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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纸坊沟水上保持最大制约因子是劳动力素质差
。

在分析最大制约 因子产生原因基础上
,

提出了三个对策方案
: 1

、

建立股分—
贴现补偿制 ; 2

、

实行专业承包 , 3
、

完善统分机

制
。

与此相适应
,

指出了行政手段的必要性
。

一
、

概 述

七五重点—
纸坊沟水土保持与其自然因素

、

经济因素和社会 因素有密切关系
。

(一 ) 自然因素
。

纸坊沟地处陕北黄土丘陵区中部
,

位于延河中上游
。

海拔 1 , 0 13
.

3一 1 , 4 13
.

3

米
。

土地面积 8
.

26 1平方公里
,

区内梁赤起伏
,

沟壑纵横
,

水土流失严重
。

1
、

土地资源
。

1 9 8 5年
,

每人平均占有土地 1
。

98 公顷
,

占有耕地 0
.

57 公顷
,

超过全国每人平

均土地资源水平
。

但地形复杂
,

劣地较多
,

土地计有 4 类 24 亚类
,

基本农 田只占7
.

26 %
。

2
、

光热资源
。

该区 日照比较充足
,

年平均 日照时数为 2 , 4 15
.

5小时
,

年总辐射量每平方厘米

为 1 31 千卡
,

春夏光照充足
,

有利于夏秋作物生长发育 ; 实验区年平均气温 8
.

8 ℃ ,

最热 的 7 月

2 2
.

6 ℃ ,

最冷的 1月 一 6
.

9 ℃ 。

气温 日较差年平均 1 3
.

9 ℃ 。

从农作物的生长期为 7个半 月 看
,

其

积温值完全可以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
,

实行二年三熟
,

甚至一年二熟
,

从热量供应上 都 是 可 能

的
。

3
、

水资源
。

实验区年平均降水量 54 9
.

1毫米
,

降水变率大
,

年 际和季节分配不均
。 1 9 6 4 年

降水 9 57
.

8毫米
, 1 9 7 4年降水 36 9

.

9毫米
,

二者相差 2
.

6倍
。

一年之内 7 一 9 月降水集中
,

占全 年

降水量 6 1
。

1 %
,

且多暴雨
。

(二 ) 经济因素
。

纸坊沟属贫困山区
,

处于解决温饱间题阶段
。 1 9 8 5年

,

每人平均生产粮食

3 80 公斤
,

产值 45 1
.

30 元
,

纯收入 2 13
.

90 元 ; 每个劳力平均纯收入 57 9
.

00 元
。

据抽样估测
,

每人

平均固定资金 3 72
.

5元
,

且绝大部分又是所住窑洞的折价 ; 每人平均流动资金 3 4
.

60 元
,

每公顷化

肥投资仅 2 0
.

2 5元 , 粮食平均每公顷产量仅几百公斤
。

(三 ) 杜会因紊
。

纸坊沟的生产
、

生活活动处于半封闭 的循环体中
,

交通不便
,

教育落后
,

文化水平低下
。

1 、

思想落后
,

满足于小农经济
,

满足于现状
。

早年求神降雨
,

从不重视水利设施
。

2 、

传统的经营思想根深蒂固
。 .

由于与外界的信息交往少
,

农民的心理动态始 终 落后 于社

会
。



3
、

劳动力素质低
,

无创新的动力
。

科技活动似乎是在科技人员的推动下进行
。

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
,

于 1 9 8 6年建立了黄土高原纸坊沟综合治理试验示范区
。

二
、

制约因子筛选

( 一 ) 水土保持所器的基本条件
。

水土流失区所形成的模式是
“
平面低层次种值— 大规模

粗放经营— 土壤流失
” 。

因此
,

进行水土保持
,

无论是生物措施还是工程措施
,

首先面临一个

退耕问题
。

退耕是水土保持所需的基本条件
。

(二 ) 退耕触及的主要因 子
。

马克思说
,

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

会生产 的基础
。

因此
:

1
、

必须提高土地生产率
。

因为土地生产率是劳动生产率的一项重大决定因素
,

并且只有提

高土地生产率才有可能退耕
。

这最终体现在作物单产上
。

2
、

劳动效率是 提高劳动生产 率的 另一途径
。

从目前 看
,

劳动 力浪费严重
, ,

无效劳 动比

重过大
,

如果能使一部分 劳 动力转移出去
,

劳动生产率就能提 高
。

但劳动力素质是 一大决定因

素
。

3
、

新技术
、

新材料
、

新成果的应用
,

能使生产力产生新的飞跃
。

这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

但

纸坊沟还没有人敢承担风险
,

有些人还不敢第一个使用新 良种
,

这是 由他们的传统习惯
、

心理承

受力差决定的
。

(三 ) 三个因子分析

l
、

单产
。

纸坊沟的光热条件能满足作物生长发育的要求
,

但土地瘩薄和降水量不足则是主

要的制约因子
。

为此
,

必须追加物化劳动投入
,

兴修基本农田
,

在科技人员的指导下
,

此项工作

的进展主要依赖于农民
。

艺
、

劳动力素质
。

劳动力素质首先取决于人 口的文化水平
。

纸坊沟贫穷而落后
,

大部分农民

对 自己及子孙没有过高的要求
,

只要能操持一般的农事活动也就心满意足了
。

所以
,

周而复始地

使用同一个简单的动作
,

劳动力的技能始终停滞不前
,

劳动力素质达不到发展经济的需要
。

3
、

科学技术
。

科技力量还是比效雄厚的
,

主要是外来科技人员多
,

但农民接受慢
,

无接受

科技知识
、

应用科研成果的动力
。

这最终是由劳动力的素质决定的
。

(四 ) 最大制约因子的确定
。

纸坊沟流域
,

被列为国家
“ 七五 ”

黄土高原综合治理试验示范

区
,

由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和安塞县人民政府共同承担综合治理的任务
,

每年有一定

的治理经费
。

1 9 8 6年前 已有了相当的基础设施
,

无论经费还是科技力量
,

基本上都能满足纸坊沟

综合治理的需求
。

综合治理的另一个条件就是退耕
。

根据我们的规划设想
,

在满足粮食 自给的条件下
,

完全能

够退出一部分耕地
。

但是
,

退耕难以落实
,

毁林毁草现象时有发生
,

特别是幼林幼草
。

在治理措

施的实施过程中
,

我们 需要农民的全力合作
,

而农民不能自觉的积极配合
,

最终使水土保持工作

难以完成
。

据此
,

我们认为
,

劳动力素质低下是纸坊沟水土保持的最大阻力
。

三
、

最大制约因子产生原因

1
、

长期战乱及不合理开荒
, 生态系统严皿失调

,

恶性循环加剧
。

人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追求

温饱
,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

却逐渐适应了恶劣环境
,

靠天吃饭 已习 以为常
。

在改造和征服自然上

已有些麻木
,

对于综合治理思考不多
。

2
、

依赖思想
,

得过且过
。

交通闭塞
,

文化落后
,

加上国家长期单纯生活救济
,

农民逐渐产



生了依赖心理
,

无贫困压力
,

.

无发展经济
、

超越恶性循环的动力
。

3
、

经营方式的调整
,

带给他们的是 自然经济结构内部的积极性
,

是 以解决吃饭为根本 目标

的积极性
。

在这些地方
,

统分结合机制并未跟上经营方式变替的需要
,

农民以一种生产力的破坏

来实现另一种生产力 的发展
,

因而开荒种田是唯一的动力
。

4
、

管理手段不健全
。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人们的思想参差不齐
,

很难要求某 些

人 自觉地服从整体利益
。
目前

,

纸坊沟农民追求的是眼前利益
,

一说退耕
、

植树
、

种草
,

他们就

伸手要钱
、

要化肥
,

年年如此
。

在贫困而落后的山区
,

单靠经济手段是难以完成水土 保 持 工 作

的
,

必须要有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相配合
。

而纸坊沟现在所缺的正是行政手段和法律 手 段 的 配

合
。

四
、

削弱最大制约因子的对策

(一 ) 可供选择的几个方案
方案一

:

股份

一
贴现补偿

,

即
:

在规划治趣范围内的土地入股
,

每 1 / 1 5公顷的 面 积 为 一

股
,

通过预算
,

求出治理后的增产潜力
,

确定出股息
。

根据农民急切的心理
,

现在支付一部分股

息
,

待治理后支付另一部分股息
。

如果治理后土地退还
,

则农民需要归还 己得的股息现值
。

l
、

股息的计算考虑二个因素
。

现在的机会成本和治理后土地生产潜力
,

股息应稍大于机会

成本
。

股息 二 机会成本 + 增产潜力

土地价格 十投资 (治理 )

`
土地价格

。

贴现股息应不大于 机会 成 本为

好
。

2 、

补偿贴现股息的来源
。

国家救济款和救济粮
,

如果能够争取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项 目
,

补偿所需也就满足了 ; 如果争取不到
,

所缺费用应由地方政府拨款和治理经费联合解决
。

方案二
:
专业承包

,
除基本农田和少量的山坡地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外

,

剩下的地承包给一

些具有经营头脑的人
,

专业承包队与治理站签订合同
,

由治理站出技术和部分治理费
,

专业承包

队出劳力和一部分贷款
,

共同协作
,

利益均沽
。

方案三
。
完善统分机制

,

加强
“
统

”
方面的功能

。

根据综合治理规划的需要
,

农户经营口粮

田
,

剩下的由村统一经营
,

通过双方协商
,

签订合同
,

村上具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

治理站具

有规划和具体实施权
。

村上的土地使用必须在治理站的指导下进行
,

这种指导关系具有上下级关

系
,

村上应无条件接受
。

(二 ) 应注惫的几点

1 、

治理站应享有一定 的行政权力
。

贫困落后的 山区
,

行政手段的功能具有较强的活力
,

它

能解决经济手段所不能解决的间题
。

县级以上政府通过协商
,

可给治理站以乡级 ( 或 略 高 于 乡

级 ) 行政权力
。

2 、

治理站全体同志及村以上干部
,

必须认清水土保持的紧迫性
,

每个人明确 自己的责任
,

实行
“
责权利

”
相结合 , 同时向农民宣传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的意义和作用

。

3
、

县政府 给治理区农民一定的补偿或减征农业税
,
以提高农民进行水土保持的积极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