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 0卷第 2期
1 9 9 0年 4 月

水土保持通报
B u l le t in o5 f 011 a nd wa 七 e rC ons e rv a 七 i on

V ol
。

1 0N o。
2

A P r。 ,
1 9 9 0

安塞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与预测

李壁成 卢志伟 马晓云 王继军 王培森
(

柔
国
黔
学
纂
西北水 土保持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介绍 了安塞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
。

运用 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
,

在深 入 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
,

制定了以脱贫致富为总 目标
,

以提高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为 目 标 集

的发展战略
。

并以大农业
、

人 口
、

地方财政为主体
,

建立了 13 个子模型群
。

然后 以 系 统动力

学模型进行了动态仿真和预测
,

保证其实用性和可靠性
。

规划经过两年运行表明
,

成效 十 分

显著
。

该规划经安塞县人大常委会审议 通过
,

成为县政府的法令性文本
。

安塞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 区
。

在革命战争年代
,

这里是革命圣地延安的组成部分
,

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
。

由于水土流失严重
,

经济比较落后
,

是全国贫困县之一
。

安塞县的国土资源比较丰富
,

石油资源有工业发展前景
,

农林牧业也有很大生产潜力
,

在黄

土高原治理和开发中具有代表性
。

但由于种种原因
,

建国以来
,
安塞县经济建设发展缓慢

,

人民

生活相当贫困
,

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

为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

尽快使安塞脱贫致富
,

陕西省

科委组织了中国科学院西北水保所
、

西安交通大学
、

西北 农业大学等单位的科技人员 和 安 塞 县

干部群众一起
,

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
,

研究制定了 《安塞县 1 9 8 8一 2 0 0 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规划》
。

本规划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系统分析
,

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
、

线性规划模型
、

人 口离

教模型
、

灰色预测模型等模型群
,

对安塞县的农林牧业
、

工交财贸
、

文教卫生
、

人 口等进行全面

规划和动态仿真
,

提出发展战略 目标和实施步骤
,

这对尽快改变安塞县贫 困落后面貌
,

具有重大

指导作用
。

一
、

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辨识

(一 ) 杜会经济概况 全县总土地面积 2 96 o k m
Z ,

辖 14 个乡 (镇 )
,

20 4个行政村
, 1 0 01 个 自

然村
。 1 9 8 6年共有 2

.

7万户
, 1 2

.

96 万人
,

人 口密度为44 人 / k m
Z。
同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 3 4 5 1

万元
,

人均 26 6
.

2元
,

其中农业产值 3 1 6 0万元
,

占9 1
.

6%
。

农村经济总收入 2 3 8 0
.

8万 元
,

人 均

1 8 7
.

7元
,

其中纯收入 1 8 6 6
.

3万元
,

人均 1 5 6
.

3元
,

农民所得人均 14 2
.

7元
。

地 方财政收入 67
.

5万

元
,

支出 76 6
.

2万元
,

收入仅占支出的 8
.

8%
。

(二 ) 自然环境特点 安塞县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

具有明显的自然地理过渡带特征
,

表

现为向风沙区过渡的黄土丘陵地貌
,

向干早
、

半干早过渡的暖温带气候和向干草原过渡的森林草

原植被
。

自然环境 比较复杂
,

既有发展立体经济和生态农业的优势
,

又有水土流失严重和气候干

早的不利因素
。

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可概括为五大优势和四个限制因素
。

其五大优势是
:

1
。

土地广阔
,

类型多样
,

适宜农林牧 综 合 发 展 安塞人均占有各类土地 34
`

1亩
,

其中生产



用地人均 9 2
.

7亩
,

现有农耕地 16 5万亩
,

人均 1 2
.

7亩
,

且有梁命
、

沟坡
、

湾塌
、

川台等土地类型
,

加之坡度坡向不 同
,

为发展立体农业提供了多种条件
。

同时大部分土地土层深厚
,

质地较好
,

适宜

植物繁生
,

增产潜力大
,

因此丰富的土地资源是安塞脱贫致富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

2
.

光照充足
,
日温差大

,

有利于植物的千物质积累 因受大陆性气团的影响
, 一 般 云 量 较

少
,

天气多晴朗
,

日照充足
,

水热峰期同步
,

组合匹配较好
。

象 。 ℃的日照时数 为 1 7 84
.

5 h
,

占

全年 日照的 74
。

43 %
,

同时段内降水量为 4 8 9
.

9m m
,

占年降水量的 92 %
,

羹 10 ℃的 日 照 时 数 为

1 25 h6
,

占全年的52
.

4%
,

同时段内降水量 占全年的 81 %
。

之 20 ℃的持续时间一般为 50 天左右
,

作

物安全成熟期平均 日降水量为 3
.

Zm m
,

这对喜温作物生长发育非常有利
。

同时 日温差较大
,

平均

为 1 5
.

4 ℃有利于作物的光合作用和 营养物质积累
。

根据气候和土壤条件
,

适宜温带落叶果树生长
。

据调查
, 6 年生苹果树的艰系垂 直 分 布 深

达 5 0 0c m 以上
,

水平生长达 6 0 c0 m 左右
,

为地上植株的 2 倍
。

从而大大增强了植株的耐寒
、

抗旱

能力
,

因此结实早
、

果实含糖量高
,

风味香脆
,

色泽艳丽
,

果 肉硬度大
,

耐贮藏
。

3
.

草 场资源丰富
,

气候温凉
,

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 全县有宜牧草坡 1 1 4
.

6万亩
,

群众 素 有

养畜的传统习惯
。

过去这里是
“
水草丰美

,

土宜畜牧
,

牛马衔尾
,

群羊塞道
”
的古牧场

。

全县现

有牲畜 1 6
.

7万头
,

其中大家畜3
.

4万头
、

羊 1 0
.

2万只
、

畜牧业产值仅次于种植业
,

占农 业 总 产 值

的 1 4
.

8%
。

4
.

作物品种资源丰富
,

名贵杂豆品质好
,

有利于多种经营发展 农作物品种多达 23 种
,

尤其

是大豆
、

赤小豆
、

绿豆
、

双青豆等名贵杂豆粒大质优
,

是陕西省重点产区之一
。

此外荞麦
、

黄芥

和中草药中的甘草
、

五加皮
、

山桃仁等质量高
,

销路广
,

在商品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

5
.

石油资源比较丰富
,

有着良好的开发前景 现已探明石油储量 1 亿 t
,

油 井 几 乎 遍 及 全

县
,

年产原油 6 万 t
,

有的井位最大 日产 1 00 多七
,

是陕北油气田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限制因素
:

一是地形破碎
,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地痔薄
;二是气候干早

,

蒸发强烈
,

自然灾害比

较频繁
; 三是森林面积小

, “

三料
”

俱缺
,

生态系统严重失调
, 四 是交通闭塞

,

厂
`

种薄收
,

商品生

产落后
。

二
、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问题诊断

1 9 3 6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
,

安塞就建立了红色政权
,

在经济建设中创造了全国第一个带着

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

建国以后
,

安塞的经济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
,

在人 口膨胀的巨

大压力下
,

基本解决了群众温饱问题
,

井初步建立了 以农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管理及

福利事业
。

但由于旧的经济形态的束缚和
“
左

”
的思想影响

,

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

主

要表现在
:

1
.

思想保守
、

观念陈旧
,

缺乏发展商品经济的自身活力和外部环境 安塞由于交通闭塞
,

文

化落后
,

信息不 灵
、

习惯于在生产上满足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 ; 在建设上

依赖于国家投资和支援
,

长期属财政补贴县
,

很少受到商品经济的刺激和市场竞争的冲击
,

因此

经济建设中没有多大压力和活力
。

即使在国家压缩行政经费和建设投资的情况下
,

也只是消极保

人员工资
,

而不是积极抓商品经济
,

开展市场竞争
,

广开财源
,

摆脱这种困难
。

另一方面国家长

期对安塞的无偿建设投资和救济
,

也助长了部分干部群众的依靠思想和懒汉懦夫观念
,

未能启动

内部的经济活力和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
。

这种墨守陈规
,

满足现状
,

无所作为的传统观念
,

是脱

贫致富的最大思想障碍
。

2
.

广种菠收
,

单一农业经营
,

降低了农业系统的总体功能 本县农业生产的突出特点是广种



薄收
,

这不仅是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

也是劳动力的消费
,

这种粗放原始的生产方式不从根本上

改变
,

就不可能恢复生态平衡和实现农林牧协调发展
。

据杏子河考察资料
,

全流域 1 9 5 1年至 1 9 8 1年

的30 年中
,

农耕地扩大 4
.

6倍
,

但一直未摆脱吃返销粮的局面
。 1 9 7 6年至 1 9 8 1年的 6年 中

,

共吃返

销粮 1 63 万 k g ,

平均每人每年 31
.

5 k g ,

共欠国家贷款 1 99
.

7万元
,

人均 3 8
.

6元
,

这种封闭式 的小

农经济结构使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长期处于贫穷落后 的困境
。

3
.

工业基础薄弱
,

乡镇企业落后
,

经济效益差 安塞的工业是在七十年代初
,

由 首 都 援建
“ 五小工业

”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

由于当时主要是给机器设备
,

并未从经营管理和技术上进行培

训
,

因此企业素质很差
。

现在县办工业企业发展到 8 个
,

但由于生产成本较高
,

产品 质 量 不 稳

定
,

销售渠道不畅
,

大部分处于亏损的困境
。

乡镇企业始于五十年代
“
五 匠

” (铁匠
、

木匠
、

石

匠
、

泥匠
、

染 匠 ) “ 四坊
” (磨坊

、

油坊
、

粉坊
、

豆腐坊 )
,

儿经曲折
,

逐步发展为以建筑
、

建

材业为重点的乡镇企业
。 1 9 8 6年共有乡镇企业 78 2个

,

总产值为 3 4 9
.

5万元
,

从业人数 2 4 25 人
,

但

总的情况是
“ 底子薄

、

水平低
、

规模小
、

不稳定
” ,

因此乡镇业在促使本县经济起飞的作用没有

发挥出来
。

4
.

文化教育事业落后
,

科技人才奇缺
,

群众文化水平低 解放以来
,

文化教
一

育事业虽有较大

的发展
,

但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建设的需要
。

据 1 9 8 2年人 口普查
,

全县小学及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

口 占总人 口 的3 6
.

2 %
,

其中初中毕业 占1 0
.

8%
,

高中毕业 占4
.

5%
,

大学毕业 占 0
.

1%
。

科 技 人

员更为缺乏
,

全县有各类科技人员 8 06 人
,

其中中级人员仅 8人
。

全县文盲 占 12 岁 以 上 人 口 的

58
.

3%
,

尤其是青年中文盲率高
,

15 一 19 岁龄组为 2 8
.

7%
,

20 一 24 岁龄组为4 0
.

3 %
。

由于文化水

平低
,

劳动者素质较差
,

落后的生产方式难以改变
,

先进的科学技术难以推广
,

封建迷信
、

赌博

等恶习难以禁绝
,
已成为影响经济建设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 限制因素

。

三
、

战略规划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一 ) 指导思想 安塞县的经济社会发展
,

必须首先打破封闭式的小农业经济侄桔
,

改变因

循守旧的传统观念
,

从贫穷落后的实际出发
,

面向市场
、

面向全国
,

加快人才和商品经济开发
,

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
,

变资源优势为商品和经济优势
,

以自力更生为主
,

国

家扶持为辅
,

尽快脱贫致富
。

其指导思想是
:

以 “ 改革
、

开放
、

搞活
” 为指针

,

以发展商品生产

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出发点
,

建立一 个稳固的基础 (粮食生产 )
,

加强三个经济支柱 ( 畜牧业
、

林

果业
、

石油开发 )
,

以种草养羊和发展优质烤烟为突破 口 ,

促进 两 翼 起 飞 (县办工业
,

乡镇企

业 )
,

达到五个 目标 (经济收入翻番
、

粮食生产 自给
、

林果面积扩大
、

牲畜品种优化
、

人 口 得到

控制 )
。

(二 ) 战略 目标 本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总 目标是
: “
七五

”

期间规划打基础
。

,’ / \五 ”
期

末脱贫见成效
,

本世纪末经济建设和群众收入达到同类地区当时的中上水平
。

对此在县委
、

县政

府反复讨论的基础上
,

经有关专家论证和动态仿真表明
。

战略 目标切实可行
,

主要指标见表 1 。

四
、

建模方法和模型结构

根据脱贫致富的总 目标
,

我们首先对安塞经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 了 战 略 研 究 和 系 统

分析
,

结果表明
:

安塞县贫困落后的根源
,

除了历史和 自然条件外
,

主要是人 口增长过快
,

劳动

者素质差 ; 农业广种薄收
,

粮食生产低而不稳 ; 财政职能软化
,

靠国家补贴过 日子
。
由此造成了

愈穷愈垦
,

愈垦愈穷和愈靠愈懒
,

愈懒愈靠两个恶性循环
。

为此我们在建模中以人 口 、

大农业
、

财政三个模型为核心
,

分层建立模型群
。

在此基础上进行总体协调和动态仿真
,

对系统结构进行



表 1 安塞县经济杜会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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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农业纯收入 (元 )

农用土地生产率 (元 /亩 )

农业劳动生产率 (元 /劳 )

2 7 2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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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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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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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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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安县经社济会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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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9

2 2
。
3

3 0 4 2
。
2

1 0
。

7

3 6 7 7
。

9

2 7 8
.

2 }

9
。
9

8 9 8

1 8
。
3

2 7
。

2

: O
。
5 : O

。
8

2 9
。
6

4 2
。
4

`

1 : 1
。
2

。
4 : 1

。
3

生态益效

优化
,

保证规划的科学性
、

合理性和实用性
。

在安塞县经济社会这个大系统中
,

共建立了13 个子模型
,

可归纳为物质
一

文 明 建 设 (第一
、

二
、

三产业 ) 和精神文明建设两大体系
,
分别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战略 目标 (图 1 )

。

模型分别进行了动态仿真和优化计算
,

因此无论在各子个系统中
。

还是在大系统总体上
,

都实

现了优化和协同
。

五
、

规划预测和战略措施

(一 ) 规划预测 我们在规划中对各项指标都根据可能条件和资源量进行了分析预测
,

井进

行多方案对比
,

力求做到既具有感召力
,

又留有余地
,
从而充分发挥规划的指导和推进作用

,

并

便于各级领导决策选择
。

现 以人 口
、

粮食
、

财政预算为例说明
:

1
.

人口预侧 人 口增长过快是贫困地区的突出间题
,

它给本来经济就很困难的地区又增加 了

沉重社会压力
。

安塞人 口增长高于全国水平
,

从 1 9 4 9年的 4
.

9万人
、

增长到 1 98 6 年的 1 2
.

9万人
,

年递增率为 2 6
.

7 9编
。

根据 1 9 8 2年人口普查资料分析
,

安塞人 口发展现在处于高出生低死亡 的年

轻型阶段
,

并且近 10 年内又面临一个人 口 出生高峰期
,

因此积极采取人口对策
,

控制人 口增长
,

坚决把人 口 自然增长率降下来
,

是项艰 巨而又紧迫的任务
,

为此我们进行了 5 种方案的预测 (见

表 2 )
。

结果表明
,

五个方案中
, 1

.

5胎方案在 2 0 2 2年出现负增长
, 1

.

7胎和 2 胎方案出现负增长分

别在 2 0 2 9年及 2 0 3 7年
, 2

.

5胎及 3胎方案预测在 50 年内继续上升
。

为此
,

我们根据国家提倡一胎
,

严格控制二胎 的人 口政策和安塞县劳动力需要以及群众接受能力
,

选择了 1
.

7胎方案
,

这 样 经过

41 年的努力
,

人 口将出现负增长
,

总人口将控制在 17 万左右
,

人 口密度不超过 60 人 / k m
“

基本适应

土地承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



经 济 杜 会 发 展 总 体 规 划
.

(系统幼力学棋型 )

^ 口 发 展
(人 口 预 铡模

规 划

型 )

大 农 业 发 展 规 划
(系统动 力 学 徽型 )

地方 财 政 发展规划

(线性 回 归 模型 )

ǎ常规分析方法è

卫生发展规划

ǎ常规分析方法è

教育发展规划

ǎ常规析法分方 )

商业发展规划

(分析常规方法à

交通运愉规划

统乃系动力学棋型 )

工业发展规划

ǎ布遂判别分析模型à

水开资派发利用规划

八灰色预侧线性规划è

畜牧业发展规划

(线性规划化优棋型à

果展树发规划

ǎ性线规划优化模型à

林业发展规划

(线性规划优化棋型é

种植业规划

精神 文 明 : 严 格实行计划生 育
,

普及 9牟 义 务制教育
,

发展
医 疗 卫生 和 文 化事 业

,

大 力开展文明村
、

文 明单位建设

第 三 产 业 : 建 立 和完 菩育 品 流 通服 务 体 系
.

通 步 形成商品荟 地和 规棋经 济

第 二 产业 : 开发 右油资 源 和 畜牧
、

林 果 产 品加 工业
,

外 引内联 发展 乡 镇企 业
.

第 一产 业 : 调整 农 业 生 产 结构 ` 提高土 地 生 产 率 和劳 动生 产琳
.

大 力 发展 商 品 生产

图 2 安塞县经济杜会发展规划摸型结构图

表 2 安塞县人口发展预测 (单位
:

人 )

\ \
年

份

人 口
\ \

1 99 0

1 9 9 5

2 0 0 0

2 0 0 5

2 0 1 0

2 0 1 5

2 0 2 0

2 0 2 5

2 0 3 0

2 0 3 5

。
1 9 8 7~ 2 0 0 0年人 口

平均 自然增长率 ( 编 )

1 3 5 5 5 2

1 4 2 6 2 2

1 4 9 6 1 5

1 5 4 7 3 0

1 5 8 9 6 0

1 6 1 1 2 0

1 6 1 5 3 7

1 6 1 0 4 7

1 5 8 99 6

1 5 5 1 35

9
。

7 6

222 胎胎 2
.

5胎胎

111 3 7 3 7 111 1 3 9 4 3 333

111 4 7 8 6 999 1 5 3 8 1 888

111 5 8 4 5 111 1 6 8 4 6999

111 6 6 7 5 666 1 8 0 3 7 333

111 7 4 1 6 000 1 9 1 4 2 888

111 8 0 2 8 888 2 0 2 5 9 444

111 8 5 9 4 222 2 1 5 3 4 888

111 9 1 1 9 888 2 2 8 4 9 222

111 9 4 5 8 999 2 3 9 3 7 000

111 9 5 9 1 666 2 4 7 9 0 222

111 4
。
9 888 2 0

。
1 8



2
.

旅 t预洲 由于 自然条件限制
,

本县粮食生产不可能形成商品性基地
,

但根据国情必须立

足粮食自给
,

保证口粮
、

·

籽种
、

牲畜饲料和部分工业用粮
。
为此我们对全县粮食生产进行了线性

优化规划
。

并以 1 9 8 0~ 1 9 8 6年粮食产量为基础
,

建立 G M ( 1 ,

1) 模型
,

进行灰色预测
,

以验证其

可靠性
。

结果表明
,

规划产量比预测产量偏大在 7
.

2% ~ 1 4
.

6%
,

说明今后在 1 9 8 0~ 1 9 8 6年生 产

的基础上
,

必须增加较大的物质投入和增产措施
。

才能达到规划指标
。 1 9 8 0一 1 9 8 6年的平均粮食

产量为 4 0 7 90 七
,

要达到 2 0 0 0年规划指标
,

年递增率需保持在 3
.

1% 以上
、

这个增长速度是可 以达

到的
。

3
.

财政预浦 建国40 年来
,

安塞县的

一 ~ 一一一 一时政衷出

—
时政收入

/

厂

(从映,州留拼盆

, , - -

一了
咖诩

1 ,` 3 1, `了 1,了1 1,勺5 1, 7 , l , OJ (年 )

图 2 安塞县历年财政收支状况曲线图

扶贫资金和贷款
,

广开生产门路和生财之道
,

率
。

安塞县财政发展规划预测
,

见表 3 。

财政一直靠补贴
,

并且依赖性越来越大
,

六

十年代国家补贴占全县总收入的 7 2
.

6%
,

七十年代达到 8 6
。

2%
,

八十年 代 上升 到

92
.

8%
,

财政支出与收入曲线呈喇叭型张

开
,

见图 2 。

由于农业生产水平低
,

工业基础十分

薄弱
,

加之非生产性支出畸重
,

现有财力

的80 %是用于机构和人员经费开支
,

建设

资金十分缺乏
。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
,

首先

要增收节支
、

压缩非生产性开支
,

尽可能

增加工农业生产的投入
,

特别是管好 用好

加快建设步伐
,

提高经济效益
,

逐步增大财政自给

表 3 安塞县财政发展规划预洲 (单位
:

千元 )

财 政 收 入

财政支出 财政赤字

总 计 工商税收 企业收入

财 政

自给率

( % )
业收牧农税

……
月竹0月,O
qJ乙甲口

11,1曰
.

1一勺八O

3 0 0

0 6 4
。

7

4 0 2
。
5

8 7 8
。

4

9 4 9
。

1

5 2 9
。

8

一 4 9 9

9 8 3
。

3 2 3 0
。

4 一 1 5 0

0 5 0
。

9

1 1 2
。
7

5 9 9
。

7

2 9 3
。
5

6 3 5 1

9 9 4 1
。

3

9 3 8 8
。
3

9 8 5 7
。

8

1 1 4 2 7
。

8

1 2 6 1 0 7
。

3

0 5 1

8 7 6
。
6

9 8 5
。
8

9 7 9
。

4

4 7 8
。

0 8 7
。

Onón八Uù”ùnLJodJ.一bQ甘ū才
.

…
,上尸匀0甘内Oùb八DQUnù叮自O白勺U工勺

( 二 ) 战略措施 1
。

治穷与治山治水相结合
。

坚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

抓好农 业 增 产 措

施
,

确保粮食稳定增长
。 2

。

治穷与区域经济开发相结合
。

因地制宜
,

全面规划
,

积极发展经济

林和畜牧业等优势产业
,

逐步建立经济林基地和 以细毛羊白绒山羊为重点的畜牧业基地
。 3

。

治

穷与调整产业结构相结合
。
开放搞活

,

外引内联
,

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和庭园经济
,

广 开 生 产 门



路
,

活跃农村集市贸易
,

积极发展第二
、

三产业
。 4

。

治穷与治愚相结合
。

抓好计划生育
,

严格

控制人 口增长
。

大抓农业技术培训
,

通过多层次
、

多渠道
、

多种形式培训班
,

尽快培养一大批农

村技术队伍和治穷致富带头人
。 5 。

治穷与改进领导作风相结合
。

各级干部都要保持艰苦补素的

延安作风和深入群众的优 良传统
,

抓好廉政建设
,

带领群众实现脱贫致富的战略目标
。

六
、

实施效果与评价

为了保证 《规划》 落实
,

安塞县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
,

以法定形式在全县实施
,

决定指出
:

“
要保证 《规划》 的稳定性

、

严肃性
、

连续性
,

任何人不得随意变动 《规划》 。

若确实需要调整

时
,

必须严格实行审批程序
。 ”

本规划从 1 9 8 8年开始运转
,

一年来取得显著成效
,

经济建设有 了

突破性进展
。

表 4 安塞县 19 88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倩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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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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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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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量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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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完成
}

5

增长率 ( % ’

)
” 8 6

倦
数

!
`

增长率 ( % ’
}

9 4 9
。

8 6 7 7
。

7 6 6

0 6 4
。

7

2
。

3 2 3 5
。

1 6
。

1 0 4

3
。

9 6 8
。

1 4
ù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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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加固基础
,

获褥农业全面丰收 在退耕陡坡
,

大上林草的条件下
,

大抓科学种田
,

粮

食总产超额完成规划指标
,

创历史最好水平
。

(二 ) 抓四大主导产业发展
,

促二个经济小区开发
,

脱贫致富大见成效 根据 《规划》 的指

导思想
,

全县确定 了烟
、

羊
、

果
、

杏为四大主导产业
,

组建了烤烟
、

养羊
、

苹果
、

山杏四个专业

开发公司
,

实行产
、

供
、

销一条龙服务
,

并制定优惠政策和大力开展技术培训
。

如对贫困户实行
“
统贷组群

,

轮流扶持
,

三年归本
,

滚动发展
”
的办法发展养羊业

。

同时抓了两个经济小区的开

发
,

一是中部三个乡 (镇 ) 由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援助的 t’3 2 2 5 ”
杏子河综合治理项 目 ; 二是陕北

建委批准的北部四乡贫 困山区开发
。

一年来共扶持贫困户 1 0 3 75 户
,

其 中有 9 24 9户解决了温饱 间

题
, 4 0 4 2户达到脱贫

,

脱贫率达 5 6
.

1%
。

(三 ) 引入竞争机制
,

深化企业改革
,

实现了财政的根本好转 对 17 个县办工交企业和 16 个

供销财贸企业全面推行承包经营
,

公开招标
,

选配领导
,

优化劳动组合
,

增强企业 活 力
,

经 济

效益大幅度提高
。

如工交企业实现利润 1 9
.

25 万元
。

比上年增长 2
.

1倍
,

运输公司扭亏为盈
,

盈利

8
.

74 万元
。
为上年的 17 倍

,

商贸企业实现利润为计划的 1 6 5
.

9 %
,

县药材公司利润较上年增长 6

倍多
,

超额完成三年承包任务
。

由于农业丰收和工商企业的发展
,

县财政收入首次突破百万元大

关
,

达到 32 6万元
,

比历史最高的 1 9 7 7年 81
.

7万元
,

增长 3 倍
。

(四 ) 端正领导作风
,

深入群众抓落实
,

促进了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建设 县级领导班子和

各级干部全面推行 目标管理责任制
,

包片包乡包村包项 目
,

一抓到底
。

并集资 70 万元
,

建立一所

技术培勺11学校
,

培养各类农民技术员
。

( C o n 七i n u e d o n p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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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c t

T h r o u g h e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i n v e s七i g a t i o n a n d s t u d y o n t h e s h r u b r e s o u r e e

么 n d i t s e x P l o i t a t i o n a n d u 七i l i z a t i o n i n T a i s h a n M o u n t a i n a n d Y im e n M o u
-

叭七a i n i t 15 f o u n d t h a t t h e s h r u b r e s o u r e e 毛h e r e h a d b e e n d e s t r o y e d g r e a t
-

l y b e e a u s e o f t h e h u m a n e u 七 i n d i s o r d e r , o P e n n i n g u P w a s t e d l a n d a n d

: s e r i o u s g r a z i n g
。

I n t h e l a s t t e n y e a r s t h e f o r e s t s 七y P e a n d s t r u e 七u r e 15 e h -

a n g e d f u n d a m e n t a l l y b y t h e P r a e t i e e o f e o m P l e t e f o r b i d d e n m o u n 毛a i n a n d

f o r e s t i n g , a n d t h e r e e o v e r 主n g a n d P r o t e e t i n g o f t h e P l a n t e o v e r u n d e r t h e

a t t e n七i o n f r o m t h e g o v e r n m e n t s o f v a r i o u s l
e v e l a n d t h e 5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七i o n d e p a r t m e n 七5
.

U s i n g s e i e n t i f i e a n a l y s i n g m e t h o d 七h e b i o l o g i
-

·

e a l n a 七u r e a n d P h y s i e a l e h a r a e 七e r s o f t h e 5 0 11 i n t h e s h r u b l a n d a r e e x a -

m i n e d b a s e d o n f i e l d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
t h u s P o i n t i n g t h e d i r e e t i o n a n d w a y

f o r t h e r e e o v e r a n d P r o t e e t i o n , 5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t i o n b e n e f i t s ,
t h e

e x P l o i t a t i o n a n d u t i l i z a t i o n o f t h e s h r u b s i n S h a n d o n g P r o v i n e e 。

( C o n t i n u e d f r o m P a g e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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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 r a e t

I 七 i n t r o d u e e o t h e s t r a t e g i e p l a n o f e e o n o m i e a l a n d s o e i a l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A n s a i e o u n 七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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