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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色
,

有启示
,

有发展前途

一一原固生态经济结构实验基地视察纪要

余 峥

(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 )

提 要

固原生态经济结构实验基地具有一些特色
:

符合农民 的愿望
,

注重经 济效益
,

治 穷致

富 ; 符合自然生态规律
,

寓防护于生产 ; 在调整农业结构的过程中
,

开始了由小农经济向商

品经济的转化 ; 县政府
、

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之间密切合作
,

团结战斗
,

使这项综合实验获

得丰硕成果
。

从这个试验中得到不少启示
:

第一
,

搞黄土高原水土保持试验必须是大型的
,

搞大型综合科学试验
,

必须有政府出面
,

加强具体领导 , 第二
,

农业科学实验要同发展社会

主义农村商品经济相结合 , 第三
,

开发大西北
,

水土保持工作应加速进行
,

水土保持科学实

验更应走在前头
。

为开发大西北服务
,

正是今后中国科学院
、

水利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的

历史使命
,

具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前途
。

1 9 8 8年 7 月中旬
,

我到宁夏固原视察了中国科学院
、

水利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同固原县人

民政府合搞的固原生态经济结构科学实验
。

虽然时间短
,

看的只是几个侧面
,

又属走马看花
,
但感

受颇深
。

这项科学实验颇具以下特色
:

首先是符合农民的愿望
,

注重经济效益
,

治穷致富
。

以上黄村为例
,

1 9 8 3年至 1 9 8 7年与 1 9 7 8

年至 1 9 8 2年相比
,

该村每年平均总纯收入前者是后者的 6 倍 ; 每人平均粮为 1
.

7倍
,

基本上 达 到

耕三余一 ; 每人平均油料为 2 倍多
,

羊单位为 1
.

4倍
;
每人平均纯收入 由原来的 47 元提高到 3 50 元

,

为 8 倍多
。

这个增长幅度大
,

速度快
,

农民满意
,

政府赞扬
。

科技人员做出样子
,

农民学着做
,

推广也快
。

可以说是科技进农家
,

效益暖人心
。

这是第一特色
。

再是符合自然 生态的规律
。

仍以上黄村为例
。

该村属黄土丘陵区
,

村内 沟壑 纵横
,

植 被 稀

疏
,

缺少生态学上的生产者
。

乱垦滥牧
,

地面裸露
,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侵蚀为每年每平方公里

5
,

00 0吨
。

有鉴及此
,

实验以草灌为突破 口
,

大上林草
,

恢复植被 ; 兴牧促农
,

增强作 物 这个生

产者 ; 调整大农业结构
,

使土地利用合理化
。 “

六五
”
期间

,

既控制了水土流失
,

又使农林牧得

以综合发展
。

截止 1 9 8 5年 5 月
,

农耕地由 4 59 公顷减为 3 2 5
.

6公顷
,

占生产用地的 2 3
.

5% ; 人工改

良草地 6 00 公顷 (包括退耕地种草 ) 占4 3
.

4%
,

加上天然草场 18 3公顷
,

草 地 共 占5 6
.

5% , 造林

2 8 6
.

7公顷 (不包括四旁植树 )
,

占20 %
,

实现了农林牧 2 : 2 : 5 配置结构
。

较 之 原 先 农 占

31 %
,

林 2
.

1%
,

草 1
.

0%
,

天然草地 5 7
.

9%
,

非生产用地 8 %
,

结构趋于合理
。

草多了
,

牲畜增

加了
,

但从 1 9 8 3年至 1 9 8 5年
,

羊单位尚未满荷
,

可见草的丰饶
。

草多了
,

牲畜 多了
,
畜 肥 也 多

了
,

每公顷农家肥施用量提高 1 倍
。

耕地虽然减少 了
,

单产却大幅度提高了
,
每公顷 产 量 由 7 50

公斤增长到 1
, 6 5 7

.

5公斤
,

提高到将近 3 倍 ; 粮食总产量 由21 万公斤增长到 4 1
.

5万公斤
,

提 高 到

将近 2 倍
。

草多了
,

林多 了
,

不仅三料解决 了
,

还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
。

根据径流观钡压推算
,

保持水土达到 50 % 以上
。

在主体配置上
,

也有创见
:

梁顶地种草
,

陡坡陡坎地种灌木 , 缓坡地种



庄稼
,

沟床沙滩地植乔木
,

名之 曰
“
草帽子

、

灌围子
、

农裙子
、

乔靴子
” 。

这样的因地制宜
、

合

理利用土地
,

既改善了生态条件
,

又获得了经济效益 ; 既保证了草灌乔的丰茂
,

又促进了庄稼的

茁壮 ; 既绿化了大地
,
又控制了水土流失

。

真可谓
“ 四美具

,

二难并
”
矣

。

在生态学上
,

草灌乔

农 (作物 ) 皆为生产者
,

生产者上去了
,

水土流失减少 了
。

因此
,

他们称这种特色为
: “

寓防护

于生产
”
的体系

。

再一个特色
,

就是在调整农业结构的过程中
,

开始注意了由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
。

目

前农 民都想赚钱
,

颇具商品经营意识
,

正应积极引导扶持
,

开发商品生产的路子
。

实验基点 已经

积极帮助和指导农户大搞多种经营
, 以增加商品

,

增加收入 ; 又创办了米面油和饲料加工业
、

砖

瓦厂等
,

并将扩大其规模
,

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
,

走发展商品的道路 ; 并逐步走向专业化
、

商品

化
,

以促进农村各业的发展
。

这些工作虽尚是点点星火 , 但必将有燎原之势
。

中国科学院
、

水利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与宁夏自治区固原县之间以及科技人员之间密切合

作
,

团结战斗的精神
,

是使这项综合实验获得丰硕成果的关键
,

也可 以说是一个更为珍贵的特色
。

没有科技人员坚毅不懈
,

刻苦攻关
,

没有他们的统一认识
,

相互配合
,

要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是

不可能的 , 没有地方党政领导 的深入实际
,

坚强领导
,

切实解决具体困难
,
想把科技人员千辛万

苦试验成功的研究成果推广到生产中去
,

把研究成果变成社会生产力
,

同样是不可能的
。

值得称赞

的是
,

固原县的书记
、

县长不但是指挥者
,

而且是实干家
。

他们亲自蹲点
,

宣传群众
,

组织群

众
,

学科学
,

用科学
,

使科学扎根于群众
,

使科学成果迅速在大面积生产上应用
,

使这项科学实

验获得成功
,

实现了生产与实验两发展
。

看了这项科学实验
,

给人们不少启示
:

第一
,

搞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综合实验必须是大型的
。

规模或以中小流域
,

或以县
,

或以地

区
,

甚至可 以跨地 区
、

跨省
。

唯其大
,

才便于按照农业区划
,
合理利用土地

,
合理调整农业结

构
,

促进农业专业化
、

商品化 ; 唯其大
,

才便于使用新技术
,

如机械化
、

飞播等 ; 唯其大
,

才能

真正显示出科学技术的威力
,

突出地显示出水土保持的效益
。

第二
,

搞大型的综合科学实验
,

必须有政府出面
,

加强具休领导
。

既挂帅
,

又出征 , 既部署

工作
,

又解决实际问题
。

只有政府出面 ` 才能够从政策和关键措施上把分散的农户同科技人员挂

起钩来
,

使科学成果落到实处 ; 只有政府出面
,

才能使科学成果得到大面积应用 ; 也只有政府出

面
,

才能够根据农业资源
,

统筹安排多种经营
,

安排农林牧水利的加工工业
,

发展农村 商 品 经

济
。

这里顺便提一个财政经费的使用间题
,

要改变那种撒胡椒面的办法
。

像治理水土流失
,

发展

农业生产这样的大事
,

常常因为没钱而办不起来或办不下去
。

其实
,

说没钱
,
非也

,
而是将有限

的钱分散用了
。

假若把有限的经费相对集中起来
,

不但水土保持这样的大事能办成功
,

而且在上

述寓防护于生产的观点下还可以举办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
、

经济效益高的大事
。

财要善于理
,
越

穷越要善于理财
,

善于发挥有限经费的最大功能
。

第三
,

农业科学实验要同发展杜会主义农村商品经济相结合
。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

是实

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目标
。

在这里
,

科学实验不可缺少
,

也责无旁贷
。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

综合实验尤具有囊括农村生产发展的各方面 (包括商品化生产 )
,

确系有利条件
,

更 要 很 好 结

合
。

调整农业结构
,

就是很好结合发展商品生产的时机
。

譬如发动农民个人承包或 联 合 承 包种

草
,

经营草业 (包括加工 )
,

饲养牲畜
,

·

大兴牧业 ; 承包种树
,

经营林果业
,

逐步使之专业化
。

对承包者以优惠条件
,

如规定若干年不缴税
,

发放低息或无息贷款
,

提供优 良品种
,

给以技术指

导等
。

这样农 民感到承包方便
,

有利可图
,

就会积极承包
。

这样
,

荒山荒坡得到治理
,

牲畜林果



将大大发展起来
,

农村商品经济体制势将逐步形成
。

这样
,

农 民对科学技术的需要日益紧迫
,

科

学实验随着实验区事业的兴旺而更加兴旺
。

第四
,

大西北就要开雀了
,

水土保持工作应加速进行
,
水土保持科学实验更应走在前头

,
`

以

适应经济大发展的需要
。

开发大西北
,

就要兴办许多企事业
,
也就应有相应的生活 资 料 供 应

。

“
兵马未动

,

粮草先行
”
嘛

。

开始时
,
生活资料由外地调入是可行的

,

也是必要的
。

但是
,

长期

靠外地
,

决非上策
,

特别是在大量兴办企事业的时候
,

大有必要在当地建立 农林牧 业 基地
。

为

此
,

未雨绸缪
,

当前应采用先进技术
,

大力种草造林
,

这样既可恢复大西北童山荒漠的植被
,

又

可控制水土流失
,

还可创造 良好的生态环境
,

为建立农林牧基地奠定基础
,

真是一举数得
。

固原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综合实验正为开发大西北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

由此可见
,

水土保持工作可为开

发大西北做出伟大的贡献
。

为开发大西北服务
,

正是今后中国科学院
、

水利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

所的历史使命
,

具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前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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