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构
、

生态环境和拦泥效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 1 9 83 年列入全国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的无定河流

端 经过 5 年的治理 , 成绩斐然
。
全省营造水土保持林37

.

7万公顷
,

种草 1 3
.

2万公顷
,

兴修基本农

田4
.

1万公顷
,
建成淤地坝飞

,
8浦座

,

增加可傲面积忘 550 公项
,
总共完成治理面积5 , 5 12 平方公里

,

占流失面积的25
.

5 % :
年平均治理进度‘ 1 %

,

比列入国家重点治理前提高 4 倍
, 5 年完 成 了过

去2 0年的工作量
。

在 , , a4年到 9 87 年 4 年间
,

累计增产粮食1
.

2亿公斤
,

每人平均占有粮食由2种
公斤上升瓣60 公斤; 年农业总产值由 2 亿元增加到2

。

75 亿元
,

提高了37
.

4%
,

创全省流 域 治理

的最高纪录 ; 同时, 土地利用率由蛇
.

8写提高到61
,
5 % ,

植被覆盖率提高了 1
·

倍
。

入黄泥沙八十

年代较五十年代减少 2 亿多吨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
,
出现了千家

万户治理千沟万壑的新局面
。

现在全省有承包户 19 2万户
,

承包面积254 万公顷
,

已治理 1 24 万 公

顷
,

占承包面积的49 %
。

为了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
,

陕西省采取了一系列倾斜政策予以鼓励
,

并

且在试验示范
、

总结推广和提高洽理水平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

使流域治理不断提高和发展
,

并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

三
、

蔺设甚本农田
,

魏定生产基础
。

全省各地把建设基本农田 当作富民之本
,
坚持不懈地进

行
“四田” 建设

。

新中国以来
,

全省
“四田”

累计达到99
,

7万公顷
,

是新中国前的 15 倍
,
平均每年递

增 3 万公顷
,

特别是贫困的陕北
,

每人平均达到了。
.

1公顷
。

农业基本条件的改善
,

为粮食 生 产

奠定了基础
,

在1弱 6年到 t 9 8容年的3 3年间
,

共增加粮食12 9. 5亿公斤
, 比未治理前平均每年 增产

84 .8 %
,
其中五十年代增产27

.

63 %
,

六十年代增产时
.

05 %
,

七十年代增产8 0. 36 %
,

八十 年代

增产蛇
,
5写, 平均每年增产价 4容亿公斤

,
八十年代平均增长15 声亿公斤

。

基本农田粮食总产量在

全省粮食总产中的比重由五十年代的4
.

4 2 %提高到八十年代的33
,

5 % , 历年增产的粮食共增加收

入94
.

28 亿元
。

长武县是一个从坚持农田基本建设入毛 促进调整产业结构
,

振兴农业经济 的典

型
。

现已有基本农田 2
,

2万多公断
,
占总耕地面积的96 % , 退耕还林还草4 ,

80 0公顷
。

在耕地减少
、

人口增加的情况下
,
全县粮食平均每公顷单产由19 73 年的984 公斤上升到5

,

35 5公爪 每人平均收

入由32 元提高到24 , 元
,
增长了6

‘ 8倍
。

理, 88 年省政府义作出全省三年新修基本农田10 万公项的决

定
,

据渭非47 个县 (市) 统伟 当年夏季共新修基本农田乙王万公顷
,

超计划任务娜3 % , 完 成

灌区平地1. 7万公顷
,

超计划任务的2 9% ; 修筑沟边埂2 ,

404
.

3公里
,

超计划任务的1 18 %
。

总 移

动土方量5
,

叔斤
,

7万立方米
。

四
、

治理沙琪
,

中外肠目
。

在长城沿线
,

过去大片不毛之地
,

令人望而生畏的无数沙丘
,

甚

至人迹罕至的荒漠中
,
子今长起了成片林章

,

沙丘逐渐变缓
,

有些被初步固定或半固定
;
风沙

、

干

早
、

箱冻危害减轻了
,
沙区的生态环境大为好转

,

茫茫沙海中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新农 村
、

新绿

洲
,

成为塞外江南
。

长期以来 “沙进人退妙 的历史变成了
“
人进沙退

”
的局面

。

榆 林北部1 ,
30 令

多公里的风沙线
,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
,

初步建成了长城沿线
、

映蒙边界
、

白玉山麓和灵榆四条大

型防风固沙林带
,

造林1 4。万公颐
,

使森林覆盖率由19 77 年的 16%提高到26
,

名%
。

“
.

3万公 项 的

流沙有30
.

‘万多公顷得到固定或半固定
,

过去受风沙严重侵害的。
,

。万公城农田得
。

到徐护同时利

用引水拉沙技术在沙漠中造出良田3
.

5万公顷
。

大规模地植树造林
,

洽理沙漠
,

生态环境发生了显

著变化
。

榆林沙区风速降低24 % 以上
,

沙暴日数比过去减少一半 ; 沙区六条主要河流每年输沙量
一

由2
.

7亿吨下降到1. 3亿吨左右
,

平均减少 51 % , 粮食产量由解放初期的1
.

5亿多公斤增长到 7. 5亿

公斤
,

19 84 年沙区每人平均粮食394 公斤
。

地处毛乌素沙摸南缘的榆林市
,

近 4 年 治 沙13
.

3万公

项
,

全市已有57 个行00 公烦以上的连片绿洲
,

4, 20 0个树园子
,
1 39 个密林村和密林沟

。 1息韶年粮食

总产达到马
, 。00 万公斤

,

比解放初1
,

邪 7万公斤增加了4
,

7倍
,

多次受到国务院的表彰
。

在洽沙过程





用
,

年产鲜果 6
.

6万吨
。

目前建立了24 个加工厂
,

生产 9 大类
、

40 多个沙棘产 品
,

年产 值 达 到

5 ,

00 0万元
。

靖边县与北京华星实业公司合资联办丰 台沙棘饮料厂
,

产品打入北京市场
。

榆林地区共

有沙柳资源2 7
.

6万公顷
,

每年柳编收入 58 0万元
,

产品 已销往国外
。

子长
、

清涧
、

子洲
、

吴 堡等

县桑园面积已扩大到 7 ,

00 0多公顷
,

年产茧 3
,

00 0多担
,

清涧县剿丝厂的产品运销日本
,
洋芋是陕

北的拳头商品
,

加工的粉条
、

粉丝和淀粉倍受欢迎
。

咸榆公路沿线的洛川
、

延安
、

绥德
、

米脂的

苹果基地
,

黄河沿岸的府谷
、

佳县
、

清涧
、

延川的红枣基地
,

长城沿线的葡萄基地已经形成
,

加

工的果脯
、

果酱
、

果酒
、

果糖
、

果汁等食品已开始受益
。

全省苹果面积由1 9 7 8年的5
.

35 万公顷扩大到

1 9 8 7年的13
。

4万公顷
,

总产由9 , 9 00 万公斤上升到 2
.

12 亿公斤
。 “七五 ”

期间计划在渭北建 设 的

7 万公顷苹果基地
,

到 1 9 8 7年
,

累计果园面积已达 6
.

3万公顷
,

可望提前实现
。

沉睡于 秦 巴山区

的龙须草资源
,

不仅是一种保持水土的优良草种
,

而且是优质造纸原料
,

经济开发价值很大
。

洋

县有龙须草8
, 0 00 公顷

,

居全国之首
,

去年产草 1
.

5万吨
,

每吨520 元
,

群众增收近8 00 万元
。

山阳

县龙须草编织的地毯畅销国外
,

为国家换回外汇
。

被称为维生素C 之王的野生刺梨
,

已向 人 工栽

培发展
。

南郑县食品厂生产的刺梨啤酒和果汁
,

荣获省旅游产品奖
。

八
、

旱作农业开拓新路
。

从1 9 8 0年开始
,

在陕北和渭北等广大干早地 区
,

全面总 结 推 广 早

作农业技术
,

大抓两法种 田
,

农业生产走向了科学种 田的道路
。

1 9 8 7年全省两法种田的面积达到

忍7万多公顷
,

共计增产粮食 6 亿公斤
。

两法种田卓有成效的延安地区
,

1 9 8 0年推广到10 万公顷
,

每人平均 0
.

07 公顷
,
粮食总产达到5

.

23 亿公斤
,

较前十年平均总产4
.

14 5亿公斤增长了 26 %
。

1 9 8 2

年扩大到1 了
。

6万公顷
,

占全区粮 田面积的47 %
,

累计增产粮食 2 亿公斤
。 1 9 8 3年两法种田被宁夏

引进
,

推广面积达4
。

12 万公顷
。

据典型调查
,

在普通暴雨情况下
,

山地水平沟与平作比较
,

径流

减少80 %
,

表土流失减少90 % ;
坡地改为垄作

,

径流减少70 一 90 %
,

表土流失减少 84 一99 %
。

若

按每公顷一年拦蓄径流1 50 立方米
、

拦泥 30 吨的最低效益计算
,

那么
,

全省2 6
.

7万公顷两 法 种田

面积
,

每年可减少径流4
, 0 00 万立方米

,

减少冲刷泥沙 8 00 万吨
,

相当于修建40 座百万立方米 的水

库
,

相当于拦住了黄河三门峡以上年输沙量的 1 %
。

根据省政府关于发展早作农业
、

建设第二粮

仓的布署
, “

六五
”
期间

,

在渭北 23 个县建设粮食和多种经营基地取得显著成绩
。

粮 食 总 产由

1 9 8 0年的1 4
.

25 亿公斤增加到 2 0
.

85 亿公斤
,

每公顷单产由1
,

32 7
.

5公斤增加到2
,

31 7
.

5公斤
,

提供

商品粮由1
。

05 亿公斤增加到3
.

45 亿公斤
。

粮食总产
、

单产和商品率高于全省同期的增长速度
。

烟

抽果等骨千 经 济作物发展迅速
,

成为全省拳头产品
。

1 9 8 5年渭北烤烟总产5 , 5 00 万公斤
,

占全省

烤烟总产的89 % ; 油菜总产 7 ,

50 0 万公斤
,

占全省 的40 %
。

九
、

技术标准形成体系
。

从 1 9 8 3年开始
,

陕西省先后制定了两大项 15 个技术标准
,

经省标准

局审定
,

现已颁布为省级地方标准
。

这些标准包括 1 9 8 4年制定发布的沟道水位观测
、

沟道流量观

钡l
、

沟道洪水含沙量观测
、

小流域降水量观测
、

径流测验土壤水分观测
、

小流域调查方法
、

径流资

料整编方法等 8 个水土保持径流测验方法标准和 1 9 8 6年发布的小流域综合治理
、

淤地坝
、

水平梯

田
、

水平捻地
、

石坎水平梯田以及黄土地区水土保持林和防风固沙林等 7 个水土保持 技 术 标 准
。

伺时正在制定的有封山育林
、

沟边防护工程
、

灌木带和水土保持名词术语等标准
。

在制定省级标

准的同时
,

各地 (市 ) 也积极开展制定相应的地方标准
。

延安地区先后制定发布了小流域综合治

理
、

小流域单项治理
、

飞机播种造林种草技术要求
、

山地水平沟
、

川地垄沟等技 术 标 准
;
其 他

地 (市) 也制定了一些类似的治理标准
,

使陕西省的水土保持技术标准逐步形成了体系
。

这些标

准为科学的进行水土保持治理提供了保证
。

陕西省水土保持径流测验标准的实施
,

统一 了观测方

法
,

提高了观测精度
,

保证了资料的可靠性
。

按标准修的水平梯田
,

一般增产 1 倍以上
,

坡耕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