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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农田布局及轮作现状

(一 )农 田布局

1
、

概况
。

按照 1 8 9 3年统计资料
,

全县农田面积 21 万公顷
,

其中粮食面积 占75
.

8%
,

油料面

积占1 0
.

4 %
,

牧草面积 占1 0
.

7%
,

其它 3
.

1%
。

这与典型调查基本相符
,

与综合考察前 1 9 7 9年 比
,

无明显变化
。 19 8 4年对人工草地验收普查结果

:
累计退耕地种草 2 万多公顷 (现固原 县 8 , 1 00 多

公顷
,

彭 阳县 1
.

2万多公顷)
,

草山补播改良5
, 7 00 多公顷 (现固原县 5

,

50 。多 顷
,

彭 阳 县 2 00 公

烦 )
,

退耕地种草占农田面积的 9
.

4%
。

据统计资料
,

1 9 8 3年 以前粮田面积中
,

夏粮占56
.

9%
,

秋粮占43
.

1% , 但从典型调查 看
,

近

年来夏粮面积急剧扩大
。

1 9 8 3年
`

夏粮面积已占到 6 8
.

7%
, 19 8 4年则又上升为 70 %以上 ( 60 一 90 % )

。

(二 ) 轮作方式

1
、

概况
。

本县早区农田作物轮作的特点是
:

( 1 ) 多以小麦为轮作中的主体
,

其前作安排养地作物
,

近年来随小麦面积扩大
,

小麦连作

趋势有了发展
;

( 2 ) 豌豆
、

扁豆是本县主要养地作物
,

都作为小麦的前作
,

在肥料缺乏地区
,

豌豆
、

扁豆

种植面积较大
;

( 3 ) 糜子
、

洋芋是主要秋粮作物
,

多种植于川台壕掌地
,

是必须施肥的作物 ,

( 4 ) 全年休闲地逐年减少
,

但在千早地 区尚有部分保留
,

休闲后一般种植小麦 ,

( 5 ) 油料 (胡麻
、

芸芥 ) 是本县主要经济作物
,

水早山川广泛种植
,

在轮作中占有一定位

置 ;

( 6 ) 牧草尚未纳入正式轮作之中
,

草地面积变动大
,

很不稳定
。

2
、

分区
:

( 1 ) 河谷川台 (白咀村为例 )

川台地主要轮作方式
:
小麦一糜子一豌豆 (洋芋

、

休闲 )
。

山地主要轮作方式
:

小麦一谷子一休闲
;
小麦一洋芋一谷子一芸芥一休闲

。

近年
,

小麦开始连作
,

休闲地减少
。

( 2 ) 丘陵 1 (甘城三 队 )

川台地
:
小麦一小麦一糜子一豌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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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
:
小麦一小麦一芸芥一谷子一豆类 , 谷子一芸芥一谷子一芸芥 (休闲 )

。

( 3 ) 台源 (鸦儿沟村 )

台源地
:
小麦一小麦 (胡麻 ) 一糜 (谷 ) 一豌豆

。

山地
:
小麦一小麦一糜 (洋芋

、

胡麻 ) 一麦一豌豆
。

近年小麦连作增加
,

豆类糜子面积缩小
。

( 4 ) 丘陵 2中切割 (东淌 )

肥地
:

小麦一小麦 (洋芋 ) 一筱麦一豌豆
。

薄地
:
小麦一小麦 (筱麦

、

洋芋 ) 一油料一小麦 (筱麦 ) 一豌豆 (休闲 )
。

( 5 ) 丘陵 2浅切割 (焦坷滴 )

壕地
:

小麦一小麦一筱麦一糜子 (谷子 ) 一油料
。

山地
:
小麦一小麦一小麦 (筱麦 ) 一糜子 (油料 )一扁豆 (休闲 )

。

( 6 ) 川区

台源地
:

小麦 ( 3 一 4 年 ) 一糜子 (胡麻
、

筱麦 ) 一豆类
。

山地
:

小麦一小麦 (筱麦
、

胡麻 ) 一扁豆
。

川水地
:

小麦 (连作多年 ) 一胡麻 (豌豆 )
。

( 7 ) 丘陵 3深切割 (吊岔 )

肥地
:

小麦 ( 3一 4年 ) 一麦一糜 (谷 ) 一豌豆
。

薄地
:

小麦 ( 3 年 ) 一麦 (洋芋 ) 一扁豆 (芸芥 )
。

( 8 ) 丘陵 3中切割 (上黄 )

川台地
:

小麦 ( 3 年 }) 一糜子一豌豆
。

山地
:
小麦一小麦一筱麦一胡麻一扁豆

。

( 9 ) 残源丘陵 (洞子检 )

源地
:
小麦 ( 3一 4 年 ) 一糜子 (筱麦 ) 一豆类 (胡麻 )

。

坡地
:
小麦 ( 3年 ) 一糜子 (筱麦

、

洋芋
、

芸芥 ) 一扁豆
。

( 1 0) 河谷丘陵 (刘沟 )

早川地
:
小麦 (四年 ) 一禾草一洋芋 , 谷子一洋芋一筱麦一豆类 (胡麻 )

。

山地 :
小麦 (四年 ) 一油料一扁豆 , 小麦一小麦一谷子一洋芋一筱麦一胡麻

。

川水地
:
小麦 ( 6一 7 年 ) 一胡麻一玉米 , 玉米 ( 3一 4 年

`

) 一小麦 (洋芋 ) 一胡麻
。

四
、

农田布局调整意见

(一 ) 调整的原则和依据

调整的原则是
:

1 、

服务于本地区的建设目标
,

促进农林牧土地合理利用的实现
,

使大农业结构调整落到实

处 ,

2
、

在实现粮食基本 自给的同时
,

大力退耕
、

改制
、

种草
、

还牧
,

促进农牧业的紧密结合 ,

3 、

调整要达到提高土地生产率
,

减少水土流失
,
改良土壤以及增加经济收益的目的 ,

4 、

为尽快实现调整
,

必须做到退耕还牧和提高单产同步
,

为此
,

在过渡阶段需积极投入相

应的物质能量
。

按上述原则进行调整的依据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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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世界各地半千早地区土地利用的特征是
,

粮食生产
、

人工改良草地和天然植被并存
。

本

县在土地利用上最薄弱的一环是尚未建立起稳固的人工草地
。

因此
,

有计划地大量发展人工草地
,

,

是调整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

2 、

调查研究表明
,

黄土丘陵地区人工草地的产量高出天然草场的 5一 1 。倍
,

建设牧业基地
非大力发展人工草地不行

。

人工草地的建设当前主要利用退耕地
,

使草进入正式轮作之中 ,

3 、

专门试验和群众经验都已证明
,

本县粮食基本 自给是可以实现的
。

达到 自给的主要限制

因素是土壤肥力不足
,

因此
,

将一部分粮田改种牧草
,

发展畜牧业
,

开发肥源
,

也是粮食增产本

身的需要 ;

4
、

多年实践证明
,

改进农业技术和合理投入物质能量 (如化肥
、

深耕等 ) 可以有效地提高

本地区早地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
,

这是为保证顺利进行调整所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

本方案规定于 1 9 9 0年调整结束
,

初步建立起农牧结合的农田种植制度
,

并取得相应的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
。

从实际情况出发
,

调整的时间步骤可以有所变动
,

年限可以拉长一些
,

但方案所

确定的原则
、

比例
、

措施和效益不变
。

(二 ) 各类作物的比例关系

1
、

粮油草的 比例
。

按照农业系统工程原理
,

应用线性规划的方法建立农田优化布局模型
,

以确定粮油草的用地比例
。

模型中
,

将总生物产量最大值作为目标函数 ; 约束条件分土地资源
、

每人平均占有粮食
、

人

口增长速率
、

肥料投入量
、

土壤肥力提高
、

水土流失控制量等几个方面
,

共建立 16 个约束方程
。

约束方程中主要参数的确定 ( 1 9 9 。年 )
:

( 1 ) 总耕地面积 21 万公顷
,

其中水地 1
.

4 7万公顷
,

平缓早耕地 8
.

07 万公顷 ,

( 2 ) 粮食面积逐步缩小
,

牧草面积逐步增加
,

( 3 ) 每人平均粮食 40 0公斤
,

每人平均油料 27 公斤
,

粮食每公顷产量
:
早平地 1 , 7 2 5公斤

,

早坡地 1 ,

01 3公斤
,

水地 4 ,

12 5公斤 , 油料每公项产 7 5 0公斤 ,

( 4 ) 人工草地产量 18
, 7 50 公斤 /公顷

,

改良天然草地产量 3 , 。00 公斤 /公顷
,

羊 只 相 应 发

展 ,

( 5 ) 将 8 , 0 00 公顷天然草场改种为永久性人工草地 (占天然草场的 3
.

3% ) ,

( 6 ) 养猪头数增加到 12
.

8万头 ,

( 7 ) 每公顷施入化肥 (有效成分 )
:

水地 1 12
.

5公斤
,

早平地 60 公斤
,

早坡地 30 公斤
;

( 8 ) 水土流失量减少
,

土壤肥力有所提高 ,

( 9 ) 人 口增长控制在不超过 5 8万 ( 比 1 9 8 3年增加 8 % )
,

将上述主要参数代入线性规划一

般模型之中
。

求满足下列约束方程—
厂 n

{刀
a ” x : , 二 ” 1 “ “ ` , 2 , 3

} j
一 `

眨xJ 异 。
( j = 1 ,

2
, 3

, .

…
, m )

使得目标函数 f ` x , 二

习
C jX : = m a x `或 m ` n , 的一组 解即为最优解 ` x j }

。

j = 1



用 电算机进行农田土地利用最优解计算
,

得出 1 9 8 5一 1 9 9。年各年结果
。

结果表明
,

通透退耕

还牧
,

投入能量
,

提高单产这一方针的实施
,

到 1 9 9。年
,

在粮食基本自给 (每人平均 40 。公斤 ) 的

同时
,

全县人工草地可发展到 5
.

18 万公顷
,

占现耕地面积 21 万公顷的 2 4
.

67 %
。

如果考虑到坡耕地

统计面积比实际面积要少 2 5%这一情况
,

则人工草地的实际面积应为 6
.

4 7万公顷
,

加上由天然草

场改为人工草地的 8 , 0 00 公顷
,

人工草地的总数达到 7
.

2 7万公顷
,

约相当于农田总面积的 1 / 3
。

这

就为建设牧业基地
,

实现农林牧土地合理利用打下了良好基础
。

为了使上述方案在全县范围内因地制宜的实施
,

根据不同类型区的具体条件确定参数
,

用同

样的方法建立农田优化布局的分区模型
,

现将固原和彭阳两县分别按分区列出 (所得结果表略 )
。

为 了便于按户进行落实
,

根据方案中的数据
,

归纳出不 同条件退耕种草的适宜 比例为
:
每人

平均耕地 0
.

3一 。
.

4公顷的地方
,

草地面积可 占巧一20 % , 每人平均耕地 0
.

4 7一。
.

5 3公顷的地方
,

草地面积可占20 一30 % , 每人平均耕地超过。
.

6公顷的地方
,

草地面积可 占到耕 地 面 积 的 1/ 3以

上
。

2
、

粮食作物比例
。

在前面用线性规划的方法得出粮油草优化比例的基础上
,

对于粮食作物

内部的结构
,

由于影响因子的复杂性
、

多变性和随机性
,

我们采用了分析论证和统计分析的计算

办法
。

现将确定依据简述如下
:

( 1 ) 夏秋比例
。

本县地区差异大
,

气候多变
,

在夏秋作物的种植上应强调多种组合
,

不宜

单打一
,

但根据 自然特点和社会需要仍有轻重之分
。

1 94 9一 1 9 7 9年 30 年统计
,

秋粮作物较夏粮作物的每公顷产量平均高 出 5
.

7% ( 34
.

5公 斤 )
,

夏粮的变异系数为 22
.

7一召4
.

6%
,

秋粮为 2 5
.

8一 56
.

1%
。

1 9 8 0一 1 9 8 3年 4 年统计
,

夏粮作物每公顷产量较秋粮高出 12
.

1% ( 8 0
.

25 公顷 )
,

夏粮变异系

数为 3 9
.

1%
,

秋粮为 4 5
.

5% (夏粮面积统计偏低 )
。

1 9 8 1一 19 8 3年进行的生产力 比较试验结果
,

在同样土地和施肥条件下
,

小麦平均每公顷单产

i ,
0 6 7

.

2 5公斤
,

糜子 i , 18 5
.

7 5公斤
,

谷子 i , 1 16公斤
,

糜子每公顷单产比小麦 高 出 1 2% ( 7 5
.

5公

斤 )
,

变异系数分别为 5 9
.

7%
、

74
.

5%和 80
.

8%
。

据以上分析
,

在夏秋作物比例关系上适当加大夏粮比例 (6 : 4) 是适当的
,

理 由是
:

①夏秋

作物的生产力接近
,

但夏粮对本县气候和土地的适应能力较强
,

产量较为稳定 ; ②夏粮 多 为 细

粮
,

商品价值高
,

栽培较为省工 ; ③小麦产量与上一年秋季降雨成正相关
,

秋粮产量与当年秋雨

成弱负相关
。

此外
,

本县与黄土高原其它地区有所不同的是
,

在未选育出早熟优良品种之前
,

大

部分地区不适宜于种植高产作物高粱和玉米
,

谷子的种植范围也受到限制
,

因此秋粮产量不象有

些地方显著高于夏粮
。

( 2) 豆类面积
。

根据各地成功经验和本县实践
,

豆类作物面积应保持在粮地面积 1 / 5一 1 / 4
,

因此
,

在退耕还牧过渡阶段
,

保持20 %以上较为适宜 , 退耕结束后
,

大部坡耕地将实行有利于保

持水土和提高肥力的粮草轮作
,

豆类面积将适当减少
,

属时约有 9
.

3万公顷基本农 田实行粮豆轮

作
,

豆类面积保持为整个粮田面积的 15 %左右较为合适
。

( 3 ) 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 比例
。

小麦为细粮
,

对不同土地的适应性强
,

处于主粮地位
,

种

植面积可保持占粮食面积的 4 0 %以上 ,糜子抗早性强
,

生育期短
,

全县早区都适宜种植
,

但对瘩

薄山地的适应性较差
,

应列为主要秋粮作物 ; 谷子的增产潜力较糜子大
,

局部温暖地区可扩大种

植
。

洋芋
、

筱麦适应于本县冷凉气候
,

应保持一定种植比例
;
引进和选育适宜于本县种植的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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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豆早熟品种也是重要的
。

对于全县粮田主要作物布局如卞
.

确定各类型区不同粮食作物比例的依据是
:①根据历年夏秋产量高低

、

灌溉面积大小
、

千早

程度以及热量状况确定夏秋比例
,

即夏粮产量高或灌溉面积较大
,

热量差
,

霜冻早的地区宜加大夏

粮面积
,

秋雨较少
,

干早严重地区保持较大秋田面积 , ②根据人工草地面积和基本农田数量确定

豆类种植面积
。

根据以上确定的农田和粮田各类作物比例关系
,

对各类型区在种植上的主次可作如下规定
:

( 1) 人工牧草面积超过 30 % 以上的地区
,

可称作粮草并重地区
。

这类地区有丘陵 1 区
、

丘

陵 2中切割区
、

丘陵 3中切割的河川区
、

丘陵 3深切割区
。

( 2) 人工牧草面积达到 25 %左右的地区
,

可称作粮草结合地区
。

这类地区有河谷川台区
、

丘陵 2浅切区
、

残源丘陵区
、

丘陵 3中切区
。

( 3) 人工草地面积低于 1 5% 的地区
,

可称作以粮为主地区
。

这类地区有台源区
、

川区
、

河

谷丘陵
。

( 4) 夏粮面积超过粮田面积“ %的地区
,

可称为夏作为主地区
。

这类地区有河谷川台区
、

台源 区
、

川区
、

残源丘陵区
,

其余地区可称夏秋粮并重地区
。

( 5) 油料面积超过农田面积巧% 的地区
,

可称作粮油产区
。

这类地区有丘陵 2中切割区
、

丘

陵 2浅切割区 (见汇总表 )
。

(三 ) 土地配制和轮作方式

对于本县农田土地配置提出以下原则
:

( 1 ) 水地主要种植以小麦为主的粮食作物
,

并种植部分油料和其它经济作物 ,

( 2 ) 早平地主要种植粮食
、

豆类及一些其它作物 ,

( 3 ) 旱坡地主要种植牧草
,

其次为粮食和油料
。

据此
,

至 1 9 9 0年
,

在 21 万公 顷现有农田 中
,

水地 1
.

4 7万公顷
,

其中粮食作物1
.

3万公 顷
,

油

料等 1 , 3 00 多公顷 ,

早平地 8
.

07 万公顷
,

其中粮食作物 6
.

9万公顷
,

油料 5 , 3 00 多公顷
,

其它作物 6 , 6 00 公顷 ,

早坡地 1 1
.

47 万公顷
,

其中牧草 5
.

18 万公顷
,

粮食 4
.

8 7万公顷
,

油料 1
.

4万公顷
。

在种植方式上
,

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形式
:

( l ) 粮豆油轮作
。

主要在基本农田上实行 ,

( 2 ) 夏季短期绿肥
。

主要在水地和部分降水量超过 5 00 毫米地区的平坦耕地上
.

进 行
,

麦收

后播种短期绿肥
,

秋季翻压 ;

( 3 ) 粮草短期轮作
。

在一部缓坡耕地上利用 1 一 2 年生牧草与粮食作物轮作
,

以粮为主 ;

( 4 ) 粮草长期轮作
。

在一部分退耕地上成片带状种植粮和草
,

各生长若干年后交替 ,

( 5 ) 永久人工草地
。

在退耕地上种植多年生豆科牧草 (或混播禾本科草 )
,

到 衰 退 后翻

耕
,

种两三年粮食或禾草
,

而后继续种草 ,

( 6 ) 天然草场改为人工草地
,

也需建立一定的轮作方式
。

对全县几种耕地类型的主要轮作方式建议如下
:

( 1 ) 水地
:

小麦 (加短期绿肥
, 3 一 5 年 ) 一胡麻 (豆类 ) 一秋粮 ,

( 2 ) 早平地
:
小麦 ( 2年 ) 一秋粮 (油料 ) 一豆类 ,

( 3 ) 早坡地 (以粮为主 ) :
秋粮 (带草 ) 一草一小麦一秋粮一油料 (粮 ) ,



固耳县草区农田分区及布局汇总衰

粮草结构 自然类型 夏秋粮比例 主要作物

粮
草
并
重

地
区

(草地 > 30% )

丘陇 i( I
`

。

一
:

)

丘陵 2中切割 ( I A

一
: )

丘陇 3中切割河川 ( I
B

一
` a )

丘陵 3深切翻 ( I 乐一 ,)

50
,
50

,

5 5
: 4 5 ,

55
: 4 5

,

5 5 : 4 5
,

糜谷
、

小麦
、

豆类

小麦
、

糜子
、

筱麦
、

抽料

小麦
、

糜谷

小麦
、

糜谷

河谷川台 ( I
。 一 :

)

丘陵 2 浅切割 ( I
人 ~ . ~ :

丘陵 8 中切割 ( I B一
~ . )

残抓丘陵 ( I
: 一 。 )

6 5
t 3 5

,

55
. 4 5

,

55
:
4 5

结草粮合地区

(草地 25 %左右 ) 70
: 3 0

小麦
、

案谷
、

豆类

小麦
、

糜子
、

筱麦
、

油料

小麦
、

糜谷

小麦
、

豆类

台理 ( I
^ _ 。 )

川区 ( I
B 一 :

)

河谷丘陵 ( I c ~ . )

6 5 : 3 5
-

7 0
: 3 0

,

60 言4 0
,

小麦
、

糜谷
、

豆类

小麦
、

豆类
、

糜谷

小麦
、

玉米
、

谷子

以粮为主地区

(草地 < 巧% )

I一干早地区
,

I一半干早区 , ^一温凉
, B一温和

, c

一温暖
。

( 4 ) 早坡地 (以草为主 ) :
草 ( 6 一 8年 ) 一禾草一秋粮一秋粮 (油料 )

。

四
、

效 益

据估算
, 19 9 。年完成上述种植 改革 后

,

粮 食总 产 可达 2 3万 吨
,

比 1 9 8 3年增加 1 5 1
.

5% ,

油料总产 1
.

5万吨
,

比 19 8 3年增加了6
.

54 % , 人工草地产草量 (鲜草 ) 1 12 万吨
,

增加 269 % ; 天然草

地产量 6 9
.

5万吨
,

增加 68 % ; 羊只 74 万头
,

增加 1 09 % , 养猪 12
.

8万头
,

增加 9 9
.

7% ,
大 家 畜 8

万头
,

增加 44 %
。

随着生产的发展可取得以下具体效益
:

1
、

社会效益
。

每人平均有粮 4 00 公斤
,

油料 27 公斤
,

羊 1
.

3只
,

猪 0
.

2头
,

大牲畜 数 量有所

增加
。

2
、

经济效益
。

农牧业总产值 18 亿元
,

为现状的 2
.

16 倍
,

每人平均不低于 31 。元
,

每 劳 动 日

产值 4 元
。

3
、

生态效益
。

总生物量 143 万吨
,

比 19 8 3年高出2
.

5倍
,

能量与投产比 1 : 4
.

8 ( 19 8 3年为 1 .

2
,

5 )
;
水土流失比现状减少 1 / 3

,

土壤全氮含量比现状高出 28 %
。

达到上述效益
,

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是人 口控制
。

如达不到县计划生育委员会所规定的人 口

控制指标
,

仍按 目前的增长速率发展 ( 1 9 8 3年增长率为 2
.

2% )
,

到 1 9 9 0年时
,

人 口 总 数将达到

气
.

5万人 (超生 4
.

6万人 ) , 如果退耕面积不变
,

则每人平均粮食由40 0公斤下降到 3 70 公 )斤
,

每

人平均纯收入 由么76 元下降到2 55 元
。

其他经济指标也都将有所下降
。



五
、

为保证方案实施必须采取的措施

( 一 ) 原列

农田种植制度的改革
,

必须与提高土地生产力和发展商品性的畜收业同步
。

前者关系到能否
顺利进行调整

,

后者关系到调整后能否巩固
,

并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为此
,

实行上

述农田布局调整方案
,

在措施上必须抓好三个关键间题
:

1
、

使草进入农田轮作制度之中 ,

2
、

在退耕种草过渡时期
,

投入必需的物质能量
,

做到有效地提高单产
,

保持总产不降 ,

3
、

对草地实行有效管理和综合利用
,

特别要在发展畜牧业生产上取得较高效益
。

( 二 ) 具休措施

1
、

提高单产的措施
:

( 1 ) 投入化肥
。

为保证粮食产量达到规定指标
,

以保证退耕还牧
,

必须投入相当数量的化

肥
。

全县 (包括固原
、

彭阳 ) 投入量 (以尿 素 计 )
: 1 9 5 5年 7 , 2 0 0吨

, 1 9 5 6年 9 ,
5 0 0吨

, 1 9 8 7年

1 0 ,
0 0 0吨

, 1 9 8 5年 1 1 , 0 0 0吨
, 1 9 5 9年 1 2 , 0 0 0吨

, 1 9 9 0年 1 3
, 0 0 0吨

。

除此
,

还应争取 投 入相当 于

氮素有效成分一半的磷素肥料
,

以过磷酸钙计
, 1 9 5 5年为。 , 2 2 0吨

,
1。。 o年 为 1 6 , 8 0 0吨

。

1 9 9 0年

时
,

有机无机肥比例达到 1 : 1 ,

以后无机肥比重不再增加或有所下降
。

( 2) 增加强壮役畜数量
,

改进耕作机具
,

以提高农田耕作质量
,

普遍推行水土 保 持 耕 作

法
,

加深耕层
,

肥料深施
,

及时耙磨
,

播前播后镇压措施
。

为此
,

役畜数量应有所发展
,

并引进和

制作适宜于本地区的农作机械
,

如深耕犁
、

深施肥机
、

镇压器等
。

( 3 ) 扩大豆类作物面积
。

在退耕还牧的过渡阶段
,

豆类播种面积应增至粮田面积的 20 %左

右
,

以利于合理轮作
,

提高后作产量
。

1 9 9 0年后由于草地面积增加
,

并纳入了坡耕地轮作
,

豆类

面积可下降15 %左右
,

约为 2万公顷
。

( 4) 推广适宜于本地区种植的早发
、

早熟优良品种
,

建立良种繁育基地
,

普遍种植提纯复

壮的种子
。

2
、

发展畜牧业的措施
:

( 1 ) 把人工牧草种好
。

要象对待粮食作物那样
,

认真对待种草和草的利用
,

解决好草籽供

应及栽培和利用中的各种技术问题
,

尽快搞出一个适用于不同地区条件的种草技术规范
,

以保证

草的成苗
,

越冬和提高产草量和产籽量
。

( 2 ) 建立半舍饲
、

就地加工
、

产销联接的畜牧业生产体系
。

除大力发展细毛羊
、

半细毛羊

外
,

应引进 肉牛
、

乳牛
,

并在适宜地区逐步加以发展
,

以增加商品生产和经济收入
。

3
、

加强技术培训
,

宣传农田种植制度改革的意义和办法
,

制定以乡为单位的农 田布局调整

方案
.

4
、

严格按计划控制人 口增长
。
1 9 9 。年以前

,

人 口 自然增长率应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指标范围之

内
。

(三 ) 围镜
“ 退耕

、

改制
、

种草
、

还收
”
的要求

,

先在不同类型区进行农田种植制度改革试

点
,

以取得经验
,

而后全面推广
。

(参加 本项工作的有
: 本所的刘忠民

、

费维温
、

黄凯
、

王继武
、

郭礼冲
、

辛业全
、

陈国良 ,

固原县 的祁仲恩
、

周 文勤
、

杜守宇
、

马维新
、

李克英
、

杨培军
、

王来责等
。

)

(续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