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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建成绿色宝库的起步

石 山

(国家农业研究中心 )

一
、

几个典型的启示

现在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治理好
、

发展快的典型
,

从不 同角度给人们

以启示
。

就我所看 到的典型中
,

下述几个启示最大
:

1
、

右玉县的 16 字生产建设方针

山西省右玉县是黄土高原上的造林先进县
,

在全国也有名
。

1 9 8 4年林地面积 10 万公顷
,

占总

面积的51 %
,

每人平均 1 公顷多
。

这些地区过去是
“

不毛之地
” ,

沙漠化很严重
,

由于前后十届县

委一直抓造林不停
,

终于取得上述成就
。

他们不以此为满足
,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

并得出了新的结

论
:

象右玉这样的干早地区
,

单造林不种草
,

不利子林分质量的提高
,

妨碍一个既适应自然生态系

统又富有生产力的大农业结构的建立
。

如果一开始就实行乔灌草结合
,

乔又不限于杨树一种
,

而是

多树种配合
,

效果会好得多
,

建设时间会大大缩短
。

这是认识上的飞跃
,

非常可贵
。

1 9 8 3年夏
,

中

央领导同志对西北地 区提出的
“ 种草种树

,

发展畜牧
,

改造山河
、

治穷致富
”
的方针

,

正合他们的心

意
,

因而立即行动起来
,

并很快制定出
: “

种草种树
,

发展畜牧
,

促进农副
,

尽快致富
” 的 16 字建

设方针
。

1 9 84 年种草 1
.

4方公顷 (连同多年生留苗面积共 8万公顷
,

每人平均产肉蛋奶 4 5公斤 )
。

现在
,

县里建立了草圃
,

引进几十个品种试验
,

还用 2 94
.

1公顷退耕地建立草籽繁殖田
一。

这是大抓

种草
,

把草作为一业来经营的标志
,

在全国是走在前头的少数县份之一
。

为了发展畜牧业
,

一

他们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

从选育良种
,

人工授精到饲料
、

产品加工的科学方法
。

他们认为右玉的农业

是 自给型的
,

林业是保护型的
,

但林地里可以开展多种经营
,

门路多
,

因此
,

靠牧业和林业 以及

有关的加工工业
,

完全可 以达到小康水平
。

沙棘 (一种小灌木 ) 资源丰富
,

可以搞饮料工业
,

是

新发现的一大财源
。

1 9 8 4年每人平均收入 38 3 元
,

可以说已进入至少是接近富裕县的行列
。

2
、

西吉县的建设速度

宁夏自治 区的西吉县
,

是全国 14 片贫困山区的县份之一
,

是黄土高原 10 个水土流 失综 合 治

理科学试验基地县之一
,

又是 22 个 “ 三北
” 防护林建设工程重点县之一和联合国 粮 食 计 划署的

支援县之一
。

在接受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援助后
,

由于党中央的关怀
,

各级党 委政 府 的 支持
,

全县人民大千 4 年超额完成了原定 5 年的任务
,

在黄土高原上创造了高速造林种 草
,

扭 转 被 动

局面的经验
。

西吉防护林建设工程的 目标是
: “

为在西吉县通过种植树木和牧草
,

来控制侵蚀 和 促 进 发

展
” ,

原规定 1 9 8 2一 19 8 6年
,

造林种草 8
.

85 万公顷
,

内退耕种草种树 5
.

5万公顷
,

荒山种草种树
3

.

48 万公顷
。

到 1 9 8 5年 5月底
,

共营造林草 9
.

68 万公顷
,

为 工 程 任 务 的 10 9
.

4 %
,

占总面积的



3 0
.

3 6 %
。

其中造林 4
.

97万公顷
,

种草 4
.

71 万公顷
,

还有四旁植树 3 , 4 5 8
.

5 万株 (每人平均 1 1。

株 )
,

封山育林 4 , 4 67 公顷 ; 加上原有的林草面积
,

合计占总面积的 48
.

1%
。

由于近 3 年雨水比较

调和
,

林草生长 良好
,

草长得尤为茂盛
,

不少村饲草已有余
。

这是多年没有过的现象
。

今后这些

林草的作用
,

将逐步显示出来
。

这儿年工农业生产均有发展
,

每人平均纯收入已由 19 8 1年 的 35

元
,

上升到 1 9 8 4年的 I n 元
, 1 9 8 5年又是增产形势

。

这几年共投资 5
,

77 0多万元
,

其中联合国粮食

计划署支援 10 万吨粮食
,

折 3 , 8 00 万元
,

国内投资 1 , 9 70 多万元
,

每公顷平均 556
.

5 元
,

群众得

3 3
.

3元
。

3
、

上黄村的综合治理效果

宁夏自治区固原县上黄村
,

是自然条件和生产水平均属中等的村子
。

开始治理时
,

70 %的人

不够吃
,

挖草根烧
,

每人平均收入 47
.

5元
。

由于一开始就有一个科学的综合治理规划
,

有中国科

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的科技人员指导
,

农业生产与退耕种草种树同步进行
,

短短 3年就取得

了很显著的成绩
,

引起了各级领导和周围群众的重视
。

3 年中
,

退耕 13 3公顷
,

占耕地的 29 %
,

共种草 13 3公顷
,

草山改 良46 7公顷
,

造林 3 20 公顷
,

同

时投入化肥和改进耕作技术
,

做到了粮食大幅度增产
。

3年每人平均有粮 45 。公斤
,

做到了耕二余一
,

饲草有余
,

烧柴也解决了
,

每人平均收入 20 0元
。

现在
,

群众的积极性很高
,

还在自动的退耕 种 草
。

3

年共投资14 万元
,

其中种草 6
.

1万元
,

造林 6
.

1万元
,

化肥投资 2
.

5万元 (此项投资
,

前 2 年无偿
,

第 3 年收回 40 % )
。

这个村共 1 5
.

17 平方公里
,

每平方公里不足 1 万元
。

从这个典型看
,

综 合 治

理效果最好
,

其次荒山改 良投资少见效快
,

种沙打旺牧草当年就有收益
; 改 良后的荒山

,

平均。
.

1

公顷多草地可以养 1 只羊
,

未改 良的荒 山
,

则需 1
.

1公顷多养 1只
,

相差悬殊
。

有人说
,

一 可 以

顶十
。

如能加上一些小的工程措施
,

像谷坊
、

小坝堰等
,

作用会更大一些
。

农林牧地比例为
:
农

田 2 4%
,

林地 2 0%
,

草地 4 2%
。

此外
,

各类经验很多
,

如早作农业高产经验
,

林山育林
、

育草经验
,

灌木与草棍播经验
,

等

等
,

这里不详细讲了
。

上述 3个成功的典型
,

作法不同
,

走过的道路不同
,

但结论则是一致的
,

这就是
:

第一
、

走种草种树
,

发展畜牧的路子
。

树种中要乔灌结合
,

灌的比重应很大
,

乔木中品种应

多样化
,

以适应各地特点 ;

第二
、

走综合治理
,

农林牧协调发展的路子
。

要同时抓
,

不能只抓一项
。

过去一 个 长 时 期

内
,

只抓粮
,

费劲很大而收效甚微
,

教训是深刻的
。

现在应该林草建设与农业生产同时抓 ,

第三
、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协调进行
。

在造林种草时
,

要搞一些必要的小工程
,

与小流域治

理结合起来
。

这样做
,

投资并不大
,

但现在规定的项 目要加 以调整
。

时间也不长
,

以村为 单 位
,

最 多 乐

年
。

上述经验和结论
,

对于改变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面貌
,

是非常有用处的
。

二
、

面临新的转折点

从固原地 区这个有名的贫困地区来看
,

目前正面临着新的转折点
。

其特点如下
:

第一
、

对于把黄土高原建成畜牧基地和林业基地的思想
,

对于种草种树
、

发展畜牧的方针
,

广大

干部和群众从思想上接受了
,

下决心干了
。

与前些年比起来
,

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
,

是认识上的

飞跃
。

今后将发挥出巨大的推动作用
;

第二
、

各县的农业区划工作已经完成
,

下一步要制定规划
,

进入行动阶段 ,



第三
、

不仅有西吉的典型和上黄村的典型
,

各县也都有了自己的典型
,

而且都不少
。

这些经

验是科技人员
、

干部
、

群众摸索出来的
,

土生土长的
,

很少吃偏饭
,

群众看得见
,

摸得着
,

很有

说服力 ;

第四
、

种草种树的实际效益已初步显示出来 ;

第五
、

粮食连年增产
,

紧张情况大为缓和
,

大部分乡和村已能自给
,

不少户已有余粮 ,

第六
、

党中央对贫困地区的政策进一步放宽和民族区域 自治法的通过和实施
,

有利于进一步调

动群众的积极性
;

第七
、

国家对这类地区的支援款 已有一定数额
,

集 中使用
,

很可以办一些事情
。

从上述条件看
,

应该说
,

固原地区 已到了组织力量有计划地
、

较大规模地进行两个基地建设

的新时期
。

这个时机万万不可错过
。

应该采取新的措施来适应新的形势
。

和一些同志商量后
,

一

致以为新的措施应该包括下列内容
:

1
、

就一个县来说
,

应根据人力
、

财力
、

物力等情况
,

以村为单位集中投资
,

进行综合治理

与建设
,

当然仍应包到户
,

分头实施
,

投资款也到户
。

2
、

投资标准
,

以平方公里面积计算投资
。

从固原地区实际情况看
,

由于治理难易不同
,

可以

分为每平方公里 1
.

0万元
、

1
.

5万元和 2
.

0万元三种
,

特殊困难的另行规定
,

不应一个标 准
。

这 笔

投资
,

包括种草种树
,

农田投化肥
,

兴建流域内的谷坊
、

小坝堰等等
。

较大的水利建设不在内
。

这些投资按标准一律到承包户
。

3
、

投资效果
,

即治理后应达到的标准
。

林草保存面积应 占到 60 % 以上 ,
粮食产量

,

旱地每

公顷产 1
.

5吨
,

水浇地 3
.

75 吨 ;
每人平均收入 1 50 一 2 00 元

,

或采取浮动标准
,

即达到当年全 国 农

村每人平均收入的一半
。

这样就可以算是摆脱了贫困
。

进入致富阶段
,

国家不再无偿投资
,

而采

用贷款办法解决
。

4
、

治理时间
,

一般为 3一 4 年
,

不能超过 5 年
。

5
、

验收办法
,

由上级部门组成一个精干的有科技人员参加的小组负责
,

每年验收一次
,

最

后总验收
,

并应制定奖罚制度
。

以固原地区为例来匡算一下
。

这个地区总面积为 1
.

7万平方公里
,

合 1 70 万公顷
,

除去现有林地

1 8
.

7万公顷
、

人工草地 7
.

1万公顷
、

长期经营的耕地 4 3
.

3万公顷外
,

需要治理的面积约为 1万平方公

里 (还包括村庄
、

道路
、

渠道在 内)
,

约需治理与建设费用 1
.

5一 2
.

0亿元
。

国家给宁夏 自治区的

三项支援款每年为 6
,

00 0多万元
,

固原地区分到一半是没有问题的
。

以 2 , 0 00 万元用于集中治理
,

分两批进行
,

头一批先搞比较困难的乡和村
,

其余的乡和村也逐年搞一点
;
第二批 自然 会 快 一

些
。

这样
, 8 一 10 年全地区摆脱贫困是完全可能 的

。

为了完成这样繁重的治理与建设任务
,

在财

力上要做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明文规定的两条
:

一是这三项支援款不准挪用 ; 二是保证能够集中使

用
。

前者是各级财政部门的事
,

后者是业务部门的事
。

在人力上
,

特别是技术力量上
,

也要集中

使用
,

并深入基层协同指导各村的生产建设工作
,

力争少发生技术性失误 , 三是各业务部门不仅

要为基层工作开绿灯
,

还要服务到基层
。

这样
,

西吉在 4年内能做到的
,

其他县在 8一 10 年内也

一定能做到
,

而且能做得更好一些
,

效果更大一些
。

西吉有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 1 万 吨 粮食 援

助
,

这在当时粮食紧张的情况下
,

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

现在
,

由于连年丰收
,

大部分地方粮食可

以自给
,

少数地方不足
,

地区可以调剂解决
,

没有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援助这个条件
,

也完全可以进

行林草和生产建设 了
。

而且人们的认识比 4 年前大大提高了一步
,

经验也丰富多了
,

应该说
,

各

县的条件比当时的西吉好得多
。

有人说
,

过去连续 3 年雨量较多
,

天老爷帮了忙
,

今 后 会 怎 样



呢 ?这当然很难说
,

正因为如此
,

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
,

大搞林草建设
。

林草多了
,

有点旱
,

也

可以抗一下
; 遇到大早就调整一 下速度

,

这叫做灵活战术
。

雨水多时就大干
,

不失时机
。

在财政

投资上也应如此
。

这样
,

就可以抓住这个转折时机
,

创造新的局面
,

使这个贫困地区走上富裕道

路
。

三
、

运用发展农业的新思路
,

加速贫困地区建设

所谓发展农业的新思路
,

简单说来
,

就是对于生态农业
、

农业系统工程和现代化的关系
。

它

提出了新的分析和看法
,

认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生态农业
,

主要方法是农业系统

工程
,

在一个根据生 态 学 原 理制定的整体发展规划的指导下
,

有计划地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成果
,

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和有关加工工业水平
,

力求同时实现经济
、

社会和生态三个最佳效益
。

其前景则是生物工程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
,

为迎接
“
更下一次的

、

可能由中国农村的变化所

引起的一系列生产体系和组织结构
、

经济结构的变化
” ,

即钱学森同志提出的
“
第六 次 产 业革

命
”
作好准备工作

。

所谓生态农业
,

就是运用生态学原理组织农业生产
,

主要内容有二
:

一是农林牧渔结合
,

即

用耕地
、

林地
、

牧地 (特别是人工草地 )
、

水面
,

把 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土地和其他 自然资源全部

利用起来
,

做到没有裸露的土地
,

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第一性产品
; 二是对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和秸

秆等副产物
,

实行多层次的反复利用
,

多 次增值
,

实现无废物生产和无污染生产
,

不仅产品丰富

而且清洁卫生
,

有益人民健康
。

如把稻草秸秆等理化处理后
,

生产食用菌
,

剩余物作为菌糠饲料

喂猪
、

养鸡
,

粪便搞沼气
,

沼气泥养折闯
,

折闯喂鸡或制成蚕白饲料喂猪
,

猪鸡等达到一定数量

后
,

就 搞 现 代 屠宰业 和有关的加工工业
,

如制革
、

制药
、

制骨粉
、

做羽绒服装等等
。

同时
,

由于

有机肥增多
,

化肥用量减少
,

由于生物防治加强而减少农药等等
,

农产品的质量也将相应提高
。

这样
,

不仅农产品是清洁的
,

农村加工工业是没有污染的
,

农村环境也将是优美的
,

将成为城市

居民旅游和休假的好地方
。

所谓农业系统工程
,

就是在唯物辩证原理指导下
,

将系统思想
、

开放系统理论
、

数学模型方

法和计算机工具全面结合
,

对复杂的农业总体
,

采取多 目标
、

多因子
、

多层次
、

多变量
、

多方案

的综合分析
,

提出多种建设方案
,

供比较和选择
,

摆脱仅靠思考
、

设想
、

估计决定问题的老方法
,

从而防止重复片面性和单打一的失误
。

也就是把上述生态农业循环利用的设想定量化
,

防止各环

节之间失调
,

使各个环节能按比例协调发展
。

所以生态农业和农业系统工程是不可分的
,

它们的

密切结合
,

就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概念具体化了
。

关于生态农业和农业 系统工程的

具体内容这里就不谈了
,

它们都是需要专门阐述的大问题
,

各 自都是一门大学问
。

关于这个新的

思路
,

目前刚刚提出来
,

需要大家继续深入探讨
。

这里仅就它与贫困地区建设的关系 讲 一 些 想

法
,

作为引玉之砖
。

第一
、

这种新的思路正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三大前提战略决策的 . 有效办法
。

只要

做到没有裸露土地和同时实现三个最佳效益
,

三大前提中两条
,

即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持良好

的生态环境
,

就可以实现了
,

我国农业 的稳步发展就有 了可靠的摹础
,

恶性循环也就解决了
。

因

此
,

这个新的思路是和党中央的三大前提战略决策一致的
,

也可以说是这个决策的具体化
。

第二
、

这个新的思路将加速黄土商原由黄龙变绿龙
,

由穷变富的过程
。

前几年
,

中央领导同

志在河北省提出
,

河北要翻身
,

要靠太行山改变面貌
,

即由黄龙变绿龙
,

也就是把荒 山 绿 化 起

来
。

这个论断当然也适用于黄土高原
,

而且更为重要
。

它现在是黄龙
,

每年输送 16 亿 吨 泥沙到



下游
,

其中12 亿吨入海
,

为山东增加 5 ,

30 0多公顷土地
,

正在为山东创造一个
“
美丽富饶的黄 河 三

角洲
” ,

而它本身则是每年 “ 大出血
” ,

这个地区贫困的根本原因正在这里
。

不变成绿龙就翻不

了身
。

变绿龙就是用林和草把它覆盖起来
,

防治水土流失
,

同时增加财富
。

比如 0
.

1公顷多改 良

草山养 1只羊
, 0

.

1公顷等于原来的 1 公顷
,

改 良面积多了
,

畜牧业就能发展起起
。

林地
,

就生产

木材讲是长期的
,

但林间可 以利用来搞多种经营
,

短期内就有收益
,

如人工培植蘑菇 和 药 材 等

等
。

林草多了
,

生态环境改善了
,

农业就能增产
,

自给就有可能
。

我以为这个地区的粮食 自给是

林草建设的结果而不是前提
,

右玉
、

西吉和上黄的经验均是如此
。

总之
,

有了绿 龙
,

全 局 就 活

了
。

实行生态农业正是为了加快使黄土高原变成绿龙
,

结束年年
“
大出血

” 的局面
,

加速改变贫

困落后的面貌
。

第三
、

这个新的思路将使黄土离原的乡镇企业建立在农林牧产品的加工工业之上
,

避免走引

进污染工业之路
。

黄土高原居高临下
,

不受别人的污染
,

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

如果自己不搞污

染
,

就可以保持这个地区的清洁
,

以清洁食品取胜
。

加上加工工艺技术的提高
,

产品就可 以进入

国内外市场
,

并居于不败之地
。

在这一方面
,

固原地区就比 自治区的灌区优越得多
。

兰州的污染

对黄河沿岸灌区的威胁就很大
,

而且 日益严重
。

黄河水 已不适于饮用
,

据说青铜峡市居民大都改

为饮井水
。

长期用这种水灌溉
,

农作物的质量就将大成问题
。

1 9 8 5年 3 月 28 日
,

人民 日报发表了

一篇紧急呼吁
: “

黄河水质受污染日趋严重
” 、

它指出
: “

黄河干流的兰州到包头段和一些重要支

流的不少河段
,

污染更加严重
” , 还指出

: “
受

`

五毒
,

(酚
、

氰
、

砷
、

汞
、

铬 ) 综合污染达瓢

三一五级 (三级为较重污染
,

四级为重污染
,

五级为严重污染
,

) 的河段有 60 个
,

长 3 , 4 72 公里
” 。

应该看到
,

灌区存在着很大的隐患
,

存在着危机
,

应该高度重视并采取对策
。

固原地区没有这个

间题
,

今后决不能随便引进污染工业来自己害自己
,

在这方面要有远见
。

实行这个新思路
,

大搞

生态农业
,

使加工原料不断丰富
,

促使加工工业不断发展
,

极有利于避免走污染的老路
。

第四
、

新的思路还有利于这个地区文化
、

技术的提商
。

这是因为无论是生态农业还是农业系

统工程
,

不仅宏观指导上是符合现代化科学思想的
,

而且在微观方面
,

在生产的每个环节上
,

都

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

为此就要重视科学技术
,

重视科技人才
,

否则就无法前进
。

在固原地区这

样做是有一定难度的
,

但也有好处
,

叫做
“ 逼上梁山

” ,

逼着干部和群众都认真学文化
,

学现代

科学技术
。

现在外地的和 自治区的一些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
,

都到这里搞试验基地
,

这些基地除

搞科学试验外
,

还应把它们办成训练基地
,

积极培养本地人才
。

地区和县里的技术人员办的点
,

也应这样
。

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多种作用
。

做到了这一点
,

各级领导的领导和管理水平也就大大

提高一步
。

现代科学技术就可 以在这个贫困地区生根开花
,

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

总之
,

发展农业的新思路对于贫困地区的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在新的转折时期
,

我协

应该更加认真研究和讨论它
,

并研究如何付诸实施
。

四
、

压力与责任

西吉县 4 年完成 5 年的任务
,

并得到了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检查人员的好评
,

为祖国争了光
。

它的成功
,

因素很多
,

国际的压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

中央领导同志
“只许为国家争光

” 的指

示
,

也与此有关
。

在这种压力下
,

县委重任在身
,

组织全县力量全力以赴
,

自治区和地区的各部几

为它开绿灯
,

上下一条心
,

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
,

提前并超额完成了任务
。

从固原地区各县来看
,

现在的条件比 4 年前西吉的条件好得多
,

并面临新的转折
,

但缺少国

际压力
,

为国争光 的压力也不那样迫切
,

能不能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呢 ? 用什么作为压力呢 ? 这也



1 6 8 9年2 月 水土保持通报 第1 期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重点县

农田种植制度的改革

山 仑 孙纪斌 邓西平

(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种植制度
,

是指各种作物在农田上分布配置和相互结合的方式和方法
,

主要包括作物布局和

轮作方式两个方面的内容
。

它是农作制度 (耕作制度 ) 的中心环节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重点县
,

大都处于半干早地 区
。

这类地区
,

农田种植制度改革的核心
,

是要

将目前单一的粮食种植方式改变为粮草结合的种植方式
。

这既是调整当地农林牧结构
,

实现土地

合理利用的基础
,

也是稳定地提高当地农 田生产力的关键所在
。

实行粮草结合的种植制度要因地制宜
,

在干早和早地农业分区的基础上进行
。

胡耀 邦 同 志

1 9 8 2 年在北方早地农业工作会议上指出
: “

对干早区
,

应当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实行普 查
,

最

好一个县一个县地普查清楚
,

并在普查的基础上
,

过细地加以划分
。

不应当停留在大而化之的区

划上面
,

那种分法不能对症下药
。 ” 因此

,

以一个县为单位进行水土流失早地农业分区
,

并在分

区的基础上制定种植制度改革方案
,

是十分必要的
。

这一方面可以从全局上为农业生产的长远发

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实施步骤
,

同时也是在一个县的范围内通过早农分区指导早地农业生产的一种

尝试
。

固原县 (包括现在的彭阳县 )
,

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重点县之一
。

我们 以该县为试点
,

制

定了一个农田种植制度的改革方案
。

改革方案主要要求解决 以下三个问题
:

1
、

粮油草的合理比例
,

以及粮食中不同作物的适宜比例
,

即主要解决好农田中粮草
、

粮豆

和夏秋作物间的关系
,

以及以油料为主 的经济作物所占的比重
,

2
、

确定与各种作物比例关系相适应的土地配置原则和作物轮作方式 ;

3
、

为对种植制度进行有效调整所必须采取的关键农业技术措施
。

是一个需要研究并解决的问题
_

固原地 区是全国有名的最贫困地 区之一
,

去掉这个不光彩的帽子
,

算不算为国争光
,

为民造

福? 这个压力难道不大吗 ? 为什么只怕在外国人面前丢脸
,

不怕在本国
、

本地人民面前丢脸呢 ?

后者不是更直接一些吗 ? 这个压力难道不更大吗 ? 建设好这样有名的贫困地 区
,

显示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
,

吸引第三世界
,

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人民到这里来参观和旅游
,

这是更大的为国争

光嘛? 这个压力也更大嘛 ! 我们应该以这些作为压力和动力
,

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干劲
,

抓住时机
,

像西吉那样
,

奋斗几年
,

创造一个新的局面
,

使黄土高原变为富裕的粮仓
,

为祖国的

四 化建设
,

特别是为贫困地区发展经济
、

文化增添新的经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