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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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概况和分区

据综考资料
,

固原县土地面积 6
,

41 3
.

75 平方公里
,

其中农耕地 2 7
.

9万公顷
,

占总土地面积的

4 3
.

6%
。

据县统计资料
,

全县农耕地 21 万公顷
,

相当于实际面积的 7 5%
、

为与现行统计 资料 保 持一

致
,

也便于方案的实行
,

方案中所用耕地面积 以 21 万公顷为基数
。

统计面积小于实际面积主要发

生在坡耕地上
,

当关系到这一部分土地 的调整时
,

将予以必要的说明
。

截止 1 9 8 3年
,

固原县人 口为 56
.

4万人
,

农业人 口 5 2
.

6万人
,

总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87 人
,

农业人口 密度 82 人
。

每农业人口 占有土地面积 1
.

22 公顷
,

占有耕地面积 0
.

4公顷
。

固原县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重点县之一
,

自然灾害除水土流失和干早外
,

低温
、

霜冻
、

冰雹
、

风的危害也很严重
,

粮食生产长期以来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

据统计
, 1 9 4 9一 1 9 7 9年

,

每年平均

每公顷产粮 5 74 公斤
,

总产量 9
.

4万吨 ; 1 9 8 0一 1 98 3年 4 年平均每公顷产粮 6 52
.

5公斤
,

总产 9
.

7万

吨
,

低于晋西
、

陕北
、

陇中等其它黄土丘陵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

固原县的 自然条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

一是多样性
,

二是过渡性
。

就干湿程度看
,

全县地跨

半湿润
、

半干早和干早等多种气候类型
,

但半干早地区是主体
。

半干旱和干旱两个气候类型的土

地面积占全县的 78
.

3%
,

耕地面积 占8 6
.

2%
,

农业人口 占76 %
。

这就是下面所要集中讨论的水土

流失干早 区
。

对固原县水土流失干旱区进行分区
,

采用以自然条件为主
,

结合生产现状和行政区划的分区

原则
,

根据与旱地作物生产直接有关的 自然条件分为三级
:

第一级根据干早程度
,

分为干旱 ( I ) 和半干旱 ( l ) ; 第二级根据热量状 况
,

分 为 温 凉

( A )
、

温和 ( B ) 和温暖 ( C ) ,
第三级根据主要土地类型

,

分为川 区 ( i )
、

河谷川台 ( 2 )
、

台源 ( 3 )
、

残源丘陵 ( 4 )
、

河谷丘陵 ( 5 )
、

丘 陵
; ( 6 一 1 )

、

丘 陵
:

( 6 一 2 ) 和丘陵
,

( 6 一 3 )
。

具体划分如下 (见图 1 )
:

I

—
干旱地区

I
B

— 温和

I B 一 :

—
干早温和河谷川台区

,

包括黑城
、

七营
;

I
B 一 6 一 ,

—
干早温和丘 陵

:

区
,

包括双井
。

I
-

·

一半干旱地区

I A

— 温凉

I A 一 3

— 半干早温凉台源区
,

包括西郊
、

南郊
、

中河
;

I A 一 。 一 2

— 半干早温凉丘 陵
2

区
;

分为
:

中切割
,

包括炭 山
、

高台
、

寨科
、

官厅
;

浅切割
,

包括罗洼
、

王洼
、

交岔
、

石岔
。

I
B

—
温和

I B 一 l

— 半干早温和川 区
,

包括彭堡
、

头营
、

杨郎
、

三营
、

黄锋堡 ;

! B 一 。 一 3

— 半干旱温和丘 陵
。
区

,

分为
:

深切割
,

包括小岔
、

冯庄
;

中切割
,

包括河川
、

川口
、

沟口
、

新集
、

古城
。

I B 一 `

— 半干早温和残源丘陵区
,

包括孟源
、

草庙
。



I 。

— 温暖
一

`

1c
一 6

一
半干旱

温暖河谷丘陵区
,

包 括 城

阳
、

彭阳
、

红河
。

I

—
湿润离寒区

F

—
半湿润寒温区

以上述 自然 分 区 为 基

础
,

对每个区的自然条件
、

生产潜力和社会经济状况作

出具体评价
,

而后确定每个

区早农生产的发展方向和主

要指标
,

最后 加以 综 合分

析
,

再冠以适当农业分区名

一 称
。

二
、

农业生产条

件评价

( 一 )
、

自然条件

1
、

气候
。

固原县属温

带半干早气候 区
,

年平均气

温 6 ℃左右
,

绝大部分在 5
。

一 8 ℃之间
。

1 月平均温度

为 一 7 一 一 10 ℃ , 7 月平均

温度为 19 一 2 1
.

5 ℃ ,

全县 7
图 1 固原县农田分区示愈图

月平均温度没有超过 22 ℃的地方
。

历年极端最高气温 34
.

6 ℃ ,

极端最低气温 一 28
.

1℃ ,

日温差全

年平均为此
.

2 ℃ ,

无霜期 1 3。天左右
,

绝大部分地区为 12 0一 14 0 天
。

县境内降水量 3 50 一 650 毫

` 米
,

固原站历年平均 47 8毫米
,

干早
、

半干早地区的绝大部分在 5 00 毫米以下
。

主要生长季节为 4

一 9 月
,

这一期间的降水量 占全年的 87 %
,

其中 4 一 6 月 占2 5%
,

7 一 9 月 占62 %
。

对全县农业生产危害严重的 自然灾害有干旱
、

低温
、

霜冻和冰雹
。

干旱对夏秋作物的威胁都

很严重
。

年降水量 3 50 一 4 5 0 毫米
,

各地年干旱频率为 60 % 以上
,

春夏连旱年份占到早年的 1 / 2

以上
,

平均每年干旱 日数 67 天
,

最长 1 40 天 ( 1 9 7 3年 )
。

另外
,

生长季节热量偏低
,

春季气温回

升不稳
,

霜冻频繁
,

无霜期短
,

也是全县农业产量低而不稳的重要因素
。

气候因素对全县干早区农田布局 的意义
:

( 1 ) 早地种植牧草较种植农作物更能适应该县多灾和多变的气候条件
;

( 2 ) 根据降水不均
、

热量不足和霜冻多的特点
,

宜多种植抗旱
、

早发
、

早熟的作物
,

仅就

热量条件看
,

种植夏收作物较种植秋收作物有利
。

各区气候状况有明显差异
:

河谷丘陵区降水和热量条件均较优越
,

为全县气候条件最好的早

作农业区
; 河谷川台和丘陵

: ,

降水少
,

但热量条件较好
;
台源和丘陵

2
降水尚可维持作物的基本

,

需要
,

但温度偏低
。



2
、

土地
。

全县 6, 4 1 3
.

75 平方公里土地中
,

农耕地 27
.

9万公顷 (在册数字 21 万公顷 )
,

占总

土地面积的 4 3
.

6%
。

农耕地 中
,

川台源壕撑等平缓土地为 9
.

5万公顷
,

约占耕地面 积 的 34 %
。

据

飞98 3年资料
,

人工草地 2
.

3万公顷
,

约占耕地面积的 8 %
,

其余为粮油生产地
。

全县天然草场 24 万公顷
,

占土地面积的 3 7
.

5% , 林地 2
.

7万公顷
,

占土地面积的 4 %
。

水土流失是全县土地 的主要灾害
。

据考察资料
,

水土流失面积为 5 , 4 8 0
.

17 平方公里
,

占总土
一

地面积 的 8 5
.

6% , 年土壤流失总量 0
.

26 亿吨
,

其中农耕地的流失量约占46 %
。

现有土地状况对该县农业生产的意义是
:

( 1 ) 总土地面积较广
,

天然草地面积大
,

对促进农田生产有利 ,

( 2 ) 平缓耕地的比重大 (占耕地面积的 34 % )
,

有利于提高单产
,

促进退耕还牧 ;

( 3 ) 全县水土流失量有 46 %来自农田
,

对坡耕地的治理 (包括种草 ) 必须予以重视
。

全县各区开垦指数多在 3 0

— 40 %之间 (按统计资料 )
,

超过 50 %的有台源区
,

低于30 %的

有丘陵
1

和丘陵
: 。

川台源壕撑等较平缓的耕地
,

占到耕地面积 5 0 % 以上的有河谷川台
、

丘陵
, 、

台 源
、

川 区
,

最高为川区
,

占到 72 %
,

最低为丘陵
。的深切割区

,

占8
.

2%
。

有一定规模灌溉面积的地区
,

有河谷川 台
,

占耕地面积 22
.

7%
,

河谷丘陵 占 13 %
,

川 区 占

1 1
.

4% 和台源区占8
.

4%
。

可见
,

河谷川台
、

台源
、

川区和河谷丘 陵
,

就土地条件看
,

应属全县种植业的精华地区
。

3
、

土壤
。

全县土壤类型较多
,

以细黄土面积最大
,

广泛分布于丘陵与河谷平原地 区
,

约占

全县土地面积的 67
.

0%
。

细黄土结构松散
,

蓄水保墒能力差
,

易遭受侵蚀
,

肥力低下
,

是一种低

产土壤 , 在粗放经营条件下
,

这是本县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的重要因素之一
。

全县农田土壤有机质和全氮含量均较低
,

细黄土耕层土壤有机质多在 1%以下
。

各种土 壤 的

全磷
、

全钾含量均较丰富
,

但速效磷含量很低
,

多在 1 0P p m 以下
。

比较而言
,

台源
、

川 区和河谷

丘陵区肥力水平较高
,

在丘陵地区
,

丘陵
; 肥力条件较好

。

4
、

农田水分
。

全县地下水位很深
,

又无外来河流入境
,

农 田用水来源完全取决 于 大 气 降

水
。

如上所述
,

县境内降水量 3 5 0一 6勃毫米
.

干早区降水量一般为 3 5 0一 5 00 毫米
,

径流系数平均

为 9
.

2%
。

全县农 田水分状况的一般特点是
:

( 1) 水量不足
,

利用率低
。

据系统观测资料
,

一般耕地 2 米土层的持水能力约为 4 60 毫米
,

但这不多的水分 目前尚未被充分加以利用
。

据分析计算
,

一般收成年份
,

利用程度只达到了土壤

贮水量的50 %左右
。

( 2 ) 农 田水分还有潜力
。

据试验结果
,

全县粮食作物平均耗水量为2 80 毫米
,

水分利 用 效

率为 0
.

54
。

这说明
,

在水分利用上还存在着很大潜力
。

虽然降水量少而不均是造成本县粮食产量
.

波动大的主要原因
,

但尚不是限制当前平均产量提高的主要原因
。

( 3 ) 地 区间差异明显
。

干早地 区较半干旱地 区农田持水量低
,

蒸发强度大
,

水分亏缺程度

也大
。

如干旱地 区的双井较半千早地 区的西郊
,

农田水分亏缺程度相差 1 44
.

7毫米
。

半 干 早地区

的农田耗水量以河川和彭阳为高
,

水分利用率也高
,

是气温较高和产量较高两个因素所造成的 ,

台源区的产量较高
,

但耗水量不高
,

主要是由于气温偏低和土壤肥力较高所致
。

( 二 ) 杜会经济条件

1
、

从生产条件看
,

各区每人平均耕地 0
.

4一 0
.

8公顷 (典型调查为 0
.

4一 0
.

6公顷)
,

每畜负



担耕地 1
.

6一 2
.

6公顷 (典型调查为 1
.

2一 3
.

0公顷 )
,

每公顷占有厩肥量 4
.

7一 7
.

8吨 (典型调查为

4
.

4一 8
.

2吨 )
,

每公顷分配化肥量 1
.

05 一 4 1
.

1吨
,

每人平均水浇地卜
0

.

08 公顷
。

如以每人平均

耕地 > 0
.

4公顷
,

每畜负担耕地 < 1
.

7公顷
,

每公顷厩肥占有量 > 6 吨为较好生产条件
,

则这类地

区计有河谷丘陵
、

残源丘陵
、

丘陵
: 和丘陵

:
中切割 ; 每人平均耕地超过 0

.

7公顷
,

其他条件 较差

的有丘陵
2 、

丘陵
3

深切割 , 耕地在 0
.

4公顷以下
,

其他条件较好的有台源区和川区 , 水 浇 地 面积

大但其他条件较差的有河谷川台
。

2
、

从生产水平看
,

如 以 1 9 8 1一 1 9 8 3年 3 年每人平均粮食 > 2 00 公斤为较高水平
,

则只 有 丘

陵
,

一个区 ( 2 5 9公斤 )
,

其余均在 1乳
.

5一 1 96
.

5公斤之间
,

其 中> 1 75 公斤的有河谷丘陵和丘陵
:

两个区
,

灌溉面积较大的河谷川台
、

川区和台源区水平反而较低 (据典型调查
,

每人平均 占有粮食

数大于统计数字
、

按统计数字
, 1 9 8 1

、
1 9 8 2和 1 9 8 3年

,

每人平均粮食分 别 为 17 6
.

5公斤
、

78 公斤

和 2 68 公斤 , 按典型调查
,

则分别为22 8公斤
、

17 5公斤和 4 1 6 ,
5公斤

,

分别高出 29 %
、

12 4%和 55 %
。

3 年平均统计数字为 17 3
.

5公斤
,

典型调查为 2 80 公斤
,

高出 61
.

4% )
。

(三 ) 农田生产力

1
、

概况
。

据考察资料
, 1 9 4 9一 1 9 7 9年

,

年平均粮食每公顷产量为 5 73
.

8公斤 ; 近 4 年 ( 19 8。

一 1 9 8 3) 每公顷产量为 6 51 公斤 (据典型调查为 9 00 公斤 )
, 1 9 8 3年为丰收年

,

每公顷产 量 为 9 00

公斤 (典型调查为 1
.

2吨 )
。

1 9 4 9一 1 97 9年
,

夏粮平均每公顷产量 5 6 9
.

3公斤
,

波动率 22
.

7一 34
.

6% ;

秋粮平均每公顷产量 6 04 公斤
,

波动率 2 5
.

8一 5 6
.

1% ; 油料作物 2 73 公斤
,

波动率 4 3
.

4 %
。

近几年

( 1 98 0一 1 9 8 3年 )
,

夏粮作物每公顷产量 6 65
.

3公斤
、

秋粮5 85 公斤
、

油 料 作物 321 公斤
。

据生产力 比较试验结果 ( 1 9 8 1一 1 9 8 3年 )
,

在川台地
,

单产的顺序为糜子 > 谷子 > 小麦 , 在

山地则是小麦 > 谷子 > 糜子
。

总的看
,

主要谷类作物中
,

糜子产量较高
,

小麦产量较稳
。

牧草生产力
,

据综合考察资料及实测结果
,

成年首楷平均每公顷产青草 2 1
.

8吨
,

平缓土地 3。

吨
,

山地 1 1
.

3一 1 5吨
,

2 年生草木择每公顷产鲜草 7
.

5一 2 2
.

5吨
。

禾草中
,

草高粱
、

草谷子 每 公

顷产 4
.

5一 7
.

5吨
,

青筱麦每公顷产 2
.

25 吨
。

多年生豆科牧草的生物量一般高出粮食作物生物量 的

3 一 5倍
。

2
、

分区
、

从农田粮食单产水平看
,

近 4 年平均每公顷产量超过 75 。公斤的有 河 谷 川 台
、

丘
.

陵
, 、

川区和河谷丘陵 4 个区 (河谷川台的黑城乡灌溉面积大
,

单产较高
,

但七营乡属低产区
,

平均

每公顷产 4 9 5 公斤 ) ;
、

每公顷产量接近 7 5 0公斤的有台源
、

丘陵
:
中切割

、

丘陵
: 、

丘陵
:

深切割
、

残源丘陵
,

但河谷
t

川台的七营部份
,

平均每公顷产量低于 525 公斤
。

夏秋粮食产量 比较
,

夏粮高于秋粮的有河谷川台的黑城
、

川区
、

残源丘陵
,

秋 搜高 于 夏粮
-

的有丘陵
, 、

丘陵
3

中切割
、

河谷丘陵
,

其他各区夏秋粮单产水平接近
。

根据生产力比较试验结果
,

当前每公顷产量 .1
.

1 吨生产水平的水分利用率为。
.

5 4
·

如将水分

利用率提高到0
.

9 ,

则每公顷产量可达 1
.

87 5吨 ; 如提高到 1
.

5 ,

可达 3 吨
,

符合高产典型的经验
。

可以认为
,

全县早地的增产潜力
,

近期每公顷为 1
.

87 5吨
,

远期每公顷为 3 吨
。

(四 ) 分区综合评价

以降水
、

热量
、

土地类型
、

土壤肥力
、

农田水分状况
、

灌溉面积
、

天然草地面积
,

以及每人
平均耕地

、

每人平均有粮
、

大家畜数量等作为评价不同地区农田生产条 件 的指 标
,

每一 指标确

定一
、

二
、

三等的界限
,

而后加以综合分析
,

以此对全县不同地区农田生产 潜 力 作出 评价 (见

评价指标说明 )
,

结果如下
:



一类地区—
% 0 7以上指标属一等

,

或某些生产条件突出优越的有丘陵
: ,

河谷丘陵
,

川区及

黑城乡灌区
。

二类地区—
70 % 以上指标属一

、

二等的有台源
、

丘陵
:

浅切
、

丘陵
。
中切

、

残源丘陵
。

三类地区—
一半以上的指标属三等的有 河谷川台的早地部分

,

丘陵
:
中切 和 丘 陵

,

深 切

(见表 1 )
。

附评价指标说明

( 一 ) 热 t
:

1
、

年平均气温 7 一 8
.

5℃包括河谷川台
、

丘陵
。
深切割

、

丘陵
: 、

河谷丘陵 ,

2
、

年平均气温 6
.

5一 7
.

5℃包括残源丘陵
、

川区
、

丘陵
2

浅切割
、

丘陵
3

浅切割 ;

3
、

年平均气温 5一 6
.

5℃包括丘陵
2
中切割

、

台源
。

(二 ) 降 水
:

1
、

年平均降水量 > 50 0毫米有河谷丘陵
、

残源丘陵大部 ;

2
、

年平均降水量 3 70 一 50 0毫米有台源
、

丘陵
: 、

丘陵 。 、

川区 ,

3
、

年平均降水量 3 40 一 3 80 毫米有河谷川台
、

丘陵 ; 。

(三 ) 土 地 ;

1
、

较平坦耕地 > 50 % 和水地 > 10 %有河谷川台
、

台源
、

川区 ,

2
、

较平坦耕地占35 一 50 %有丘陵
, 、

残源丘陵
、

河谷丘陵 ,

3
、

较平坦耕地 8一 2 5%有丘陵
: 、

丘陵
: 。

( 四 ) 天然草场
:

1 、

天然草场 占土地面积 55 一 60 %有丘陵
, 、

丘陵
2

中切割 ,

2
、

天然草场占土地面积 38 一 45 %有河谷丘陵
、

丘陵
2

浅切割
、

丘陵
: 、

台源
;

3
、

天然草场占土地面积 28 一 31 %有川 区
、

河谷川台 ,

(五 ) 土 坡
:

1
、

有机质 i %左右
、

全N o
.

0 5%左右
、

P
Z
O

。
) i o p p m有台源

、

Jl!区
、

河谷丘陵
,

2
、

较 1稍低有丘陵
, ,

3
、

有机质变幅大
、

有效养分含量低的有河谷川台早地
、

丘陵
2 、

丘陵
: 。

(六 ) 农田水分
:

1
、

持水量较强
,

土壤水分亏缺较轻的有台源
、

河谷丘陵
、

丘陵
:

中切割
、

残源丘陵 ;

2
、

持水量中等有丘陵
2

浅切割
、

川区
、

丘陵
3

中切割 ,

3
、

持水量较差有丘陵
: 、

河谷川台
、

丘陵
3

深切割
。

( 七 ) 耕地和畜力
:

1
、

每人平均耕地 > 0
.

4公顷
,

每畜负担 < 1
.

7公顷
,

每公顷占有厩肥量 > 6 吨的有河谷

丘陵
、

残源丘陵
、

丘陵
: 、

丘陵
3

中切割 ;

2
、

每人平均耕地 < 0
.

4公顷
、

其他条件较好的有川区
、

台源
,

每人平 均 耕 地 > 0
.

7 公

顷
,

其他条件差有丘陵
: 、

丘陵
3
深切割 ,

3
、

条件均较差有河谷川台早地部分
。



(J\ )每人平均有粮水平
:

1
、

接近或> 2 00 公斤有丘陵
, 、

河谷丘陵 ,

2
、

接近或 > 1 7 5公斤有丘陵
2 、

残源丘陵
、

台源
、

丘陵
。
中切割 ,

3
、

< 1 6 0公斤有河谷川台
、

川区
、

丘陵
。 。

裹 1
固原县农田生产条件综合评价

每粮
人
平
均食

评价

等级
生 产 潜 力 评 述

标一耕地畜数
农田水分

土壤

价一草

分 区 热 降 土

量 水 地 场

河谷川台

丘 陵 3 2

黑城灌区条件与川区相似
。

早地农 田除土地平
坦

、

热量较高是优势外
,

其他生产条件均较差
。

进
一步扩大灌区和防治盐碱危害

,

是发挥农田生产潜
力的重要措施

。

降水量虽较少
,

但其他条件较好
。

草场面积大
,

牲畜和羊只多
、

积肥多是优势
,

单产较高
。

扩大人
工草地

、

改良天然草场
,

是发展本区生产的根本出
路

,

要粮畜并重
。

台 想 3 2
热量不足

,

是农 田生产力持续提高的一个限制
2 2 ,

二
`

因素
。

本区的粮食生产应达到自给有余
,

关键是搞
} 好土壤培肥

。

每人平均耕地较多
,

但土地条 件 差
,

热 量 不
足

,

应大力退耕种草
,

着重发展畜牧业生产
,

粮食
可实现基本自给

。

一一一一22丘陵
2
中切

丘 陵
2
浅切

川 区 2 2
土地条件和其他生产条件均较好

,

但目前生产
水平尚不高

,

应加强土壤培肥
,

实行精耕细作
,

发
展为本县粮食生产基地

。

每人平均耕地较多
,

热最条件 较 好
,

土 地 破
碎

,
水土流失严重

,

应实行退耕种草
,

粮畜并重
。

三二83丘 陵
3
深切 1

丘陵
3
中切 2

残 , 丘 ·

…
2

2 3 2 3 2

2 君 2 2 2
2 ` 2

…
二

`

土地条件较好
,

每人平均耕地较多
,
要通过扩

大人工种草发展畜牧业
,

培肥地力
,

提高单产
。

河谷丘陵
为全县生产条件最优地区

,

应发展为粮食生产
基地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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