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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武王东沟试验区向高产优质高效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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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长武王东试验区
, “

八五
”

期间
,

在继续完善和实施
“

七五
”

建立的沟坡开发模型中
,

以向高产

优质高效农业转变为攻关目标
,

加强开发利用水资源
、

土地资源
、

水土保持和基础建设等方面
,

已初见成效
。

农林牧业得到全面发展
,

农民生活水平和科技文化素质明显提高
,

农业后劲增强
。

目前
,

王东试区已成为当地农林牧等业全面发展的先进典型
。

关键词
:

王东试验 区 高产优质高效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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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武王东沟是
“

八五
”
国家农业科技攻关项 目

“

黄土高原综合治理与农业发展研究
”

的 n 个试

验区之一
,

承担
“

高原沟壑 区治理模式及建立高效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研究 ( 85 一08 一 01 一 03 合同 )
。

该试验区位于北纬 35
0

1 4
’ ,

东经 10 70 4 1
’ ,

属陕西省长武县
,

与甘肃省径川县接壤
。

试验 区 面 积

收稿日期
: 19 93一 0 5一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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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3k m
, ,

为典 型的黄土高原 沟壑地貌
,

源 面占 35 %
,

沟壑占 63 % ; 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

候
。

农业生产全部依赖天然降水
,

实行旱作农业
。

试验区包括两个行政村
,

现有人口 2 0 57 人
。

人均

耕地 1
.

9亩
,

人均土地 6亩
,

属人多地少地区
。

试验 区攻关任务由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西北植物研究所共同承担
,

长武县黄土高原治理站参

加
。

试验区现有科技人员 23 名
。

一
、

试区
“
八五

”
攻关进展和重大成果

(一 )试区的治理和建设 在
“
七五

”
攻关的基础上

,

两年来充实试验 区综合治理样板
,

完善
“
七

五
”

初步建立的沟坡开发模型
,

治理进度超过合同规定指标
。

在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和水资源
、

水土保

持和基础 建设方面
,

试验 区已成为当地超前 5一 7 年的先进典型
,

并且在长武县及甘肃邻近地区辐

射推广
。

试验 区两年来共修建沟坡梯田 5 98
.

5 亩
,

而且田路配套
,

使基本农田和梯田果园的面积累计达

到 5 7 34 亩 (未扣除地埂 )
,

为粮
、

果
、

经济作物的优质高产打下了 良好基础
。

目前
,

98 %的农田和

7 2%的沟坡果园达到防御 20 年一遇 24 h 最大 暴雨的省颁标准
。

两年来共修筑的沟坡道路 n 条
,

合

计长度 8 3 96 m
。

加上
“
七五

”

修筑的沟坡道路 果计长度达 20 k m
,

并且配套和即将配套生物和工程结

合的防治侵蚀措施
。

目前试验 区内 9 个沟坡单元都可通行机动车
,

还向沟底修通一条
,

构成沟坡道

路网
。

粮果经用地平均每 1 54 亩就有机动车路 kI m
。

沟坡道路密度为黄土高原之冠
。

沟坡道路运

用土办法对暴雨径流分流拦蓄
,

有效地防止冲刷
,

为王东试区之独创
。

沟坡道路是小流域开发的起

步设施
,

促进劳动力
、

物资
、

技术
、

信息与沟坡土地结合
,

带动平整土地和培肥地力
,

也带动果
、

经
、

养

殖业等商品性生产在沟坡兴起
,

在长武县 已引起广泛的重视和推广
。

修筑沟坡道路同平整土地一

样
,

主要靠农民义务工积累完成
,

只有遇到土方集中的高崖靠推土机和爆破松土施工
,

其费用由治

理费支付
。

1 9 91 年 6 月至 1 9 9 2年 5 月该地区遇到了六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

在干旱威胁之际
,

试验区实

现了向沟坡果园长途调水
,

铺设水管 3 SO 0m
,

穿过源面
、

源边缓坡
、

梁顶和梁坡
,

每 h1 输水 7 ~ 8t
,

沿途修建贮水池 7 个
,

可随意调节放水
,

供沿途和沟坡 1 60 亩果园浇灌
,

保证抗旱丰产
,

同时解除了

农民在沟坡生产中吃水用水的困难
。

这项工程提高了沟底泉水和原有泵站的利用率
,

未增加动力设

备
,

全靠地形落差 自流送水
。

修建该工程采用试区
、

县水利局
、

村集体
、

村民共同集资 6 万元
,

建成后

逐步用水费回收
,

做到以水养水
。

这项设施在高原沟壑区有广泛推广的价值
。

此外
,

农 民在沟坡自行修建房舍和仓窑
,

供暖季管理果园瓜地使用
。

如杜家坪沟坡单元
,

基本是

一户果农修建一处
,

反映出沟坡经营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

试区下一步将着手在沟坡修建沼气池
,

促

使畜禽养殖加入农田
、

果园的生态循环
,

同时解决果农暖季生活用能和照明
。

1 9 9 1 年 6 月至 1 9 9 2年 5 月长武遇到了自 1 9 2 9 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
,

36 4 天未下一场透雨
,

成

为无法抗御的大灾
,

造成粮食连续两年减产
。

在这种情况下
,

试区丫方面组织抗旱保烟保果
; 一方面

把重心转到大抓综合治理和农业基础建设上来
。

上述沟坡基础设施和基本条件的改善
,

抓住了沟坡开发的技术关键
。

表现在扩大了生产领域
,

扩大了沟坡土地的物质能量循环
,

把原来低水平半封闭式的系统改变为高效率开放式的循环系统
,

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力
。

(二 )大面积果园进人优质高产
,

形成规模效益
“
七五

”

末期
,

试区果园面积累计 864 亩
,

其中

84 %分布在沟坡
,

苹果占全部果园的 86 %
。

今年挂果面积 3 44 亩
,

平均 9 2 o k g /亩
,

其经济收入跃居

农村各业之首
。

例如 1 9 8 6 年建设的杜家坪 1 34
.

5 亩果园已进入盛果期
,

平均苹果产量 1 6 O8 k g /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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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间套蔬菜
、

葡萄
、

桃
、

李和出售接穗
,

平均收入 2 79 6 元 /亩
。

在承包杜家坪果园的 31 个农户中

就有 16 户果业收入超过万元
。

最高者亩产苹果 4 o o o k g
,

亩收入 5 600 元
。

长武县地处渭北高原
,

是

多种果树的适生区
,

其气候土壤能出产优质果品
。

试区经过长期小气候监测
,

阐明沟坡气候具有相

对干热特征
,

果树生长势和果品产量及其成熟度均优于源面
。

加之试区对果农加强技术培训
,

引导

农民加大向果园投入
,

重视优质丰产技术的应用
,

因而生产出色味具佳的优质苹果
。

同时抓好上述

基础设施建设
,

方便农民的肥料投入和产 品输出
,

从而使 沟坡土地从建园前亩产小麦 50 一 I O Ok g

(产值 40 一 80 元 )
,

提高到现在亩产值 2 5 00 一 5 5 00 元
,

显示了沟坡资源优势和土地的高额生产力
。

(三 )科研进展和成果 试区科研共设 8 个子专题
,

并接受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任务
。

各组共

布设试验观测项目 42 个
,

年内完成科技论文 34 篇
,

撰写实用技术教材 2 个
,

召开学术讨论会 2 次
,

出版论文集一期
,

取得一批阶段性成果
。

现分述如下
:

1
.

土地资源组进行了土地利用跟踪调查和各类土地投入产出监测
;
制定了土地利用治理和建

设规划
;
设计了土地利用模型和确定了模型参数

;
研究了人 口结构和动态

,

进行了人一地一物系统

分析
;
为数据手册编制和农业生态经济分析奠定 了基础

。

2
.

土壤侵蚀治理模式组进行了小流域降雨径流泥沙测定
;
新建小 区进行沟底泻溜面观测

;进行

沟坡道路防蚀措施效果观测
,

开展道路防蚀体系规范化研究
;
系统总结了高原沟壑区群众多年治理

和各试验站研究成果
,

归纳出试验区综合治理模式并指导实施
。

总之
,

根据各类地面产流规律
,

把多

种措施镶嵌配套
,

自上而下层层设防
,

连锁控制
,

同时培肥土壤增加覆盖
,

增加降水就地入渗拦蓄
,

补给
“

土壤水库
” ,

提高土地生产力
。

3
.

土壤水分组进行了旱作产量潜势和水肥效应研究
。

在近两年特殊干旱年份
,

加强了土壤水与

作物生长关系试验
。

其一
,

建立起冬小麦的
“

底墒一生育期降水一产量反应模型
” ,

预报年度小麦产

量
,

指导调整作物布局
;
其二

,

得 出特殊干旱年份小麦潜势产量数据和水分亏缺率数据
。

轮作试验已

进行 8 年
,

优选出一套增产轮作方式
。

4
.

土壤养分组进行了长期定位轮作试验和肥料试验
,

新布设了小麦
、

玉米高产施肥
、

氮素平衡

和微肥效果三项试验
。

试验发现特殊干旱年份单施磷肥增产
,

单施氮肥减产
,

氮磷配合增产效果显

著
。

5
.

粮作组进行了玉米优化栽培和 品比试验
,

还有洋芋
、

油菜等栽培技术试验
,

优选出玉米
、

油菜

的替代品种及其旱作栽培措施
。

6
.

农业基础设施技术组
,

两年来共勘测设计沟坡道路 15 条
,

合计长 18k m
,

继续改进防蚀措施

体系
,

编写出道路修筑和防蚀体系设计规程 (讲稿 ) ;勘测设计沟坡长途调水工程一处
,

拟定水站经

营股份合作制章程
,

并指导实施
,

写出技术总结
。

7
.

经济植物组进行了果树生长发育与沟坡生态因子相关研究
,

果园水
、

肥动态研究
;
进行了果

树根系
、

果园灌水效益
、

果树物候期和病虫害发生规律调查
。

引进果树新品种并保存种质
,

引进成年

果树换品种的倒杆劈接技术
;
布设了枣树矮化密植试验

。

8
.

林草组进行 了刺槐林间伐混交试验
,

密度试验
,

皆伐萌粟试验
;
新布设了沟坡道路生物防护

效益试验
;
引进一批优良牧草种

,

建立草本种质圃和药用树种苗圃
。

此外
,

试区进行了以抗旱为中心的粮
、

果丰产工程
,

农户经营和农村各业收入监测
。

试 区是长武

县农业集团科技承包牵头单位
,

分担洪家乡的实用技术推广和科技服务
。

二
、

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与试区攻关结合的经验

王东沟试验区所代表的黄土高原 沟壑区
,

农业发展存在的共性问题有
:

粮食生产存在大量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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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产田
;
大面积沟壑开发利用程度低

;
传统农业改造迟缓

;
农村经济基础薄弱

。

针对这种实际
,

该试

验区从
“
七五

”

攻关开始
,

就把
“

提高源面产出
,

开发沟坡资源
,

保持水土
,

全面提高土地生产力
”

作为

攻关项 目
。

作法是
:

经过科学试验研究
,

摸清土地水肥运行规律
,

挖掘 自然资源潜力
,

作为发展农村

经济的基础
。

主要成绩有
:

(一 )把中低产田改造为高产农田
,

实现粮食短期内大幅度增长 1 9 8 6 年前
,

试验 区所在的农

村基本还是传统农业格局
,

土地利用率低
,

经青单一
。

耕地以种粮为主
,

占 87 %
,

农田又处在低投入

低产出状态
。

其中源面耕地为中产水平
,

沟坡耕地完全是低产田
。 “
七五

’ ,

攻关中
,

根据旱作产量潜

势 和水
、

肥效应试验结果表 明
:

长武源 区旱作产量潜势
,

冬小麦为 3 35
.

6 k g /亩
,

春玉 米为

5 14
.

4 k g /亩
。

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
,

从平均意义而言
,

限制产量提高的主要因素是肥而不是水
,

培

肥土壤和增施肥料是提高产量潜势的主要途径
。

从而引导农民搜集肥源
,

增加化肥投入
,

优化施肥
,

引入 良种组合
,

优选播期
、

密度
,

实施反应型丰产模式
,

终于实现了粮食短期内大幅度增长
。

19 8 8~

1 9 9。 年在人均粮田减少 31
.

5写的情况下
,

较
“
六五

”
基数单产增长 %

.

8%
,

总产增长 51
.

6 %
,

人均

增长 35
.

1%
。

粮食亩产 35 Ok g
,

人均产粮 5 5k0 g
。

由于粮食单产增长
,

促进了烤烟
、

西瓜和蔬菜面积

的扩大
,

产值提高
,

成为农 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成分
。

(二 )沟坡开发 把发展农业从仅仅依靠现有耕地转到开发利用全部国土资源
,

在高原沟壑区

就体现在开发沟坡上
。

开发沟坡应抓住两条
:

一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
二是确立产业方向

。

具体内

容有
:

通过修筑沟坡道路
、

人畜饮水
、

平整土地和低产田改造
、

果园建设
、

低产林分改造这五项子工

程
,

促成土地跟劳动力
、

技术装备
、

物资诸要素结合
,

改善生产基本条件
,

发展商品性生产
。

其 中显示

出高效的有
:

1
.

沟坡果园
。 “
七五

”

期间新建沟坡果园 62 0 亩
,

为
“

八五
”

实现农民高额收入奠定了基础
。

其中

1 9 8 6 年建设的杜家坪果园
,

今年进入盛果期
。

果园的收益如前所述
,

比建园以前的土地产出
,

提高

近百倍
。

2
.

沟坡村落整体开发
。

沟坡村落贫穷落后
,

人心思迁
,

是原来人们心 目中的
“

第三世界
” 。

耕地

广种薄收
,

技术和物质投入都很低
,

亩产只有 50 ~ l o o k g
。

通过修通机动车路
、

修建人畜饮水泵站
,

平整土地
,

发展经济植物和果园
,

给新修梯田增加农家肥和化肥投入
。

更换作物 品种
。

1 9 9 0 年粮食

亩产由原来 1 0 4 k g 提高到 3 27
.

k6 g
。

由于人均耕地多
,

人均占有粮从 33 2k g 增长到 8 6 5 k g ;
农民人

均纯收入达到 6 12 元
,

一举脱贫
。

1 9 8 9年试区出现两个
“
双千户

”
( 人均产粮超过千斤

,

人均收入超

过千元 )都在沟坡村落
。

彻底改变了
“

沟坡村落穷
”

的古老偏见
。

3
.

增加农业投入从
“
七五

”

期间起
,

引导农民加大对农田和果园的物质和技术投入 ;农民已切身

感受到只有高投入才有高产出
。

如今农民向土地的投人已明显增加
。

以物质投入为例
,

其中肥料和

塑 膜 折 价
,

每 亩农 田 已 达 60 一 80 元
,

烤 烟 和 西 瓜 每 亩 已 达 1 20 一 200 元
,

果 园 已 达

70 0一 10 0 0 元 /亩
,

从而发挥出土地的生产潜力
,

这是取得高效农业的前提
。

4
.

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

在粮
、

经
,

果业生产上
,

试 区向农民进行经常性的培训
、

示范和咨

询
。

农民的科学技术知识明显提高
,

产品品质明显提高
,

售价也 比别的地方高
。

农民对多种常规优

质丰产技术已能掌握
。

例如杜家坪一户果农
,

严格按照试区所讲的农技规范执行
,

今年他的 1
.

8 亩

苹果园
,

收入达到 1
.

1 万元
,

对周围农民震动很大
。

(三 ) 目前起步的还有四个方面

1
.

引进苹果新 品种 23 个和苹果倒杆劈接技术
,

根据市场前景逐步更换现有主栽品种
“

秦冠
” ;

引进枣树矮化密植技术
,

种植名贵药材
,

现处于试验阶段
。

2
.

粮食种植上推广地膜玉米栽培
,

亩产可达 8 5 Ok g
,

比露地栽培高出 3 。。 k g /亩
,

还准备把保护



第 5期 张 方等
:

长武王东沟试验区向高产优质高效农业转变初见成效

栽培应用到油菜和薯类上
。

再就是扩大粟
、

豆类小杂粮生产
。

填补市场短缺和空 白
,

顺应消费倾向
,

也是取得农产品增值的一个途径
。

3
.

推产稀土元素和微肥
,

在粮
、

烟
、

果
、

莱生产上使用
,

产品的品质和产量有明显提高
。

4
.

为兴办沟坡长途调水工程
,

试区拟定章程建立股份合作制水站
,

其 中向农民募股筹资 1 万

元
,

又把村集体的抽 火站融资参股
。

水站运行后
,

已从水费回收
`

4 0 00 元
。

利用股份制及合作基金方

式筹集农民手中的闲散钱
,

是今后为兴办多种事业
、

参与流通领域解决资金短缺的有效办法
。

三
、

结 语

同工业一样
,

市场也是农业发展的环境
。

从适应市场环境来说
,

王东试 区的工作仅仅是个开始
。

试 区所在的黄土高原地 区经济比较封闭
,

农民的观念也比较封闭
,

产品经济的习惯仍有保 留
,

周 围

市场不太发育
,

商品的社会总需求长期不足
,

农产品卖难问题时有发生
,

供求状况交替起伏
,

相应地

带来价格波动很大
,

这对发展多种经营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

许多可以办的行业农民不敢发展
。

加之

王东试区与外部缺乏信息联系
,

通讯设备十分落后
。

所以
,

我们把高效农业 只体现在挖掘资源潜力

和保持粮
、

经
、

果的高产优质上
。

如果从市场实现的价格来衡量高效
,

除果品之外
,

其余的都不突出
。

另外
,

从发展加工
、

保鲜
、

运输和销售来使农产品增值
,

我们还做得不够
。

在思想观念上
,

我们对市场

规律和市场机制尚不熟悉
。

我们还缺乏洞察市场供求状况和预期价格变化的能力
,

而这又是调整生

产结构和选择投资方向所必需
。

我们应当学会这些东西
,

树立市场经济观念
,

追求农业科技攻关的

技术先进性
、

适用性和经济的统一
,

是我们的目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