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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土高原沟壑区的产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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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资源与产业发展方向的优化配置有其自身的必然规律
,

人为科学的干预
,

可促进

生 产力的发展
.

该文通过对黄土高原长武王东沟试验区
,

及长武县的经济生产过程
,

农业资源

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分析
,

提出了黄土高原沟壑 区 目前
,

甚至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产业发展方

向
。

其内容包括提高粮食单产
;
开发沟坡资源 ;括班多种经营与农村工副业

。

这一产业发展方向

对无工不富的观念构成挑战
,

其科学性在长武试验区
、

长武县
“
七五

” 、 “
八五

”
的生产实践中得

到了验证
.

关键词 黄土高原沟壑区 产业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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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武试验区是国家
“
七五

” 、 “

八五
”

设立的黄土高原综合治理与农业持续发展科技攻关项

目
,

长武县作为本试区的技术推广区
,

其治理与经济状况与试验区一道在同步变化
.

产生这种

变化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
,

然而
,

试验区建立的农村经济高速增长的治理与发展模式
,

以及

以此为辐射源
,

展开全县范围的技术推广为此所注入的科技因素和现代意识
,

对加速这种变化

而起的作用正 日渐显露和强劲
。

本文以王东沟试验区为点
,

长武县为面
,

通过对经济生产活动

① 收稿 日期
: 1 9 9 5一 0 9一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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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教训
,

资源状况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分析
,

试图提出适应 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产业发

展方向
,

从而为黄土高原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
。

1 主导产业的选择

就一个区域而言
,

其资源与产业配置会有多面性和时序性
,

如果再加入市场等社会因素的

干扰
,

使得产业方向的选定更为模糊而复杂
。

1
.

1 失败的启示
1

.

1
.

1 走农牡结合的道路
“
七五

”

期间
,

试验区曾花气力发展以奶牛为主的畜牧业
。

在

人为作用下
,

奶牛存栏数从 1 9 8 6年的 4头增至 1 9 8 8年的 21 头
,

但 1 9 8 9年后就急速下降
,

仅存 2 ~ 5

头
。

同期畜牧业产值从 1
.

2万元增至 3
.

7万元
,

但与粮果业比较相差甚远
,

占农业纯收入的 比例

始终未超越 7写
.

笔者曾对长武县 19 5 0一 1 9 9 0年的畜禽存栏情况进行过统计
,

折合成羊单位近

似为一常数
。

或者说
,

某一畜种数量的增加必然以另外畜种数量的减少为代价
。

形成这种局面的内在原因何在 ?作者认为它是农区土地资源适应畜牧业规模的必然产物
。

王东沟试 区
、

长武县乃至黄土高原沟壑 区相当范 围内
,

人均土地不足 0
.

47 h m
2 ,

人均耕地不足

0
.

hZ m
Z ,

耕地中人工草地 (主要是首楷 ) 面积仅占 5 %
,

可提供饲料 8
.

7 %
,

总量 1 1 04 万 k g
,

作物

秸秆
、

批壳 占饲料资源量的 62
.

6 %
,

总量 8 0 00 万 k g
。

夭然草场 (荒草坡 )不足土地面积的 10 %
,

风干草单产 7 5 0一 1 0 5 0k g / h m
Z ,

总量 41 6万 k g
,

占饲料量的 .3 3 %
。

有人也试 图以占土地 面积

2 5 % ~ 3 0 %的林地副产品树 叶来拓宽畜禽饲料来源
,

其资源量为 2 8 00 万 k g
,

占饲料资源量的

n 写
,

但终因采收困难而未能实现
.

建立于这种畜牧业饲料资源上的农区畜牧业该是何种模

式
,

直到
“
七五

”

末
,

试验区对此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

那就是
:

以稳定规模
,

提高出栏率为方针
;

以牛
、

猪
、

鸡兼副业型为模式
; 以农副产品为饲料来源

。

通过零散辅助劳力对农副产品的充分利

用聚集或转化一定利润
,

同时为种植业提供有限肥料和动力
。

1
.

1
.

2 发展 乡村企业的道路 改革开放初期
,

一度曾大力发 展乡镇企业
,

长武县也出现

了有各种所有制和经营管理形式的小型企业
,

如化装 品厂
,

纸厂
,

丝绸厂
,

奶制品厂
,

饲料厂等
,

但在长武县这样远离中心城市
,

通讯交通不发达
,

自身经济实力 尚很微薄的地区
,

根本无力提

供支持工业发展必须的密集技术
、

信息和资金
。

到 90 年代
,

这些企业即相继倒闭或者艰难维持
。

就连县 内的老牌企业也未免陷入困难境地
。

1 9 9 5年春节
,

为缓解县酒厂产品积压的尖锐矛盾
,

县上不得不给全县每位职工分发一箱酒
,

同时抵销长期拖欠的工资
。

县粮食加工厂因有县 内居

民稳定的 口粮消费
,

而属 稳利企业
,

但随着流通搞活
,

外地面粉纷至踏来
,

也因质量无力与人抗

衡而迫使减产
。

诚然
,

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过程是步入工业化
。

但是如果忽略了其该具备的条件
,

其结果就是长武县乡镇企业发展过程的再现
。

这不禁使人要间
,

长武县的主导产业是什么 ?山区搞农业能致富吗 ?

1
.

2 资源与生产力状况

1
.

2
.

1 根食单产的潜 力 长武县地处黄土高原南部沟壑区
,

土地面积 56 7
.

kI m
“ ,

全年降

水量 58 6
.

4 m m
,

年均气温 9
.

1℃
,

干燥度 1
.

4 1 ,

全年 ) 0℃活动积温 3 6 88 ℃
,

干旱是农业生产经

常而严重的威 胁
。

据县气象站对 1 9 5 7 ~ 1 9 81 年气象资料统计
,

25 年中
,

干旱频率平均每年 2
.

5

次
,

其中伏旱频率最高
,

为 n 次
,

其次为秋旱和冬春连旱
,

各出现 9次
。

普遍沉积达百米 以上的疏

松黄土性土壤为降水入渗储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形成了供水调节功能很强的
“

土壤水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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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 。

试验 区
“
七五

”
粮食平均单产达到 3 9 9 9 k g / h m

, ,

其中 1 9 5 9年
、

1 9 9 0年均达到 5 2 5 o k g / h m
,

以

上
,

平均增长率为 27
.

3写
,

远高出全国平均增产水平
,

跃居世界旱农高产水平的行列
。

对黄土高

原区域治理 的 n 个试验区粮食单产统计表明
, “
七五

”
攻关前平均为 1 7 55 k g h/ m

Z ,

到 1 9 9 3年达

到 3 o 3 0 k g / h rn
, ,

增长 73 %
。

这些都是长武高原沟壑区粮食区大增产潜力的佐证
。

1
.

2
.

2 沟坡土地 资源 丰富多样
,

开发潜 力大 沟坡土地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 70 %
,

由于

偏远
、

作业难度大
、

投入低而呈低产或荒芜
。

据长武县农业区划报告提供的数据
,

粮食单产一般

在 1 s o o k g / h m
, ,

低于源滩地 5 0 %一 6 0 %
,

苹果单产 5 7 5 0~ 6 o o o k g / h m
, ,

每 h m
,

活树木年生长

量 2
.

76 m ’ 。

试验 区历经
“
七五

” 、 “

八五
”

10 年建成的沟坡开发模式使得土地产出大幅度提高
.

座落于沟坡地段的 7
、

8村民组
,

1 9 8 6年人均耕地 。
.

24 h m
, ,

粮食单产 1 6 00
.

s k g / h m
Z ,

人均

产粮 33 1
.

k7 g
,

人均纯 收入 187 元
,

多数农户为温饱而焦虑奔波
,

在人 口膨胀的今天
,

这里却因

人们不愿子孙们继续经受贫困
、

落后且无力摆脱生活的折磨而男女外嫁
,

人口 萎缩
。

留下的人

们把搬迁上源
、

脱离苦海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试验 区的设立
.

对此
,

试验区从首闯 口粮关起步
,

继而改善生产
、

生活条件
,

修建人畜引水工程两处
,

平整

土地 23
.

3h m
Z ,

同时分户指导农 民涉足多种经营
。

5年过后
,

同是这块土 地
,

粮食单产增加 了

2 0
.

7 %
,

总产增加了 16 8
.

2 %
,

人均产粮增加 了 1 60
.

7 %
,

人均纯收入达到 6 30
.

8元
。

人均果园

24 6
.

7 m
, ,

为经济长期增长奠定了基础
。

沟坡地带有较之源面更为优越的果树生态适宜性
,

试验区 已建成的 91
.

hZ m
,

沟坡苹果园

工程
,

24 k m 的沟坡道路网络工程
,

泉水引灌工程
,

使 1 9 8 6年每 h m
,
1 12

.

sk g 小麦尚无人承包的

荒沟坡成为试区经济最为强劲的增长点
。

最早栽植的一批果户
,

年收入均超 2万元钱
。

1 9 9 4年全

村人均纯收入中
,

苹果收入已占 40 %
,

沟坡 已成为人们谋求发展的新地域
。

1
.

2
.

3 多种经营与工副业 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是多元的
,

农民经营的兴趣去 向也是多

方位的
。

因此
,

经济作物产值占到种植业产值的 32
.

9 %
,

工副业产值占到农业总产值的 32
.

2 %

就成为合理的存在
。

多种经营与工副业项目繁杂
,

如烤烟
、

瓜类
、

运输
`

、

建筑
、

餐馆
、

木工等
,

由于

主要受市场驱动
,

变化很快
。

试验区成立 10 年来
,

对此强力干预 的有烤烟和村办砖厂
,

除此之外

的其它项 目近乎自然消长
。

但是二者在农村经济中较大的产值与收入份额却始终是恒稳的
。

因

此
,

其产业地位亦应给予重视
。

1
.

3 主导产业

综上所述
,

在王东沟试 区及其所代表的类型区
,

适应 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导产业是
:

( 1) 稳固粮食的基础地位
,

使单产向潜势水平逼近
; ( 2) 重 点开发沟坡资源

,

突出果业
; ( 3) 迎合

市场需求
,

发展多种经营和工副业
。

当然
,

这种产业方向的选定是有条件的
、

相对的
,

伴随着农村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社会进步
,

乡村工业
、

第三产业等都可能成为农村经济的主导
,

但在 目前仍是不能奢望的
。

2 长武县的实践结果

2
.

1 粮食生产的丰产性提高
、

抗逆性增强

长武县是旱作农业地区
,

雨量之丰沛与否直接决定着产量之高低
;
长武县同时也是一年一

作种植区
,

冬小麦的面积占到粮 田面积的 85 %以上
。

秋粮主要有玉米
、

高粱和薯类
,

由于经济作

物和果树的扩大
,

其种植面积锐减
,

以玉米为例 1 9 9。年以来
,

每年面积不大于 1 7 O h0 澎
,

较 80 年

代减少 50 %
。

在上述情况下
,

冬小麦生育期 (前一年 7月到当年 6月 )的降水量就成为决定粮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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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高低的主要因素之一
。

对长武县 1 98。一 1 9 9 5年冬小麦生育期降水量和产量统计后得出下表 ( 见附表 )
。

附表 冬小麦生育期降水量单产统计

年年份 (年 ))) 1 98000 1 98 111 1 9222 8 1 98 333 1 98444 1 98 555 1 98 666 1 98 777 1 98 888

降降水量 ( m m )))4 4 8
.

111 54 6
.

7776 38
.

666 7 3 5
.

0 777 78
.

3336 74
.

111 5 9 9
.

5554 80
.

5558 5 5
.

333

亩亩产 ( k g /h m
`

)))4 8 7
.

5552 182
.

5552 8 3 5
.

000 2 8 3 5
.

000 2 6 92
.

2 555 1 90
.

000 2 580
.

000 1 50 0
.

000 2 3 9 555

年年份 (年 ))) 1 98 999 1 9 9000 19 9 111 1 9: 9

一一
1 9 9 333444 1 9 9 1 9 9 555平均均

降降水量 ( m m8 ))) 74
.

333 5 58
.

222 6 6 5
.

2 5558 3
.

9996 16
.

888 5 7 5
.

999 38 1
.

222 5 74
.

555

亩亩产 ( k g /h mZ ))) 30 82
.

5552 9 10
.

000 2 8 6 5
.

000 96 9
.

000 302 2
.

2 555 3 76
.

000 64 9
.

2 2 2 555 3
.

000

现在以 6 1年冬小麦生育期降水量的平均值 54 7
.

5士2 0 %将小麦生产年度划分为不同的水

分丰欠年 型
,

即大于 5 7 4
.

5 + 2 0 % = 6 8 9
.

4 m m 为丰水年
,

小于 5 7 4
.

5 一 2 0 % = 4 5 9
.

6 m m 为欠水

年
,

介于二者之间的为常态年
。

统计分析表 明
: “
八五

”

期间
,

长武县属近几十年来历时和强度两

方面都未遇到的干旱时段
。

在此条件下
,

本文对长武县的粮食生产作出这样的基本估价
,

即粮

食生产的丰产性提高
,

抗逆性增强
。

2
.

1
.

1 丰产性 在 3个常态降水年中
,

其降水量为 61 9
.

4 m m
,

比 1 9 9 1年以前的 n 年平均

值多 6
.

9 %
,

而产量增幅远高出降水量
,

达到 16
.

3 %
,

从 2 3 6 5
·

s k g / h m
,

增加到 2 7 5 4
·

o k g / h m
Z 。

水分利用效率提高了 1 1
.

1 %
。

单产高于 2 7 0 0 k g / h m
,

的 1 9 9 1和 1 9 9 3年产量为 2 9 4 4
·

s k g / h m
, ,

其

对应的年度降水量为 6 41
.

l m m
,

而与之单产相 当
,

在 1 9 9 1年以前的 5年中所对应的降水量却高

于此值 4 3
·

g m m
。

2
.

1
.

2 杭逆性 在 2个 欠水年 中
,

平 均降水量为 3 0 1
.

l m m
,

其对应 的单产为 81 0
.

ok g /

h m
, 。

而同一降水年型的 1 9 8 0年
,

降水量为 44 8
.

l m m
,

单产仅为 48 7
.

s k g / h m
, ,

比较而言
,

前后两

个时期
,

多 48
.

8 %的降水量却对应着减产 “
.

2 %的小麦单产
。

作物产量不仅仅受制于降水
,

而且体现着一定的投入和栽培技术水平
。

上述同一降水年型

中
,

小麦单产表现出前期低于后期的时序差别可归结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
。

2
.

2 新兴产业形成规模

土地不合理利用
、

作物布局失调是导致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贫 困的根本原因
。

基于这一认

识
, “
七五

”
开始

“

八五
”

日臻完善的试验区用地模型
,

促成了果
、

烟为主体的新兴产业的发展
。

在

土地利用结构 中
,

种植业用地 已从占土地总面积的 63
.

5 %下降到 48
.

9 %
,

果业由 2
.

9 %上升到

1 0
.

2 %
。

经济作物产值从 4
.

7万元增长到 36
.

09 万元
,

占种植业的百分比从 1 3
.

5上升到 38
.

1
。

这

一变化为试验区的经济翻身和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进入
“
八五

”
以来

,

依据试验 区成功的治理开发成果和技术
,

技术推广始终把培育果
、

烟产

业视为主要 目标之一
。

到 1 9 9 4年底长武县苹果面积已达 9 3 46
.

h7 m
, ,

是 1 9 8 1年的 n
.

7倍
,

1 9 9 0

年 5
.

7倍
。

烟草面积
“

八五
”

期间稳定在 3 0 00 一 4 o o o h m
, ,

是
“
七五

”

期间的 2
.

1倍
。

(图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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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果
、

烟面积增长过程

1 9 8 8年全县农业 总产值 7 4 79 万元
,

其 中多种 经营 产值 1 781 万 元
,

占农 业总 产值的

23
.

8 %
。

至 1 9 9 3年农业总产值达到 12 0 00 万 元
,

其 中多种经营产值 8 5 00 万元
,

占总 产值的

7 0 %
,

烤烟和苹果已成为长武县的两大支柱产业
,

1 9 9 3年两项收入分别为 2 1 00 万元和 3 3 00 万

元
,

比 1 9 8 8年提高了 7倍
。

2
.

3 农村经济水平显著提高

1 9 8 8一 1 9 9 0年全 县人均纯收入平均为 2 3 2
.

5元
,

1 9 9 1~ 1 9 9 4年平均达到 4 4 7
.

9 1元
,

增长

30
.

5 %
, 19 9 4年为 5 45

.

44 元
.

群众收入的提高
,

增强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

化肥施用量 由
“
七五

”

期间的 2 5 3 0标吨
,

增长到
“
八五

”
期间的 5 0 0 0标吨

,

增长一倍以上
。

1 9 9 2年
、

1 9 9 4年
、

1 9 9 5年连

遇严重干旱
,

粮食总产下降
,

但由于收入的增长
,

非粮产业仍高速发展
。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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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经济收入增长过程

2
.

4 改善基本条件
,

农业持续发展

2
.

4
.

1 沟坡治理开发 5年来共修建基本农田 3 Zo ho m
Z ,

修筑沟边埂 4 89
.

k3 m
,

新修沟头

防护工程 42 3处
,

修筑沟坡道路 97 条
,

1 95
.

k3 m
。

沟坡道路的开通结束农民长期以来肩挑背扛的

历史
,

促使资金
、

化肥
、

技术
、

信息
、

劳力与沟坡土地紧密结合
,

实现了沟坡土地资源的良好配

置
。

5年中完成治理面积 18 6k m
, ,

连同以往 累计水土流失控制面积已达 3 6 k0 m
2 ,

占水土流失面

积的 62
.

4 %
,

土壤侵蚀总量 由 3 79 万 t 下降到 1 50 万 t
,

减少了 60
.

5 %
。

2
.

4
.

2 发展小型水利 结合渭北旱源综合开发等项 目
,

5年建设井旁经济小区 16 个
,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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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黄土高原沟壑区的产业发展方向

粮
、

果
、

瓜
、

菜立体农业面积 1 26
.

h7 m
Z ,

新打机 (喷 )井 23 眼
,

机井树改 10 5眼
,

新增和恢复灌溉面

积 7 o Z o h m , 。

2
.

4
.

3 荒山造林 5年累计营造用材林 3 4 o ho m Z ,

改造山坡低产刺槐林 7 1 33
.

h3 m Z ,

收到

较好效果
。

3 结 论

黄土高原沟壑区 自然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国
,

然而通过科学地利用本地资源
,

同样也

能够使经济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有较大发展
,

能够使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

这条道路就是发展商品

性农业
.

其 内容包括提高粮食萦产
,

开发沟坡资源
,

活跃多种经营与工副业
。

它对无工不富的观

念构成挑战
。

长武试验区及其它的推广区
,

长武县的农业生产历程证明了这一点
,

而且在黄土

高原沟壑 区会得到更有力的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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