宜种植高产作物玉米
,

其次为黄豆和谷子 ,

二是较差的农地— 湾塌地和山坡地
,

应多种植糜子
、

黑豆等亩产量较低的作物 ,

三是川地和梯田的收益可比湾塌地和 山坡地高 1倍至数倍
,

这就说明加强基本农田建设的重

要性
。

3
、

注意轮作倒茬
。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

由于特定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其它原因
,

多年来在

轮作倒茬中
,

存在着长期或较长期种植单一作物而不倒茬的现象
。

如川地玉米
,
现多连作 8 年以

上
,

还有连种 10 多年的
,

结果黑穗病
、

大小叶斑病愈来愈严重
。

山地小麦
,

根据我们实地调查
,

多

连作40 一50 年
,

连作 70 一80 年的地块也不少
,

还有极少数地块连作达百年以上
,

因此产量很低
,

结果付出大于收入
。

经试验
,

当地的川地玉米和 山地小麦
,

均可用黄豆来倒茬
,

这样隔两
、

三年种一年黄豆
,

可

以使川地玉米和山地小麦产量均有提高
。

因此把豆科作物纳入轮作
,

也是提高当地农业收益的好

措施
。

(二 ) 提商收业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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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斤粮即可 )
,

就要千方百计地发展商品性的牧业
。

只有发 展 商

品性的牧业
.

才能提高牧业的经济收益 , 才能巩固和稳定种草种树的面积
,

彻底根除乱开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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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养牛
、

羊
、

驴和

鸡等
。

在养羊中
,

我们进行了养羊
“
三改

”
的试验

,

即把养山羊为主改为以养绵羊为主 , 把放牧为

主改为舍饲为主多 把撂荒草地为主改为以人工草地为主
。

在养大牲畜中
,

现提倡以役用为主
,

今

后将转入 肉役兼用型
。

在养鸡中
,

则尽力推广来航鸡和新杂 2 88 新鸡种
,

淘汰老鸡种
。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
, 5 户

“
生态户

”
的牧业收益有较显著的提高 (表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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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收入指粮食和杆秸折价的金额
。

从表 i 看出
, 2 9 8 2年的牧业收入

,

比 2 9 5 1年增加了 6 6% , 2 9 53年的牧业收入
,

比 1 9 5一年增加

T 1 4 3
.

6% , 1 9 8 4年的牧业收入
,

比 1 9 8 1年增加了 5 倍多
。

(三 ) 提离副业收益
。

为了彻底改变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贫穷落后的面貌
,

在发展商品性牧

业的同时
,

还应积极地搞好其它副业
。

由于大面积农地退耕以后
,

农村余了大量的劳力
,

要使这

些劳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

则必须把他们有计划的组织起来
,

开展各种副业生产
口

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
,

黄土高原丘陵 沟壑区可开展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
。

近几年
,

我们在 5



户 “
生态户

”
中仅开展了粮食加工

,

利用农闲时间出外包工等副业
。

副业收入逐年 有 明 显增加

(表 1 )
。

如 1 9 84 年的副业收入
,

比 1 9 8 1年增加了1
.

7倍 , 19 8 4年的副业收入
,

已占全年总收入的

2 6
.

9%
。

新型牧业基地建成后
,

我们认为应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建设一批畜产 品加工工业
,

配合饲

料加工业和果品酿造工业
,

这是本 地区真正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
。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搞
“
生态村 ” 的规划

党中央指示
,

今年要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
,

要求
“
要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

、

积

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
” , “

还决定拿出一批粮食
,

按原统购价售销给农村养殖户
, … … 支持发

展畜牧业
, … …等产业

” ; “ 在发展畜牧业
、

水产业中
,

要特别注意扶持养殖专业户
、

专业村
,

并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逐步建立和健全养殖业的良种繁育
、

饲料供应
、

疫病防治
、

产品加工
、

贮运销

售等配套的商品生产服务环节
” 。

遵照党中央这些指示精神
,

证明 3 年
“ 生态户

”
试验是完全可行的

。

但按照建立 新 的 生 态

系统要求
,

存在不少限制因素
,

如不能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生态环境
,

会影响全面综合治理
,

水土

保持效益难 以大幅度提高 ( 因实行生产责任制后
,

每农户的土地零星分散
,

插花多块 )
,

很难搞

一些较大规模的副业 (每户的人力
、

资金
、

技术均有限 ) 等等
。

为了克服上述这些问题
,

从 1 9 8 5

年起我们拟以村代户
,

建立一个
“ 生态村

” ,

以求获得较大的生态效益
。

“ 生态村
”
计划做如下几件事

:

1
、

大面积退耕
,

有计划按比例粼中连片造林种草
。

退耕后
,

要求每人平均农耕地稳定 在 5

亩左右
,

生产粮达到 8 00 斤
。

退耕的具体要求是
:

30
“

以上的陡坡地必须退下来
,

将其中 2 / 3种

草
,

并以优 良牧草红豆草为主
, 1 / 3 发展干果经济林

。

缓坡地 (除三田外 ) 全部搞成草粮 带 状

问作轮作
。

2
、

按小流域综合治理
。

不宜农用地应用水土保持三大措施 (生物措施
、

耕作措施
、

工程措

施 )
,

因地制宜
,

全面综合治理
。

治理经费采用每个劳力每年义务投工30 一50 个
,

其余费用可用无

息贷款补给
,

收益后逐年还清
。

3
、

发展以养殖业为主的多种经营
。 “ 生态村

” 的农户必须根据本户的实际情况开展适 当 的

养殖业
,

如养良种细毛羊 (实行舍饲或半舍饲 )
,

养鸡 (必须养 良种鸡 1 50 只以上 )
,

养蚕 ( 依

据桑树多少而定 )
,

养肉牛 ( 3 头以上 )
,

人工栽培银耳或蘑菇等
。

投资办法
,

先由本 户 拿 出

1 / 3
,

其余 2 / 3 由工作站以无息贷款补给
,

收益后逐年还清
。

总之
,

应突出养殖业
,

并 以养草

食动物为主
,

以建立新的生态系统
。

4
、

联户搞好农 .lJ 产品加工
。

根据各户的技术水平和资金
、

人力的多少
,

联户进行粮食加工
、

豆制品加工
、

洋芋制粉丝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