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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地保土是开发秦巴山区首要战略措施

一长江流域陕西部分 自毁生存条件的考察报告

( 陕南水土保持考察组 )

提 要

长江和黄河对 比可以石 出
,

黄河流域的黄土层
,

还可以再 流失儿百年
、

儿 千年
,

而长江

流域许多地方的土层
,

却再也 经受不住冲刷了
,

大部分山坡
,

一场大雨之后
,

便 是 土 净 石

出
,

地毁山光
,

问题十分严重
。

长江流域陕西省境内出现的土壤
、

耕地和川道危机
,

就是最

有锐服力的例证
。

治理长江流域
,

要有全局观点和群众观点
,

不仅要肴到干流
_

l: 的爪峡高坝

等骨干工程
,

更要看到面
_

l: 日益严重的水土 流失给广大群众和国 民经济建设造成的灾难和危

机
。

国家应该重视和加强长江流域的不土保持工作
。

过去
,

陕西省对境内长江流域的水土保持探讨得少
,

特别是对水土保持在开
.

发秦巴山 !幻 {
: l少

什么地位
,

它的主攻方向
、

战略思想
、

主要任务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调查研究褂更少 !

最近
,

我们到陕南的柞水
、

商县
、

白河
、

旬阳
、

镇巴
、

洋县
、

南郑
、

勉县
、

城固等 3 个地区

的14 个县
,

对这里的重
J

以小流域
、

户包荒山荒坡治理
、 “

修地大工
” 、

灌区抬田修地
、

大而积综

合治理
、

农村致富能人
、

木耳生产专业户
、

人为水土流失现场
、

滑坡
、

水库绿化
、

库从淤积
、

林

场
、

茶园 以及龙须草
、

刺梨
、

樱桃等近 50 个不同的典型事例
,

作 了一些现场调查
,

并和各级有关

干部进行了座谈
,

查阅了一些资料
,

对一些问题加深了认识
。

发现不少好的经验
,

也发现许多地

方仍在继续滥用 自然资源
,

人为加剧水土流失
,

造成生态恶化
,

土地递减
,

灾害频繁
。

这些都 给

这里的生产和国民经济建设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
,

实在令人震惊
。

一
、

山光地尽
,

危机四起
,

长江危害超过黄河流域

仪西省地跨黄河
、

长江两大水系
。

秦岭以南为长江 流域
,

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1 / 3
,

亦称秦

巴山区
。

提到
“
善淤

、

善决
、

善徙
”
的黄河

,

都知道是世界 上水土流失最严亚的地方 ! 但是
,

长

江流域的水土流失如何 ? 就不是所有人都很清楚的了
。

长期以来
,

长江在她那
“
青山绿水

、

山川秀丽
” 的虚名掩盖下

,

人们很难识破她变化丫的真

面 目
,

总习惯地认为她很
“
美

” ,

对水土流失带来的种种潜在矛盾和危机不理解
、

没觉察
。

通过

这次考察
,

想揭开她的
“ 面纱

”
露露丑

,

再和黄河来个
“
货比货

” ,

可能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人们

的认识
。

从长江干流 J二的泥沙含量来看
,

长期来一直保持在每立方米水 1 公斤左右的水平
,

这当然与

黄河流域每立方米水 30 多公斤的含沙量无法比较
。

但它的侵蚀特点和泥沙运行规律不 同
。

黄土高

原上的黄土
,

主要是 2 00 万年以来的风成堆积物
,

质地匀细
,

平均粒径最大为 0
.

0 35 一 0
.

0 45 毫米
,

洪水一来
,

大都以悬移质的形式随水而走了
,

所 以黄河流域的输移比接近 1 ;
就是面上的上壤佼伙

量
,

一般不易在沟道
、

河流落淤
,

而全部送入黄河千流
。

而长江流域的山岳沟坡上
,

大都为易于



风化的片麻岩
、

千枚岩
、

砂页岩
、

花岗岩以及第四纪的红土等
,

在暴雨冲击下
,

虽也有一定数量

的悬移质随水而去
,

但大都为颗粒较大的砂粒和砾石块
,

在陡坡上和沟道里
,

被洪水推若
一

F移
,

以滚动
、

跃动等形式运行到坡脚
、

沟 口
,

或沉淀在支流和干流的汇合处
,

有分选地堆积下来
,

成

为抬高河床
、

淤积河道
、

埋没庄 田的主要物质
。

在秦 巴山区各地 县的大小河谷和川适都可肴到
:

许多沟道
、

河流成为悬河
,

许多沟 口堆积着各种形式的冲积扇
。

加之
,

近年来
,

这 「11的亚力仅蚀

十分活跃
,

到处都有程度不同的各种淞坡
、

泻溜
、

崩塌和泥石流发生
,

危害极大
。

从呈有 关 资 料

着
,

长江流域年土壤浸蚀公为 24 亿吨
,

而输送到干流 匕去的泥沙量仅为 6亿多吨
,

年输沙从
;
与仗

蚀址灼叮 4
。

又据小流域典型调介
,

长江流域泥沙输移比为 0
.

2 5 ,

即面
_

l少 5 %的倪蚀 比邵落 淤在

河道
、

支流
.

!: 了
。

各地水文站对这些落淤的大颗粒推移质又没有观测资料
。

实际上
,

从长江流域悬移质含址来看
,

长江也是世界上有名的多泥沙河流
。

近几年平均输沙

址近 6
.

8亿吨
。

有跃升世界第三位之势 ; 任其发展下去
,

中国将会继续为世界多泥沙河流 创 造新

纪录
,

从陕西省来看
,

汉江的石泉到 白河区间
,

每平方公里的输沙模数达 2
,

48 2吨
,

比黄土 高 原

上的有些河流灼模数还大
。

不少地方仍处于一边治理一边破坏的状态
,

有的破坏速度大〕
:

治理速

度
,

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
,

佼 蚀加剧
。

略阳县解放后36 年来
,

新治理流失面积 5 32
。 6平方公爪

新增加流失而积 62 1平方公里
; `

j
’

强治理而积 4 1 9
.

5平方公里
,

新增加流失面积 55 9平方 公一
;
商

南县治理面积 3 4 0
.

5平方公里
,

新增加 42 1
.

1平方公里
;
柞水县治理 32 5

.

6平方公里
,

新增 5 3 8平方

公里
;
商县级经 30 多年来的治理

,

水土流失面积仍由解放初的 1 , 2 00 平方公里
,

扩大到 1
,

6了5
.

2平

方公甩
,

增加 40 % ; 镇 巴县 30 多年来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3 9 9
.

24 平方公里
, 1 9 8 0年区划时调查

,

新扩大流失面积 60 9
.

2平方公里
,

同期造林保存面积 1万公顷
,

毁林 12 万公顷
,

森 林 菠 盖 率 山

72 %
一

厂降到 4 9
.

6 %
。

由于严重破坏
,

许多地方不仅水土流失面积不断在扩大
,

而且仪蚀程度也在

加剧
,

例如
:
安康县侵蚀模数由过去的 3

,
4 98 吨 /平方公里

,

增加到现在的 9
, 1 34 吨 /平方公里

;
商

县 l士12
,

6 5 0吨增加到 4
,

5 6 9吨 / 平方公里 ; 洛南县由i ,
0 3 0吨增加到 2

,
2 5 5吨 / 平方公里

。

YJ’ 2 3个县

仗蚀模数都在 1 ,

00 0吨 /平方公里以上
,

超过了陕西省黄河流域的关中大部分县和陕北部分县
。

全

省 30 多年来新增加水土流失面积 1
.

2万平方公里
,

陕南就占一半以上
,

特别是水土流失给这甩 带

来的危害是
一

}
一

分严重的
,

在许多方面已大大超过黄河流域
。

1
、

土壤危机
,

地力减退
。

在严重土壤侵蚀下
,

加上秦 巴山区撰岩成土困难
,

除浅山 l又陵区

土层较厚外
,

大部分 山区土层都在 30 一 40 厘米
。

大面积的荒 山荒坡
,

远看一片绿
,

实 际 土 层 很

薄
。

有 的只剩下沟槽
、

石缝里的一些土
,

而长出一些杂草和灌丛来
。

在杂草和灌丛掩盖下的而积

大小不同
、

形状各异地披着绿苔或灰褐色风化层的岩石
,

土壤 已流失殆尽 ; 栽树难
,

林 草 更 新

难
,

成林更难
。

远看是青山
,

实质上经济价值不高
,

给将来开发山区也带来困难
。

这样的而积相

当 大
,

而且还在逐年扩大
。

商洛地 区 已有 8 00 一 9 00 平方公里的裸露石 山寸草不生
。

一位记者提出

一个问题
:

当一个小流域内」:壤被冲光后
,

这个流域的水会不会越来越清? 这只好等将来的事实

作 出回答了
。

如果真到了上尽水清的地步
,

人类也就失去赖以生存的鉴础了
。

土壤流失在坡耕地表现最为突出
。

据观测
,

秦巴山区许多地方坡耕地每年流失一壤厚皮都在

1 压米以上
,

使土层逐年减薄
,

地力下降
,

耕地砂砾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

因而许多耕地失去耕种价

值
。

安康地区的 3 5
.

0万公顷坡耕地里
,

每年平均流失土壤 2 , 2 76 万吨
,

其中流失的纯氮 2
.

89 万吨
,

相当于 1 9 8 5年氮肥使用量的 1
.

68 倍
,

流失纯磷 3
.

87 万吨
,

纯钾 52
.

12 万吨 ; 现有 45 % 的耕地缺氮
,

76 %的耕地缺磷
。

安康县 日前已有 2
.

6万公顷耕地 因土层太薄
,

面临弃耕的绝境
。

据 旬 阳 县 调

查
,

由于耕地长期仅蚀
,

土壤中细粒越来越少
,

砂砾化越来越严重
,

全县遭受这类仅蚀的耕地达

石
.

4万公顷
, :
片总 ::I 地面积 的 7 0

.

1 % ; 汉中地 区 80 %的耕地缺磷
,

目前有 4
.

18 万公顷的 陡坡地
,



涸上层 即将流失殆尽
,

已变成不能用牛耕的石缝
、

崖疤 ; 宁强县黄泥坪村三组
, 1 9 6 4年有耕地 50

多公顷
,

当时土层都在 30 厘米厚以上
,

由于严重流失
,

现在剩下的 2 4
.

7公顷耕地表土只有 5 厘米
「

厚了
,

不少地块土尽石出
,

无法耕种
。

黑潭坡有 0
.

33 公顷大的一块坡地
, 1 9 5 6年开垦 时

,

}: 哄厚在

1 米 以上
,

现在只剩下 1 一 2 厘米了
,

只好弃耕
。

其余耕地
,

由于地力下降
,

产 l迁很 低
。

有 块

她
一

去年秋播小麦 85 公斤
,

收获 1 20 公斤
,

还投入了 5 0元 的化肥钱和 2 32 个工
,

结果收获不到投入成

本的 1 / 3
。

我们在商南县一些流域治理中发现
,

群众把地 修成 后无上可垫
,

有
.

均出钱买
一

{几
,

有

的去借
_

仁
,

有的用同等面积的山地去换
一

卜
。

1 :壤危机 已经到了如此严重 的程度
。

土壤的形成是非常缓慢 的
。

由岩石风化成母质
,

山母质再变成土壤
,

二三百年刁
`

能自然形成

1 厘米厚的表土
,

一旦 流失
,

岩石裸露
,

很难恢复
。

土壤的流失
,

不仅直接威胁到 这峡地 区的农

业生产
,

还给开发秦巴山区
,

发展种植业
、

养殖业
、

林副特产
、

多种经营
,

以及 发展乡镇企业等

都带来严重的问题
。

土壤危机已经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

如果再不 引起各方而的高度爪视
,

任

其发展下去
,

近则直接或间接威胁秦 巴山区的开发和群众的生存
,

远则殆害子孙后代
。

黄 河 流

域的土居厚
,

一般在几 十米到 1 00 多米
,

虽然流失也是严重的
,

但在短期内
,

它怎么也没二{J’ 长 江

流域土壤流失所带来的危害性显得那样严重和深远
。

国际土壤学会指出
: “

土坡足人类生存和再

生产 的基础
,

挽救土壤就是挽救人类
” 。

水土保持就是直接挽救土壤的措施
,

所以
,

长江 流域的

水土保持应该摆到比黄河流域更加重要的地位
。

2 、

耕地危机
,

矛盾突出
。

从各地调查看
,

水土流失的严重后果
,

’

{’l 先她破坏农耕地
,

直接

影响到粮食产量 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

许多地方
,

土地资源 已经到了 勺勾无沃 壤
,

土 无 肥

气
” 的枯竭境地

,

而且还在恶性发展
。

商洛地区 1 9 8 2年因流失表土而废坡耕地 1 9 0
.

5 3公顷
, 1 9 8 3

年将 1
.

07 万 公顷耕地表土冲光
, 1 9 8 4年又将 0

.

4万公顷耕地冲毁
,

1 9 8 7年又冲毁农田 2
.

13 万公顷
,

其中
,

表土基本冲光的达 4 ,

72 6
.

7公顷
; 山阳县冲毁农田 5

,

44 6公顷
,

其中变成乱石坡的达 1 ,
9 82

.

9公

颂
。

安康地 区 1 9 8 0一 1 9 8 4年
,

因严重土壤流失而减少耕地近 1万公顷
,

平均每年减少 约 2
,

00 0 公

硕
, 1 9 8 7年又遭洪水灾害

,

冲毁大量农田
。

汉中地区 据 30 多 年的统计
,

全区累计增加耕地 1 5
.

21

万公 顷
,

而因严重流失
、

水毁等原因减少农田达 22
.

21 万公 顷
,

两者相抵
,

净减少耕 地 6
.

9 万 公

颂
,

其中
“
六五

”
期间

,

全 区减少耕地 1
.

52 万公顷
, 1 9 8 5年减少 0

.

57 万公顷
;
镇 巴县 己有 ]

.

94 万

公顷耕地失去了耕种的价值
,

再加上基建占地
,

人 口 恶性膨涨
,

每人平均拼地 越来越少
。

30 多年
.

来
,

陕南不少地方一直不断开荒扩种
,

增加耕地面积
,

但还是赶不
_

L破坏和撰建
11̀ 地的速度

,

致

使陕西省长江流域的耕地面积 由解放初 的 9 0
.

50 万公顷
,

下 降到 1 9 8 6年的 7 0
.

0 4万公 顷
,

总共减少

耕地 2 0
.

46 万公顷
,

相当于减少 6 个南郑县 (大县 ) 的耕地或 “ 个佛坪县 (小县 ) 的耕地
。

口前
,

每人平均耕地也由解放初的 0
.

21 公顷下降到现在的 0
.

09 公顷
,

不少地方 已下降到 0
.

07 公顷以下
,

而且 怂以成倍的速度在逐年递减
。 `

犷强县黄泥坪村三组
, 1 9 6 4一 1 9 7 8年的 1娜卜中

,

每年丧失耕地

。
.

7 1公顷
, 1 9 7 8一 1 9 8 6年的 7 年间

,

每年丧失耕地 2
.

83 公顷
,

后 7 年的速度比前 14 年的速度快 3

倍
。

这样发展下去
,

要不了 20 年
,

这个村的群众就得被迫迁往他乡了
。

从调卉看
,

各地耕地危机的特点是
:

土层由厚变薄
,

由薄变无
; ilf[ 积 由大块变小块

,

由小块

变成 乱石坡或光石板
,

最后彻底弃耕
,

向更陡的坡面垦种
。

所 以
,

这里的土地普遍存在平地少
,

坡地多
,

陡坡地更多
;
土层厚的丸 土层薄的多 ; 地块大的少

,

地块小的多 ; 高产地少
,

低产地

多的现象
。

安康地 区 0
.

67 公顷以下的小 块早地
,

要占早地 面积的 2 / 3
, 0

.

13 以下水川
.
ll’ 水地而

积的 77 %
。

自河县 2
.

55 万公 顷耕地
,

由 2 5
.

5万多块组成
,

大部分都 址不到 0
.

07 公顷的小块地
。

镇

巴县永乐乡有耕地 1 , 4 5 3
.

3 3公顷
, 0

.

07 公顷以上的大块地不多
,

其中有 86 6
.

67 公顷地 在 乱 石 坡

呻
,

群众 叫
“
花石窖地

” 。

我们到现场作了调查
,

这样的地
,

一分大的地块不多
,

都姑几匣或儿



个平方米大的一小块一小块
,

0
.

07 公顷地最少有30 多块
。

耕地中山石嶙峋
,

或者说嶙 峋 的 山石
’

中
,

夹杂着小片耕地
; 8 6 6

.

67 公顷
“
花石窖地 ” ,

最少 由 30 多万块组成
。

这里土壤流失的严垂程

度 已经到了无法耕种的地步了
。

如果不是我们亲眼所见
,

是叫人难以相信的
。

陕西省黄河流域虽

然水土流失严重
,

但对耕地佼蚀所带来的危害性
,

根本不及长江流域
。

黄河流域
,

特别 犷习乏北
,

每人平均耕地一般都在 。
.

27 一 0
.

3公顷以上
,

有的多达 0
.

67 公顷
,

且 ::I 层深厚
,

在近期 内不 会 因

水土流失造成耕地锐减和土地危机的现象发生
。

所 以
,

从这方而看
,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的严双性

和紧迫性
,

都大大超过了黄河流域
。

土地资源是秦 巴山区最宝贵的资源
,

它具有形成周期长
,

不可特代
,

不 可逆转和总从 二仃限的

特点
,

所 以各级党政都应该把保护土地资源放在特别重要的地 位
。

各行各业都应当垂视长江流域的

水土保持
。

3
、

川道危机
,

遇洪成灾
。

秦巴山区
,

由于地质构造运动
,

在断块之间形成丫许多大小不 同

的盆地
,

被河谷串连起来
。

除了有名的汉中盆地 和月河盆地外
,

许多河流
、

沟道两旁
,

都有大刁
、

不同的盆地而形成川道
,

是这里平地唯一集中的地方
。

群众称它是
“
白莱心

” 。

从表面看
, “

白菜心
”
水土流失并不严重

,

但姑从调查着
,

许多地方
,

由 于过去爪川专们 11
,

大而积的山区得不到应有的治理
,

每遇暴雨
,

山洪裹夹泥沙
,

奔腾宣泄
,

齐向川进涌来
,

致使大
.

小川道和盆地受害频繁
、

损失惨重
。

因为 “ 白菜 心
”
不但刀各地的粮油和蔬菜生产基地

,

而且是

各地的城镇
、

交通
、

工业
、

财贸
、

电讯
、

电力
、

商业
、

文教
、

卫生和经济的集中地带
,

也
一

毖人日

最密集的地方
。

由于这里地势低
,

河床淤积较高
,

不少支流沟道进入川道处
,

沟床高出两岸
,

以
“
悬河

”
形式 出现

,

一遇山洪
,

被拥高的洪水
、

沙石破堤而出
,

川道一片汪洋
,

受害的
一

汀先是大

片大片的平坝稻田
。

一场洪水过去
,

沿江河两岸的农田基本
_

L一荡如洗
,

满口沙石
。

这在陕南各

地市县
,

每年都会遇到
。

1 9 8 7年 6月
,

山阳洪灾
,

法官河大小川道的 90 %耕地被毁
,

没川区 72
.

1

的川地被洪水吞没
,

从扁头乡到漫川镇沿河两岸有 4 40 多公顷平地
,

被毁 40 6
.

7公顷
,

占90 % 以

上
。

城镇
、

村舍受害严重的也多位于川道
。

略阳县城 1 9 8 1年 7 月 13 日洪水进城后
,

8 JJ I引了
、

21

日
、

22 日又 3 次进城
,

灾上加灾
,

城内断水
、

断电 7 天
,

8
,
5 00 多人吃住 困难

,

沿江两岸 农川
、

庄稼基本冲光
,

倒房 2
.

51 万多间
。

宁强县城也是洪水二进二没
。

留坝县堡河沿岸的低 房 大部 垮

塌
,

沿河的马道乡倒房 2 00 多间
,

有 1 00 多户只身逃出
,

栖居 山崖
。

勉县沿江两岸有 5 万多人被洪

水包围
,

情况十分紧迫
,

虽经各方大最营救
,

仍淹死 52 人
。

在商业
、

财贸
、

工交
、

银行
、

文卫
、

企业
、

邮电
、

电力
、

农 田水 利工程等方面损失最严重的
,

也莫过于川道地区
。

所以
,

一发山洪
,

最不安全的地方
,

就是各地的大小川道
。

这是近年来秦 巴山区出现的另一 个新危机
。

触 11 惊心的水土流失
,
已经给陕南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

然而
,

更为爪要

的问题是
,

人们对这些危机
,

还没有完全认识
,

缺乏紧迫感和危机感
,

更缺少人 去设法从根本
.

仁

解决问题
。

所以
,

1[ 前不少地方仍在那里盲目地忍受洪水的摆布
,

冲了修
,

修了冲
; 土冲 光了再

垫
,

垫了再冲
。

平利县老城区的县河川道
,

由于山上流失严爪
,

川道里儿乎年年巡洪水
、

沙石危

害
,

年年得修复
。

1 9 8二年冲毁水 田 5竺公顷
,

田面上沙石堆积 l 一 3 米厚
, 1 9 8 3年还 没 右 完 全修

复
,

又被洪水冲毁 3 3
.

3公顷
, 1 9 8 4年川道冲毁更严爪

,

毁掉农田 1 5 2
.

67 公顷
,

占川进 总 耕 地 的

5 0 %
,

给修复带来极大困难
。

原来的县城就在川道里
,

由于水土流失严重
,

沙石淤积速度快
,

在这座县城 已经被泥沙埋没了
。

据当地 85 岁的周怀玉老 汉说
,

他年轻时
,

这儿还是一座 比较繁华

的城镇
,

踏上高脚不弯腰都可进城门
,

河底离城门还有 n 个 台阶
,

到五
一

f
一

年代城门还能过人
,

`

可

是又经过30 多年的淤积
,

现在县城已被淤没
。

谁也不会为这座在地面上永远消失 了的地 卜城池 d{J

喊冤 叫屈
。



二
、

修地保土是开发秦巴山区的首要战略措施

土地资源是 最宝贵的资源
,

土地资源枯竭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

在开发秦 巴山区中
,

首先碰

到的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

就是如何对待土壤危机和土地危机的矛盾
。

各地经验证 明
,

解 决 这
“
两个危机

”
的主要办法就是修地保土

。

也只有
一

首先抓住这燃眉之急的问题
,

开发秦 巴山区的工

作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

1
、

建设基木农 田
,

加强坡耕地治理
,

是保土增产的首要措施
,

也是促进农业稳步发展的战略

任务
。

陕南山区
,

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是坡耕地和浅山丘陵地区
` 。

据汉
`
!

,
水土保持站资料

,

该地 区

浅山丘陵区和荒坡占总土地面积的三。%
,

而泥沙流失置 甲
,!了到总输沙从的 40 % 以

_

I:
。

这正是我们

治理的屯点
,

又是解决陕南粮
一

食问题和开辟第二粮仓的上要荃地
。

所 以
,

修地防止水土流失
、

提

高粮食产址和发展农业生产完全可以结合起来
。

过去
,

凡 造重视农田基本建设的地方
,

都收到明显 的效呆
。

镇安怂一个坚持修石坎梯 1tI 的好

典型
,

到 1 9 8 6年
,

该县历年新修石 坎梯 田累计达到 1 万公顷以上
,

加
_

蛋: 河滩地
、

沟台地和水地共有基

本农田 1
.

且万公顷
。

修地促退耕
,

现在退耕陡坡地 0
.

6 2万公顷
,

总耕地而积山 1 9 7 。年的 3 万公 顷

下降到 1 9 8 5年的
.

」
.

38 万公顷
,

减少 1
’

忿6
.

2 % ;
而粮食产址 由0

.

5亿公斤
, _

!J 卜到 0
.

7选亿公 斤
,

增

长 40
.

95 %
。

据
_

o个村 5 3个重点户 8
.

17 公 顷石坎梯田和 16
.

乃公顷坡耕北
.

周丧对 比 肴
: 1 9 8 ; ,

年 小

早
,

梯田平均每公顷产粮 4 , 8 3 3
.

8公斤
,

坡耕地每公顷产 : , 8 1 6
.

二公斤
,

冷川日比坡地愁公顷多打粮食

2 ,

0 1 7
.

6公斤
,

增长 7 1
.

6 %
。

白塔乡王文民的 。
.

n 公顷梯田
,

每公顷广兹达 n
, 4 3 7

.

5公 斤 ; 1 9 8 6

年大早
,

梯 田每公顷产 4 ,
`

一

48 公斤
,

坡地每公顷产粮 2
,

: 71 公斤
,

增产 8 7
.

1 %
。

不少坡地
,

治理前后

增产都在 2 一 3 倍
,

有的可达 5 一 6 倍
。

所以
,

修梯田是解决土地危机 和提高产从的有效途径
。

近年来
,

对这个问题认识越来越明确 了
,

陕南要解决吃饭问题
,

必须走镇安大修华本农川的道

路
。

安康地 区白河县和汉中地区的洋县
,

近年修地的步子较大
,

出现了新的局 面
,

应 该 充分肯

定
。

但是
,

从面上看
,

修地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

广大 山区仍然普遍存在着刀耕火种
、

J
’ `

种薄收
、

倒山种植
、

陡坡垦荒的旧习惯
,

地少不修地
,

无水不抬 田
。

在调查中
,

发现个别县的领导同志
,

至今仍认为
,

陕南的问题不是修地
,

而是造林
,

修地就是走
“ 学大寨

”
的老跻

,

越修越穷
,

没有

前途
。

这显然 议错误的
。

一些过去修了地受了益的地方
,

群众反映说
: “

要不 足过去修 了些地
,

找们现在吃啥呀 ? ” 看来
,

群众对修地尤接受的
。

现在不修地
,

不能怪群众
“ 愚昧落后

” ,

愿意

走过 去
“
种 一葫芦收两瓢

” 的老路
,

而是一些干部对修地没认识
。

当然也不能忽视 }」前人部分低

山 区还处于不修地的传统农业
,

中高山地区还处于掠夺式的古代农业和原始农
.

业 (刀丛火种 ) 状

态
。

要克服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
,

走建设稳产高产基本农田
,

少种多收
、

集约经营 的道路
,

还 雷

作大量的工作
。

但是
,

这里的关键是干部问题
,

只要干部决心大
,

去发动
、

组织和领异群众
,

足

可以把农田基建搞起 来的
; 因为还没有发现 哪儿群众 拒绝修地

。

各地经验一再
一

说
.

月
,

陕南修地保土
,

一

首先要为解决粮食问题服务
,

应该把 解决粮食问题作 为

开发山区 首要的战略问题来抓
;
陕南如果粮食问题脚跟站不稳

,

其他也都会垮台
。

! !前
,

秦 巴山

区大小
“
盆盆

”
川道

,
已基本水利化和川台化

,

现代农业气氛很浓
,

增产潜力还有
。

而大而积 的

浅山丘陵和 2 5
’

以下的缓坡地
,

还没有很好治理
,

大部分还是从未治理 的 t’ 处女地
” 。

如 果 不治

理
,

就会加述
“
两个危机

” 的恶性发展
;
一经治理

,

其增产潜力是十分可观 的
,

也为 走 集 约 经

省和提高效益的路子创造了条件
。

2
、

修地保土是建设多种经营基地的关键
。 “ 万物土中生

” 。

种庄稼需要修地
,

栽植经济林
。



发展林牧业
,

都离不开好的土地条件
;
也只有把地修好

,

把土保住
,

才能为建设多种经竹华地打

下牢固的茫础
。

开发山区的问题
,

实质上是如何合理利用和发展山区资源优势的问题
。

从调卉肴
,

秦巴山区

资源丰富
,

但分布不均
,

而且任何局部的资源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

许多地方
,

过去在落后的自然

经济
,

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侄桔下
,

资源利用范围及效益都很低
,

导致了对 r ;然资源的

浪费和破坏 ; 现有利 J即勺各项资源
,

普遍存在单产低的问题
。

汉中地区
,

有 0
.

67 万多公顷茶叶
,

1 9 8 5年产茶 8 2
.

5万公斤
,

悠公顷产址只有 1 23 公斤多
;
蚕桑 2 , 5 0 6

.

7公顷
,

每公顷产茧 1 02 公斤
;
水

果 6
, 1 3 3

.

3公顷
,

每公顷产 2 , 3切公斤
;
油桐 1

.

73 万公顷
,

每公项产 1 6 4
.

3公斤
;
核桃 1

.

33 多万公顷
,

每公顷产 16 5公斤
;
木 J下2 6

.

68 万架
,

架产 1
.

34 公斤
。

西乡县怂出产
“
午子仙全

”
名茶 ( 1

,

9 86 年 6

月被全 r砚评为部优名茶之一 ) 的地方
,

我们调查了两个七十年代建成 的乡办茶场
,

也一娜序在产

贫低 I’1红问题
:

三郎乡茶场 1 9 8 5年产茶 7 , 2 00 公斤
,

每公顷产 25 1
.

25 公斤
, 1 9 8 6年产 茶 5 ,

76 8
.

5 公

斤
,

每公顷产 2 01 公斤 ; 马踪乡茶场
, 1 9 8 5年产茶 4 , 3 00 公斤

,

每公顷产 4 50 公斤
, 1 98 6 年 产 茶

3 ,
5 00 公斤

,

何公顷产 2 40 公斤
。

安康
、

商洛地区也一 样
,

普遍存在
.

单产低的问题
。

安康地 IK
,

19 8 4年的桑茶桐漆药这 5 项
,

总收入 4 ,

00 0多万元
,

每人平均不到 20 元
,

近两年变化也不大
。

他

们搞这几项琴地建设
,

下 了很大功夫
,

面积已超 去 1 3
.

3万 公顷
,

.

单产上不去
,

困难很多
。

各种经济林特产品产址低
,

就不能充分发挥当地的优势
,

就形不成拳头产品
。

主要问题
,

还

是科学七卜差
,

从生产技术到经营管理
,

大都还是延用旧的一套
。

从修地保土方面看
,

搞多种夕创紧

和墓地建设本来离不开修地保土
,

但是
,

群众普遍没有习惯
,

干部没认识
,

这就养成栽树造林不

修地保土
,

酋造各种经济林也没修地保土的习惯
。

造林不 注意控制水土流失
,

反过来
,

严灭水土

流失造成的经济林木的低产量和低效益
。

经济林成林后
,

每隔 2 一 3 年要在林地松土
、

锄 草
, ,

次
,

群众叫性复
,

象油桐
、

茶树
、

漆树
、

板栗
、

桑树
、

核桃等每垦复一次都可以提 i俗产从
。

似娇

这种垦复由于普遍没有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

等于变相开荒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也缩短了经济林的

生 长寿命
。

这些旧的生产习惯
,

既不能保土
,

又不利提高经济效益
。

在调查中
,

我们也发现少数高产典型
,

一般都是在有关业务部门帮助指导下
,

有一全科学的

生产资理办法
。

办法中很最要的一条就是修地保土
,

把坡地先修成水平梯田
,

有了 良好的二日襄条

件
,

其他良种
、

施肥
、

除虫
、

管理等科学办法
,

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

南郑县 的茶叶丰产园
,

都址

在水平梯田
_

L搞密植等高带状经营的
,

首先在茶园里
,

基本上控制了水土流失
,

有效地保住 l
`

水

肥土
,

为茶叶高产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

所以一般每公顷产量都在 75 。公斤以上
,

址高达 6 ,

5 70 公

斤
。

城固县韬园乡杨西芳村是个盛产橘柑的地方
,

全村有橘树 67
.

6公顷
, 1 9 8 5年产 瀚柑 5 3

.

9万公

斤
, 1 9 8 6年产 4 3

.

5万公斤
,

平均每公顷产 0
。

72 万公斤左右
。

同样在一个村
,

采取传统的和 科学的

两种不 同的经营方式
,

其橘子的产量完全两样
。

采取了修地保土
、

引进 良种
、

合理施肥等
,

.

二汗牛

学经营办法的地块
,

每公顷产量达 33
, 7 50 公斤 , 有 0

.

27 公顷高产田
,

每 公 顷 产 量高达 9
.

38 万公

斤 ; 比采取传统生产方式的
,

每公顷产量要高出 10 多倍
。

今后
,

陕南的橘柑
、

核桃
、

茶叶
、

桑蚕
、

桐油
、

生漆
、

药材等墓地建设
,

在振兴山区经济
`
!

t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而且都是向丘陵山区发展
。

如果都注意了修地保土
,

推 J“ 水平带状造林
,

注意控制水 土流失等
,

就能充分发挥各地的优势
,

把潜在的白然优势开发出来
,

变成经济优势
。

如果仍然突破不 了旧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习惯
,

其各项墓地建设不但会达不到预期目的
,

而且还

会造成新的破坏
。

3
、

闸山沟是拦泥保土和除害兴利的重要措施
。

在支毛沟道里
,

用干砌块石的办法修筑谷坊
,

既旅拦挡泥沙石块下泄
,

又可淤地扩大农 田面积
,

是修地保土的重要措施
。

群众 竹 这 叫
“ 阿 ltI



沟
” 。

近年来
,

许多地方在小流域治理中
,

修建了不少闸山沟工程
,

效益显著
·

。

柞水 县 黑 沟流

域
,

从 1 9 8 5年冬开始治理以来
,

十分重视沟道治理
,

在支沟里修闸山沟工程 27 道 (计划修 34 道 )
,

既控制了一条面积为 4
.

8平方公里的小流域的泥沙下泄
,

又可扩大农 田 面积
。

经 1 9 8 7年 8 月 6 日

特大洪水考验
,

没有一道冲毁的
,

而且拦截了大量泥沙
。

商南县在流域治理中
,

也很重视闸山沟

工程
。

象这样的条件
,

在秦 巴山区到处都有
。

可是
,

这种闸沟拦洪淤地
、

造旧保土的作法
,

至今

还没有引起面上的重视
。

4
、

大修石坎梯田
,

是土石山区坡面治理 的方向
,

既可排除耕地内的石头
,

又可 扩 大耕地面
’

积
。

过去认为
,

修梯田把坡地变为平地
,

地埂又要占地
,

修成后的面积
,

一

肯定要比原来坡地而积

减少 10 % 以上
。

这从道理上说是完全正确的
。

但是
,

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
,

不 少 地 方 在修建

中
,

向自己承包地四周荒地扩展
,

修成后面积扩大不少
。

例如
:

白河县前坡乡胜利村的高远冲
,

1 9 8 4年在自己承包的一块 0
.

17 公顷地修石坎梯田
,

由于把地里的石头全拾出去
,

又 向山梁
_

1几扩展

了一些
,

修成后变成 0
.

96 公顷
;
去年又用同样办法

,

修成了转包何东柱的 0
.

]
.

3公顷荒地
,

手苍成后

变成 0
.

53 公顷
。

构把乡吴永炎
,

去年在自己承包的 0
.

2公顷地里修石坎梯田
,

修 成 后变成 0
.

“ 公

顷
。

如果有条件的地方照这样去作
,

现有农耕地的面积就会扩大
。

这种作法和开荒种植不一样
,

因为它把荒地变成了基本农田
,

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

三
、

治山保川
,

山川结合
,

综合治理
,

是治理长江流域的指导思想

陕西省长江流域的地貌特征
,

基本上是 ,tt 八山一水一分田
” 。

山区面积大
,

川道面积小 ; 山
。

区治理不好
,

川道就没有希望
。

川道的现代化程度高
,

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科学处于领先地位
,

川道不支援山区
,

就会拖延山区的治理时间
,

反过来又会给川道带来灾难
。

所以应该坚持治山保

Jll
,

山 Jll结合
,

综合治理的战略思想
。

1
、

治山保川
。

这个任务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

也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和 战略性
。

大业事

笨证明
,

山区是平原的生态屏障
,

没有良好的山区生态环境
,

就不 可能有稳定
、

繁华
、

Z凡盛而又

风光秀丽的川道
,

就保不住大大小小的 “ 盆盆
” ,

商品经济也就发展不起来
。

从开发 t’j 又分 山” 出发
,

治山是必然
,

也是治川的根本措施
。

第一
,

把山区治理好
,

可以大大减轻山洪和推移质对川道的危害
,

特 别砰 减 轻 山于严 重渺

坡
、

崩塌
、

泻溜
、

泥石流等重力侵蚀对川道的压力 ,

第二
,

把山区治理好
,

可以改变小气侯
,

减轻早涝和冰雹
、

霜冻等自然灾害对川道的袭击
;

·

第三
,

把山区治理好
,

可以给川道地区提供丰富的工 业
、

加工业和副业旅材料
,

促进商品经

济的发展和繁荣 ;

第四
,

把山区治理好
,

可以减少沙石下泄
,

减轻大小江河沟溪淤积
,

增加河道常流公
,

不仪

保住了川道
,

也为发展水利
、

水 电
、

灌溉
、

航运
、

水产等创造了条件
,

为根治长江作 出了贡献 ;

第五
,

先把山区治理好
,

给治理川道创造条件
,

符合先上游后下游
、

先支流后干流的从本治

理规律
。

这些关系她十分明确的
,

不沁多加论证
。

2
、

山川结合
。

山治好了
,

保护了川
,

川道得到发展
;
反过来又可支援山区 的 治理

。

沂以凡

实行 山川结合的战略
,

树立 区域性内部相互依赖
、

相互促进
、

协调发展的整体观念
。

大的 可以址

一条大流域
,

小的可以是一个乡或一条几平方公里的小流域
。



在处理 山川关系上
,

有人提出
: “

依托平坝
,

主攻丘陵
、

低山
,

积极 开 发 山 区
”
的战略思

想
,

现在看是正确的
。

不过
,

这种阶梯开发思想
,

没有把它们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说清楚
。

容易

形成各搞各的一套
,

互不配合
。

日前
,

不少地方就存在互相脱节的问题
,

川道不支援山区
,

只知送向山区索取原料
,

加剧了

对山区资源的掠夺
。

例如
,

不少县每年盲目向山区增大烧木炭的任务
,

使一华地方的:l7 冈林巡到

破坏
。

按理说
,

川道的粮食
、

副食
、

加工业都应该支援山区
,

特别是加 J二一仁的发展
,

’

可以促进山

区资源的开发
。

不过
,

过 去的这种促进
,

只是生产过程中的自然联系
,

还应该树立 民期文援山区

的思想
。

每
万

曰认从总收入
,
}
“
拿 出一定比例的资全

,

用 J
二

山区治理才行
。

因为要恢复数代人浴 J!J自

然资源造戊的破坏和换失
,

奋要很火一笔经费
,

而这笔经贵远远超过
一

J
`

山区人民的物力和财力负

担
。

治理 l l j区
,

受益 大的是它的下游
。

所以
,

下游 l飞勺川道和全社会郁女为山区治理 贡献出 自己的

一份力鱿
J

柞 术县界牌湾付就作得不错
。

去年他们从村办企业经费中
,

拿出 了 3 万
,

已文授小流域

治理
。

可惜 的足这 种典型还没有在面
_

l:形成气候
。

现在的问题是
,

破坏山区资源不顾川道
,

川道

建设没有支援山区
,

这 几
: 一个位得重视研究的新 bJJ 题

。

3
、

综合治理
。

.

,*A水土保持的观点出发
,

就是坚持生物
一

与几}几程 措 施 结合
,

山
.

!几
、

山
’

.1’
、

坡

面
、

沟道
,

都安因地制宜
,

因害设防
,

进行全 l叮治理
。

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

从调大希
,

综合治理

的观点
,

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
,

普遍有忽视工程措施 的倾向
,

有重川道
、

轻山城的倾向
,

有忽视沟进

工程的倾向
,

有忽视种草的倾向等
。

这些问题都是值得重视的
。

在调查中
,

我们也发现了不少综

合治理搞得好的典型
。

南郑县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
。

他们强调植树造林
,

近 年来
,

每年饰超额完成

造林任 务
, 1 9 5 5年任务 廷2 , 6 6 6

.

7公顷
,

完成 3 , 4 1 3
.

3公顷
; 1 9 5 6年任务是 4 , 0 0 0公顷

,

完成6
, 1 3 3

. 。

公顷
; 1 9 5 7长乒任务是 4 , 0 0 0公顷

,

完成 4 ,

0 5 0公顷
。

近年来
,

南郑县又把 7 ,
6 6 6

.

7公顷荒 11一
、

荒坡
、

荒沟
、

荒滩承包到户
,

签订了合同
,

落实了责任
。

1 9 8 2年到 1 9 8 7年
,

该县每年 平 均造林 4 ,

00 0公

顷以
_

卜
,

还 因害设 防
,

沿南山首造了一条40 公里长
、

巧公里宽的马尾 松林带
,

四旁植树 2 ,

6 55 万

株
,

还重视水库的绿化
。

强家湾水库从 1 9 5 5年建库 以来
,

一直抓了库区造林
,

先后介造
· `
乡尾松和

经济林 52 5万株
,

绿化了 7 架山
、

8 条沟
、

68 个山头
,

面积达 30 0公顷
,

控制了水 L流失
,

延长了

水库寿命
。

这个水库周 川已成为旅游胜地
。

现在全县己造林 7
.

85 万公顷
,

种草 92 6
.

67 公顷
,

封山
“

育林 3
.

33 万 公顷
,

凡能造林绿化的地方
,

大都绿化了
,

森林授盖率达58
.

1 %
,

到处一片绿色
。

南

郑县也重视修地造旧
、

打坝建库
、

封沟打卡等
,

大搞工程措施
。

l
_

l前全县大小川进
,

沟沟岔岔
,

坡坡孤抓
,

凡能摆工程 的地方
,

推本
_

仁都摆上了各 项工程
,

大部分沟道都己川台阶梯化
,

层层水

田
、

梯地 山坡脚修到山腰
。

我们肴 了红庙区等地
,

许多地方都儿
“ 山顶松

,

山脚川
,

半山腰 里种

茶园
” ,

山水川林路综合治理 的程度很高
。

据统计
,

南郑县修梯田 3 ,

20 1公顷
,

河滩造地 30 0
.

7公

顶
,

修水库 61 座
,

修塘堰 4 ,

68 2 ! 1
。

到 目前为止
,

全县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 , 3 3 2
.

7平方
z

卜矛住
,

占

流失总面积 l’I勺7 7次 ; 治理程 度之 i留
,

全省等一
,

被评为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县和林业先乞卜县
二

1 9 8 6

年粮食总产达 2
.

25 亿公斤
,

提前实现了粮食翻番
。

他们的经验很值得在全省」幻 “ 。

治山保川
,

山川结合
,

综合治理这三句话
,

有其内部的必然联系
,

不能偏废
。

舟地 多实证

明
,

只要认真这样去做
,

不 汉可以加速山区的治理
,

还有利于解决这里的农林 牧 副业 的结合问

题
,

有刊促进农工商的全面发展
。

四
、

坚持走开发带动治理
,

治理促进开发的道路

调查发现
,

在治理开发山区中
,

由于各地 的自然条件
、

劳动素质
、

资金
、

钾力等条件千差万

3 2



劣 J
,

所以各自的着眼点
、

起步方式
、

发展趋势
、

效益结构也都不尽相 同
。

但是
,

总 的米看
,

不外

乎都在以下三种不同的道路上摸索前进
。

第一条道路
,

是走过去的老路
。

这是急功近利
,

只顾个人眼前利益
,

缺乏长远打算
,

拿上古

老的农具
,

爬
.

上峭陡的山崖
,

滥垦
、

乱伐
,

搞掠夺式的经营
,

破坏 自然资源
。

这条路看来不能再

走下去了
。

第二条道路
,

主张国家出钱
,

用较大的投入去治理
,

去改善生态环境
。

这种主张从治理
,

从

改善生态环境出发
,

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

这是无可非议的
。

但是
,

在短期内
,

靠国家投

入较多的资金搞治理
,

是不现实的
。

就是国家有钱
,

也不能单纯靠国家出钱去治理
。

过去不 少国

家出钱官办典型的失败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

第三条道路
,

也就是农民自己闯出来的道路
。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
: 立足本地资源

,

着眼脱贫

致富
,

由开发起步
,

从治穷入手
,

治理促进开发
,

开发带动治理
。

他们依靠白己的劳动
,

依
.

谁政

策和科学技术的威力
,

以短养长
,

长短结合
,

在国家的帮助下
,

从单项治理入手
,

再求全而的综

合治理
。

这是一条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坦途
。

他们的基本经验是
:

第一
,

立足治穷
,

敢闯新路
。

穷是各地的主要问题
,

但他们不 廿心穷
,

不 甘心落后
,

敢于闯

出一条脱贫致富的新路来
。

勉县周家山乡刘旗营村殷永成
,

他相信承包荒山荒坡
,

通过治理
,

可

似把当地潜在的优势发挥出来
,

可 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

他转让 了 自 己 的耕地
,

上山承包 了

右
.

67 公顷荒坡
,

从 1 9 8 2年开始治理
,

4 年时间
,

在 自己修配梯旧里栽 橘 树 3 公顷
, 5 ,

3 56 株
,

葡

萄 1
.

67 公顷
, 2 , 6 51 株

,

还栽了桃树
、

樱桃
、

雪梨
、

草荀
、

万现
、

首箱
、

聚合草等
,

还 育 各种果

树苗
。

现在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

整齐美观的梯田
、

果园
, J沐代 了过去 的荒坡

。

在呆园里和地埂

上
,

套种有牧草
、

玫瑰
、

草蓦
、

西瓜等
,

土地得到了充分利用
,

还养了猪和鸡
。

1 9 8 4年开始有了

收入
, 1 9 8 6年收入 2

.

26 万元
,

每公顷平 均产值已达 8
,

4 75 元
,

每人平均收入 1
, 1 30 元

,

而且今后的

收入还会逐年递增
。

这种把治理与开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山地园艺式农业
,

仪仅 4 年时间
,

就改

变了穷困落后的面貌
,

成为 山区群众效法的楷模
。

第二
,

立 足当地资源
,

吃山先养山
。

山区资源丰富
,

也可以再生和发展
。

但是
,

必须以
“
养

山 ”
为前提

,

为资源的永续利用创造可靠的条件才行
。

城固县毕家河乡
,

有一条位于深山里的爬子

沟
,

过去树木参天
,

以后遭到破坏
,

水土流失严重
。

这里住着的 4 家人走了 3 户
,

剩下 的叶万忠

一户
,

他坚信
,

不是这里
“ 山不养人

” ,

而是
“

人不养山
” ; 他也最清楚当地 的优势见了l

·

么
。

根据

他过去长期搞多种经营的经营
, 1 9 8 3年满怀信心地承包了 20 公顷荒山荒坡

,

修地
、

造林
、

种药
;

他由造用材林到经济林
,

由经济林到木木
、

草本药材
,

由治坡到治沟
,

由单一措施治理到综合治

理
;
他以短养长

,

长短结合
,

立足脱贫致富
,

放眼后代
,

为国家 造福
;
他 己 造 用 材林 10

.

13 公

烦
,

木本药材 7
.

33 公顷
,

同时还采取间作套种
、

疏密相间的办法 种 杜 仲 2 万 多 株
,

黄 柏 4 ,

6 00

株
,

漆树 1 万株
,

棕树 1万株
,

核桃 4 50 株
,

木瓜 3 00 株
。

去年以来
,

叶万忠还 利用空闲地和 1IJ 坎

地埂种黄莲
、

大黄
、

细辛
、

白芷
、

桔梗
、

丹参
、

当归等短缺药材 0
.

55 公顷 ; 他把承包的 4 沟 6 坡

12 个山头
,

全都治好了
,

到处林药密布
,

郁郁葱葱
。

3 年来
,

他每年仅林业收入 都 在 2 , 5 0 0元 以

上
。

近年
,

他又养母猪 3头
,

产仔 24 头 ; 养母牛 6 头
,

有 4 头产牛犊
,

两头怀犊
。

他就笼这样治

理促开发
,

开发促治理
,

在短短几年里
,

把荒山荒坡变成了
“
金山银岭

” 。

有人估算
,

仅他现在

的木本药材和部分经济林价值达 1 3万多元
。

第三
,

韶政策
,

靠科学 技术
。

三中全会以来
,

广大农村实行了联产 承 包 女任制
,

林业
“
三

定
” , “

户包治理小流域
”
政策

,

解决了治理上的责权利脱节问题和治理
、

使用
、

继承
、

转让等

一系列政策问题
,

调动了群众治理和开发的积极性
。

在这个基础上
,

近年来
,

他们普遍重视了科



学技术的应用
,

不少人已经尝到了学科学
、

用技术的甜头
,

到处拜师求教
,

买书订报
,

提高 ,J
’

洽

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

白河县前坡乡胜利村高远珍
,

全家 3 口人
,

既抓修地
,

又 抓 植 树 造林
。

从

1 9 8 2年开始修地
,

他已修成石坎梯田 0
.

73 公顷
,

去年收粮 2
.

7 50 公斤
,

同时把 自己 承 包的1
.

73 公

顷荒山全造了林
,

又栽果树 0
.

33 公顷
,

还在房前屋后栽橘树 7 00 多株
,

栽桃 梨 3 00 多 株
,

部分树

已开始挂果
。

他给我们介绍说
: “

我 过去是教书的
,

党的富民政策给我开辟了 J
` 一

阔的邀路
。

我认

为
,

在山区只有修地
、

栽树才能脱贫致富
。 ” “

我爱科学技术
,

报
_

l ,-有啥新的技术
,

我就抓住不

放
,

我 自己还订了 9 种科技杂志
” 。

勉县殷永成为 了不断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
,

经常到一些科技

机关和院校求教
,

自己还订了 17 种科技杂志
, 3 种报纸

,

晚上学 白天干
,

依非科技信息致官
。

这

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

第四
,

自力更生
,

不靠外援
。

在调查中发现
,

凡是搞得好的典型
,

都是非白己的力虽
二

l:
起来

的
。

我们在旬阳县综溪乡明星三组的工地里
,

调查了正在修地 的曹计坏
。

他全家 6人
, 1 98 2年承

包 1 公顷荒坡地
,

从去年开始修地
,

先后请帮工 10 人
,

修地 3 次
,

又请临时 工
,

共 投」二7 00 多:.l’.

日
,

修了 23 条石坎
,

移动土石方 5 ,
95 7立方米

,

修成石坎梯田 0
.

54 公顷
,

投资1
,

30 0多元
。

为什么这个普通农 民
,

舍得用 自己多年搞副业挣的钱去修地呢 ? 他给我们算了四笔帐
:

1
、

增产帐
。

这 1 公顷荒坡地不修
,

最高年产粮为 1 ,
4 00 公斤

,

修了最少可产 2 ,
0 00 公斤以上 ;

2
、

经济帐
。

把地全修后
,

再拿出 0
.

33 公顷地种烟叶等经济作物
,

每年至 少 可多收入 1 ,
5协

兀 ;

3
、

水土流失帐
。

由于土壤冲刷流失严重
,

25 年来
,

最深 的地方已下 降 1
.

67 米
,

如身拍 lJ’ 不修

地
,

以后就无地可种 了 ;

4
、

时间帐
。

不请工
,

每年靠自己修只能 完 成 0
.

07 一 0
.

14 公顷
,

雇 工 突击修
,

两三年就修

完了
。

今年多种一点经济作物
,

一年就把成本拿回来了
。

看来
,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
,

依靠自己的力量
,

走 自力更生 的道路
,

是最可靠
,

址实际的了
`

当然
,

也需要争取国家的支持
;
就是有了钱

,

也要扶持那些真正愿意搞治理和开发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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