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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地 埂 利 用

向 立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 )

提 要

作者通过调查研究
,

认为目前陕西省在地埂利 用方 面
,

还有较大的潜力可挖
。

全省除少

数县
、

乡 (镇 ) 和一些群众的田块上
,

地埂利用较好外
,

全省大部分地 区的农田地埂都尚未

开发利用
。

为 了缓解人地
、

林粮
、

果粮矛盾
,

合理
、

充分利 用地埂尤 为 重 要
。

为 此
,

本文

以较多的实例
,

论述了合理利 用地埂对促进 本区生态
、

经济
、

社会 等方 面效益的发挥具有显

著的作用
。

关键词
:

地埂 土地利用

地埂利用
, ,

就是在一般易为人们忽视的田坎地埂上
,

种植经济林
、

豆
、

果
、

药
、

杂作物
。

合

理利用地埂
,

既能增加群众经济收入
,

改善生态环境
; 又能巩 固地埂

,

稳定基本 农 田
,

保 持水

土
,

提高粮食产量
; 还能缓解林粮

、

果粮争地矛盾
,

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

一
、

耕地减少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土地资源是一切自然资源的基础
,

是人类赖依生存的条件
。

据有关资料记载
:

目前
,

全球三

分之一的土地正在逐渐变成荒地
,

因土地资源递减
、

生态恶化
,

世界缺粮人数比 10 年前增加了 5

倍
,

仅八十年代上半期饥民总数就达 5
.

12 亿人
。

我国40 年来
,

耕地净减少 2
.

4 亿亩
,

这样下去
,

到 2 0 5 0年全国只剩下 1时乙亩 贫痔的耕地了
,

要养活 15 亿以上的人 口 。

专家们 分 析
,

再 过 2 00 多

年
,

长江沿岸就变成无土的荒凉世界了
。

我省和全国一样
, 4 0年来

,

耕地和人 口一直是逆 向发展

的趋势
, 1 9 4 9年全省耕地 6 5 7 7

.

3万亩
,

人 口 1 3 17
.

3万人
,

到 1 98 0年耕地下降到 5 7 23
.

4万亩
,

人 口

增加到 2 83 1
.

4 万人
,

人均耕地也由 5 亩下降到 2 亩
。

到 1 9 8 8年底
,

全省耕地下降到 5 32 6
.

5 6万亩
,

人 口增至 3 1 4 .0 03 万人
,

人均耕地下降到 1
.

56 亩
。

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下降
,

直接影响到我 省 粮食

生产
, 1 9 8 4年全省粮食总产达到 2c 4亿斤

,

但以后的 4 年中
,

总产一直徘徊不前
。

我省的 精 华地

区
,

宝鸡峡
、

径惠渠
、

交口 抽三大灌区
,

由于种种问题
,

灌溉面积减少了五 分 之 一 ( 1 0 0 多 万

亩 )
, 1 9 8 8年我省水土保持治理面积减少 8 7 4

.

5 k m
2 ,

其中减少
“ 四 田 ” 1 3

.

32 万亩
。

目前我省的

耕地面积
,

仍然是逐步减少的趋势
,

人 口不断增加
。

如果 以近 8 年的速度下降
,

再有七八十年三

秦大地就无地可耕了
。

特别是我省的
一

民江流域
,

不仅人均耕地少
,

而月
.

大部分山地
,

土层被流失

的只有二三十厘米厚了
,

形势非常严峻
,

这是我们无法 回避的现实
。

解决人地矛盾的问题
,

迫在眉睫
,

影响深远
。

在这种形势下
,

如何重视防治水土流失
,

加强

农田基本建设
,

科学利用土地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关于地埂利用
,

我们过去曾倡导推广过
,

搞过一些调查
,

一些县也作出了显著成绩
,

但以后

放松了
。

目前
,

除少数县
、

乡 (镇 ) 和一些群众的田块上
,

地埂利用较好 以外
,

我省大部分地区

的农 田地埂都是光秃秃的
,

特别是渭北
、

陕北大面积的捻地
、

梯田地埂上都还没有很好利用
。

尤

其是不少地方群众
,

为了抓钱
,

盲目向粮油产区扩大林果面积
,

侵占农田
,

影响粮食产量
,

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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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矛盾
。

礼泉县近士多年来
,

在北部山区兴修
“
四田

”

20 多万亩
,

没有把重点放在发展粮食生产

上
,

而是为
“
发展苹果基地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 ” 目前已发展苹果园 10 万亩
。

有些地方
,

·

在平川的粮田里也载上了苹果
。

我们认为
,

大力发展林果
,

从保持水土
、

增加经济收 入方 面 来

说
,

是无可非议 的
,

但是从农业经济的宏观发展 角度来衡量
,

压缩粮田面积的倾向是不对的
,

如

果我们都重视了地埂利用
,

在地埂上栽苹果
、

花椒
、

柿树
、

泡桐
、

紫穗槐
、

黄花等等
,

让地于粮

田
,

既缓解了林粮
,

果粮争地矛盾
,

又可增加群众经济收入
,

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

二
、

农田基建向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

近年来
,

从中央到省委都十分重视农田基本建设
,

李鹏总理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 的 《政府工

作报告》 中提出
: “ 为了保证农业丰收

。

必须十分重视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建设
,

加强江河

治理
,

提高抗灾能力
” 。

我省上为了加强这项工作
,

省政府拿出专款提出 3 年新 修
“ 四 田 ”

15 0

万亩的奋斗目标
。

各地
、

县也把农田基本建设作为增强农业后劲
、

调整产业结构
、

促进商品生产

发展
,

改变山区贫困面貌 的根本大计
,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来抓
,

有力地促进了我省农田

基建的迅速发展
。 1 9 8 5年新修

“ 四 田 ” 4 4
.

8 3万亩
, 1 9 8 6年上升到 60 万亩

, 1 9 8 7年又完成 7 0
.

4 2万

亩
, 1 9 8 8年上升到 71 万亩

,

占年任务 14 2
.

4 %
。

农田基建的迅速发展
,

突破了过去的老框框
,

开拓了新领域
,

出现了新势 头
。 ①从 质 量 上

讲
,

许多地方的群众已不满 足工程的高标准
,

而是把高产
、

效益作为农 田基建的奋斗 目标
。

以蓄

水保墒
、

保土保肥为基础
。

因此地埂利用是农田基建求高产
、

求效益的必然趋势
。

②治理进度快

的地方
,

在坡耕地基本治完的情况下
,

把治理的重点转向废 旧村庄改造垦复
、

填胡同等方面
,

而

地埂是被人遗忘的土地
,

充分利用地埂是农田基建拓宽新领域的重要基地
。

③促进了农业生产结

构的调整
。

不少地方
,

由于基本农田面积的增加
,

在首先保证粮食登上新台阶的基础上
,

退耕还

林还牧
。

扩大了经济作物和林
、

果
、

桑
、

茶等的栽植面积
,

增加了群众收入
。

地埂利用是调整农

业生产结构的需要和必然趋势
。

④重视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

加强了农田 防护林 网和沟边埂建

设
,

开始重视了地埂利用
。

这样一来把过去在农田基建中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

诸如怎样结合生

物措施
、

怎样结合改造 自然面貌
、

怎样考虑长远利益
、

怎样结合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等问题 ? 都

在地埂利用上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

有些地方已经作 出了显著成绩
。

三
、

坡耕地治理措施优化组合的需要

过去
,

对坡耕地的治理
,

主要是兴修水平捻地和水平梯田
,

侧重工程措施
,

忽视 了 生 物措

施
,

重视粮食生产
,

放松了其他生产
,

生态环境得不到改善
。

抓 了地埂利用后
,

把田间工程措施

和生物措施有机的结合起来了
,

既巩固了地埂
,

又稳定了田间工程
,

也改善了生态环境
,

起到了

树保埂
、

埂保 田
、

田增产
,

粮钱双丰收的作用
。

所 以
,

地埂利用
,

既是一种重要的治理措施
,

又

是一种科学用地措施
。

据调查
,

地埂上栽树
,

由于根系盘结固土作用
,

防止土皮剥落
、

崩塌
,

有

效的增强了地埂的抗蚀性和稳定性
,

延长了使用寿命
,

可使地埂保持一二十年不 垮
,

如 陕 南 迎

春花固埂有达三
、

四十年以上不垮的
。

所以地埂利用
,

对坡地的治理来说
,

是治理措施优化组合

的必然结果
。

而且地埂利用
,

促进了沟边埂的利用
,

沟边埂是源面治理
,

防止沟岸扩张
、

沟头延

伸的最后一道防线
。

近年来
,

各地在源面基本得到控制的基础上
,

都很重视沟边埂建设
, 1 9 8 8年渭

北 4 7个县就修筑沟边埂 2 4 04
.

3 k m
,

今年又修沟边埂 2 3 8 6
.

5 k m
。

沟边埂要把源面上各项措施控制

不了的残余洪水
,

拦截在源面上不让下沟
,

压力是很大的
。

单纯工程措施很难保证
,

必须结合生物措

施
,

如果源面上都重视了地埂利用
,

也就带动和促进了沟边埂的利用
,

把缺少的生物措施补上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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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一项挖掘土地潜力的有效措施

农 田 基 本 建 设
,

把 源
、

坡 农 耕地修成平地
,

增强了土地的蓄水
、

保肥和抗灾能力
,

大大

提高了耕地的质量
。

但从数量上看
,

由于坡改平后的地埂占地
,

实际播种使用面积
,

随着基本农

田的扩大而逐年减少
。

所 以过去一些耕地少的地方
,

曾出现过少数群众怕减少耕地面积不愿搞农

田建设的现象
。

从大量调查来看
。

地埂一般占总耕地面积的 10 %一 15 %
,

坡度陡的地
,

地埂占地有达

20 % 以上的
。

全省截止 1 9 8 8年底
,

共兴修水平梯田 91 8
.

56 万亩
,

水平捻地 3 7 2
.

3 4万亩
,

发展小块

水地 8 31 万亩
,

共计2 1 21
.

9万亩
。

若按 10 % 的地埂占地推算
,

约有 2 12 万亩地埂面积可以利用
,

相

当于 65 个佛坪县的耕地
,

这是一项十分宝贵的土地资源
,

如果都重视利用了这部分土地
,

等于新

增加了一个多商洛地区的耕地面积
,

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

这样一来
,

不仅把过去因修地减少的面

积还原于群众
,

也解除了一些群众怕搞农 田基建减少耕地的顾虑
。

为今后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解放

了思想
,

开创了新局面
。

五
、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办法

我省黄土丘陵沟壑区和渭北旱源上
,

最大的问题是缺少绿 色植被
,

到处一片 黄 色
。

地 埂 利

用
,

各地可 以根据当地的条件
,

因地制宜的把所有的地埂都栽上经济林
、

果
、

桑
、

茶
、

药
、

杂

等
,

把农田的工程地埂变成生物地埂
,

生物护工程
,

工程养生物
,

给光楞楞的地埂上披上绿装
,

使大

而积光秃秃的丘陵山赤
、

源面
、

沟坡上增加了绿色植被
,

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
。

如果再科学地配置

上农田 防风林网和沟边
、

那边
、

赤顶防风林带
,

整个黄土高原上的生态环境就会发生根本变化
,

基

本农田就能得到绿色屏障的保护
,

提高抗御各种 自然灾害的能力
,

为粮食的稳产 高产创造条件
。

根据各地调查和有关资料记载
,

在地埂上栽树种草
,

使基本农田在绿色的屏障保护下
,

生态

环境就会发生一系列变化
:

( 1 ) 由于增加了绿色植被的保护
,

使地埂和基本农田大大减轻暴雨

的直接冲刷
,

减轻侵蚀
,

各种的植物埂和光埂刘
一

照
,

效果十分明显
。

( 2 ) 减轻风灾危害
,

特别

是在渭北源区对减轻小麦成熟前的干热风效果显著
。

据观测
, 1 米高的地埂密植桑条的田间

,

可

降低风速 2 5 %一 ;3 0 %
, 一

七八月间可降低气温 0
.

5 ℃一 1 ℃ ,

如果再配合上农田林网
,

效果更 佳
。

( 3 ) 减少地面蒸发
,

增强保水功能
。

据西北农大在乾县枣子沟试验区测定
,

柿树护埂
,

在同段地

埂上
,

有柿树处在前期 ( 3 月一 6 月 ) 和后期 ( 9 月一 12 月 )
,

土壤水分均 比无柿树处 高 。
.

5 %

一 2
.

2 %
。

( 4 ) 缩小土壤 中水分和温度的 日变 幅
,

增强土壤水库的蓄水能力
。

据黄委会 天 水站

的对 比测定
,

紫穗槐地埂
,

距埂 3 m 内的土壤
,

无论是 。 一 2 c0 m 的表层墒
,

或 2 c0 m 一 5阮 m 的

底墒
,

或 5 0c m 一 Z o o c m 的深层墒都高于光埂内的农田土壤含水量
,

对 临埂田面的土壤水分 无不

良影响
。

( 5 ) 由于绿色植物的增加和叶面水分的蒸腾
,

可调节农田小气候
,

增加低空大气层的

湿度
,

减轻旱灾的危害
。

( 6 ) 树木增多
,

有利于益鸟类的繁衍生 自
、

,

为农田虫害和鼠类树立天

敌
。

( 7 ) 充分利用空间光能
,

增强了土壤和植物的代谢势和调节力
,

改 良了土壤
。

据有关资料

反映
,

红柳护埂
,

距埂 。 一 10 c m 的土层 中
。

有机质含量比光埂高出 3 倍多
。

( 8 ) 地埂利 用
,

提供了绿色能源
,

可解决一部分燃料
。

陕南的橡子树 (栋树 ) 护埂
,

折合每亩年可产薪柴 1 0 0 0多

k g
。

关 中的紫穗槐护埂
,

除一部分枝条用作编织外
,

大部分都作薪柴
。

( 9 ) 有利经 济 林
、

草

单产 的提高
。

例如地埂黄花
,

比成片黄花生长好
、

产量高
、

见效快
。

第 1 年秋栽
,

第 2 年就受益
,

第 3 年亩产可达 1 00 k g 以上
,

第五年可达 1 9 o k g
。

产量比成片栽植高出40 %左右
。

花椒
、

柿 树等

也比成片栽植单产 高
,

地埂柿树比柿园单株结果高 9 一 10 倍
。

( 1 0 ) 有利促进对农业生产投入与

产出的良性循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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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的好途径

地少人多的地方
。

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发展商品生产
,

增加群众经济收入
,

是广大农村致富

的大问题
。

各地经验证明
,

抓好地埂利用
,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之一
。

陕北吴堡县薛下

村乡砖窑 IJJ 村
,

在 4 2 0亩梯田埂上种植桑树 8 0 0 0多株
, 1 9 5 8年养蚕 7 2张

,

产茧 2 5 7 2
.

5 k g
,

收入 3
.

4万

元
,

另外还出售桑皮
、

桑条编织收入 3 0 00 多元
。

陕南秦 巴山区的丹凤县河南乡黄庙村的刘洋娃
,

在 5 亩梯田埂上栽葡萄
,

每年收入 2 0 0 0多元
,

是地里粮食收入的 2 倍多
。

白河县兴隆村 1 9 83 年在

8 8 0亩石坎梯田埂上栽桑 25
.

3万多株
,

实现了条条地埂桑树化
, 1 9 8 9 年 全村家家齐养蚕

,

仅此一

项就收入 7 万多元
,

不少户收入过千元
。

渭北早源的韩城市
,

中部浅山地区群众早就有利用地边

捻畔栽植花椒的习惯
,

县上因势利导
,

总结经验
,

拟定了在浅山源区
,

建设以梯田地埂花椒栽植

为骨干的农田 防护系统工程的决定
。

制定 了
“
百里双千万株地埂花椒基地

” 的发展规划和
“
条条

捻畔 (地埂 ) 花椒化
” 的奋斗 目标

,

经过几年来的努力
,

目前花椒总数达 2 3 0 0万株
,

23 万亩
。

在长

达 65 k m 的范围内的 19 万条埂地上栽上了花椒
,

基本实现了地埂花椒化
, 1 9 8 8年

,

全 市 花椒 总 产

躬
.

5万 k g ,

经济收入 2 0 00 多万元
,

占全市农业总产值的 2 7
.

4 %
,

西庄镇南强村
, 1 9 8 8年地埂花椒收

入 59 万元
,

户均收入 3 3 0 0元
,

人均收入 7 00 元
,

村民梁海田
,

花椒年收入 3 万多元
,

人均 5 00 0元
,

目

前全市花椒收入万元以上的有 97 户
, 5 0 00 元以上的有 6 44 户

, 2 0 00 元以上的很普遍
。

七
、

有利粮食产量的提高

地埂利用
,

有人怕地埂上长树歇庄稼
,

影响粮食收入
。

各地实践证明
,

只要选择好树种
,

管

理得当
,

对庄稼不仅不会发生不良影响
,

还有改 良土壤
,

提高地力
,

促进粮食产量提高的作用
。

据测定紫穗槐埂内的小麦绝对产量
,

高出同等光埂梯田小麦产量的 1
.

9 %一 8
.

4 % ;
韩城县乔子玄

乡马村农民高增建
,

他承包的 2 亩地
,

未修地埂栽椒前
,

粮食亩产仅 1 0 o k g ,

亩产值 1 00 元 , 修 地

埂后在地埂上栽花椒 89 株
, 1 9 8 8年收椒 12 5 k g

,

收入 2 50 0元
,

地中收小麦 4 00 k g ,

单产由 1 00 k g ,

提高到 2 00 k g ,

亩均总收入达 1 4 5 0元
,

亩产值 比栽花椒前提高 10 多倍
。

这充分说明
,

重视地埂利

用
,

不仅不会影响粮食生产
,

而且还能增加群众经济收入
。

J 、
、

推广意见

关于地埂利用问题
,

如果各地能重视这项措施
,

即可在三五年内推广到全省
,

其效益是相当

可观的
。

第一
、

可 以扩大土地利用面积 25 0万亩
,

缓解人地矛盾
;
第二

、

若每亩地按增值 20 元
,

全

省每年就此一项
,

就可增加 5 5 0 0多万元的收入
; 第三

、

农业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就会发 生 明 显

的变化
。

为了尽快在全省推广
,

笔者认为
:

1
。

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

认识地埂利用是我省农田基本建设的一项突破
,

是发展源
、

坡治理

措施优化组合的必然结果
,

它有机地把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
、

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

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
、

吃粮与花钱等 结合了起来
。

对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

发展商品生产
、

增加群众收入
,

振

兴我省山区经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刻影响
,

应广造舆论
,

扩大宣传
。

2
.

各地
、

县
、

乡应在调查研究
、

总结群众经验 的基础上
,

把地埂利用纳入农田基本建设的

重要 内容
,

连续不断地抓上几年
,

每年要有计划
、

有安排
、

有检查
、

有总结
、

切实抓出成效
。

3
。

省上抓的永寿
、

凤县
、

镇安
、

旬阳
、

石泉等地埂利用示范县和一些县的示范点
,

应从育

苗
、

栽植
、

管理 以及产 品销售
,

加工等方面
,

尽快创出经验
,

作出成绩来
,

给全省面上推广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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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目前
,

各级经费都较紧张
,

各地一定要管好用好省上下拨的一点经费
,

不得挪用
,

应充

分发挥 自立更生精神
,

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
,

多渠道积资
,

把这项措施尽快推广到陕南
、

陕北和

关中面上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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