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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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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宏观 决策出发
,

提出发展
“
两环

” 、

整治
“
两区

” ,

作为黄土高原地区农业建设

与综合怡理开发的总休构思
。 “

两 环
”
分布在本地 区四 周平原

、

盆地及其毗邻的山体
,

内环

为 以商品粮生产为主 的金色环带
,

外环为 以防护林建设为主 的绿色环带 ; “
两 区 ” 在本地区

中 心的丘陵
、

沙区
,

东南是以治理水土流失为重点的农牧区
,

西北是以治理风沙危害为重点

的牧业 区
。 “

两环
”
和

“
两 区

”

的构思
,

将有助于国家治理开发黄土高原地 区制订方针政策
,

进行建设投资
。

三十多年来
,

对黄土高原地区
’

( 以下简称本地 区 ) 的农业建设与综合治理开发提出过不少方

案和建议
,

见仁见智
,

众说纷纭
,

至今尚未统一
。

由于有些方案过细或者过粗
,

均不 利 于 宏 观 讽

控
。

我们根据在黄土高原地区三十多年的工作实践和近几年的考察研究
,

从国家宏观决策出发
,

深刻认识到
,

要搞好本地 区农业建设与综合治理开发
,

需开辟两个战场
:
第一战场是本地 区边缘的

发展战场
。

这个战场分布在本地区四周平原
、

盆地及其毗邻 的山体
,

形成两个环带
,

内环为 以商品

粮生产为主的金色环带
,

外环为 以防护林建设为主的绿色环带 ; 第二 战场是本地区中心的整治 战

场
。

这个战场分布在本地区中心的丘陵
、

沙区
,

大体以长城为界
,

将中心分为两区
:

东南是 以治

理水土流失为重点的农牧区
;
西北是 以治理风沙危害为重点的牧业 区

。

本文以发展本地区农业经济为 目标
,

对各区的特点
、

功能
、

建设方略
、

重大问题和战略措施
,

以及区间的分异与相互关系分述于下
。

一
、

以商品粮生产为主的金色环带

金色环带
,

是由沿区内陇海一同蒲一京包一包兰一兰青等铁路千线通过的平原和盆地
,

及其
毗邻地区所构成

,

国土面积占黄土高原总面积近 1 / 3
。

这条环带主要由汾渭及银 (银川 )呼 (呼和浩

特 )两个大陆裂谷体系所组成
。

本环带农业开发历史悠久
,

生产条件优越
,

粮食生产水平高
,

潜力大
,

·

历来是供应城市粮食和副食品的主要基地
。

发展方 向应 以建设商品粮生产基地为主
,

以满足大中

城市粮食需要为 目的
。

按照社会每人平均粮食产量水平
,

本环带及其毗邻地区可建成 8 个商品粮

生产基地
,

其中
: 国家级商 品粮生产基地 2 个

,

即关中平原灌 区与银川平原灌区 , 省 (区 ) 级 1落

品粮生产基地 3 个
,

即河套平原灌区
、

汾河谷地灌区和渭北早原区 ; 地 (市 ) 级商品粮生产基地 3



个
,

即黄 (黄河 ) 徨 (徨水 ) 灌区
、

忻 (忻州 ) 同 (大同 ) 盆地和长治盆地
。

有些地区还可建成

名优商品粮生产基地
,

如银川大米
、

渭北早原小麦等
。

这个环带历来就是粮食重要产区
,

东南部关中平原灌区与汾河谷地灌区
,

在历史上是供养京师

的粮食产区
,

汉民谣有
“ 田于何所 ? 池阳谷口 (在关中平原的径阳

、

三原一带 )
,

郑国在前
,

白

渠在后
,

… … 径水一石
,

其泥数斗
,

且灌且粪
,

长我禾黍
,

衣食京师
,

亿万之 口
。 ”

( 《汉书
·

沟

恤志 》 )
。

唐太宗李世民认为
’ “
太原王业所基

,

国之根本
,

河东殷实
,

京 邑所资
。 ”

唐代开元
、

天宝

年间 (公元 7 13 一 7 55 年 )
,

晋州 (汾河谷地的临汾地区东半部 ) 的粟米
,

常通过嘈运到达京师长

安
,

.

“
河渭之间

,

舟揖相继
,

会于渭南
。 ”

从西周至唐代 (公元前 1 1 3 4 年 至 公 元 90 7年 )
,

历 时

1 , 0 62 年
,

有 10 个王朝在长安建都
,

从东周至后唐 (公元前 7 70 年至公元 9 36 年 )
,

历时 9 77 年
,

有 6 个王

朝在洛阳建都
〔 ’ ” ,

不能说与本环带盛产粮食没有关系
。

环带西北部从秦汉开始就进行大规 模 农

业垦殖
,

使银川平原与河套平原虽然
“
地近荒漠

” ,

而
“
谷稼殷实

” ,

成为边睡重镇军 民所需粮

食主要给源
,

对巩固边防起着重要作用
。

至今本环带仍是当地的重要粮食产区
。

上述 8 个商品粮

生产基地的国土面积占全地 区总面积 3 2
.

0 %
,

而粮食总产 占全地区总产 5 6
.

1 % ( 19 8 5年资料
,

下

伺 )
,

其中
:
小麦

、

水稻等细粮所占比重则更大
,

小麦产量占全地区小麦总产量的 62
.

1 %
,

水稻占

7 3
.

4 %
。

基地提供的商品粮占本地 区大中城市需粮总量的 72
.

8 %
。

从古农书记载与现今粮食高产

事例来看
,

本环带粮食生产尚有巨大潜力
。

据古农学家万国鼎先生对 《祀胜之书》 早 地 区 田 研

究
,

对粮食产量折算
,

麦粟每公顷产量可达 30 吨左右
。

近年来
,

不少早地面积的小麦每公顷产量

超过 6
, 0 00 公斤

,

玉米达到 10
.

8吨
,

较大 田单产高 1 一 2 倍 ; 灌区产量则更高
。

七十年代
,

西北

水土保持研究所科技人员在关中灌区采取粮菜套种方式
,

在 1 公顷农田中取得 粮 食 1 8
.

7 5吨
,

蔬

菜 75 吨的高产记录
,

相当于 2 一 3 公顷水浇地的产量
。

若能加强本环带商品粮生产基地建设
,

进

一步发挥粮食生产潜力
,

可望满足本环带上及其毗邻地区大中城市对粮食的需要
。

1 9 8 5年
,

环带上

n 个大中城市需粮量占全区需粮总量的 72
.

8 %
。

如果环带上 n 个大中城市的粮食满足需要
,

一些小

城镇需粮可由当地产粮区就地解决
,

则全区粮食可望达到供需平衡
。

当前粮食生产存在的间题主要有三
:
第一是粮食特别是细粮的价格过低

,

农业生产物资价格

高而且供应不足
,

影响粮农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 第二是土地分散
,

经营规模太小
,

劳动生产率和

粮食商品率均低 ; 第三是平价粮供应过宽
,

消费超前
,

城市对粮食不够珍惜
。

为此
,

应开放粮食市

场
,

逐步取消粮食平价收购和供应政策
;
加强对粮食生产的物资

、

资金
、

技术投入
,

制定鼓励粮

食生产政策 , 加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

促进劳动力向第二
、

第三产业转移
,

使粮食生产能进行适

度规模集约经营 ; 提倡城乡共建商品粮生产基地
,

加速基地农业现代化步伐
。

本环带是本地区的政治
、 .

经济
、

文化中心
,

经济发达
,

运输畅通
,

对外贸易发达
,

工业实力

雄厚
。

加之自然条件优越
,

除粮食外
,

其他农业生产潜力也很大
,

经济作物和农 区畜牧业比较发

达
,

林果资源丰富
。

本环带可成为外环与中心 区的外向型生产的贸易通道
。

国家若能给与本环带一

些特殊经济政策
,

加强本环带建设
,

将对黄土高原地 区经济腾飞
、 1

农业现代化与综合治理开发起

到全面推动作用
。

二
、

以防护林建设为主的绿色环带

绿色环带系沿黄土高原地 区四周及其毗邻地区土石山与石质山的恒山一五台山一太行山一秦

岭一日月山一贺兰山一阴山等 山系所构成
,

国土面积约占黄土高原地 区总面积 1/ 5弱
。

这个环带森

林
、

草地面积大
,

植被覆盖度高
,

历来是林业生产基地
,

对涵养水源
、

防止泥石流与水土流失
,

阻挡

区外沙漠和寒流侵袭有重要作用
。

它是金色环带的天然屏障
,

也是金色环带诸河流的河水主要补



给源
。

由于本环带土地资源丰富
,

宜林地面积宽广
,

发展方向应以建设防护林体系为主
,

同时发

展用材林与经济林
。

按照《中国林业区划》 “ 2 〕 ,

本地区可建设 3条防护林体系
,

南部秦岭水源林
、

用材林区
,

东部太行山 (含恒山
、

五台山 )防护林
、

用材林区
,

西北部阴山一贺兰山防护林区
。

秦岭水源林
、

用材林区的首要作用
,

在于保障关中平原灌区国家级商品粮生产基地的建设与发

展
,

t

秦岭北坡
,

峡谷密布
,

河流短急
,

有 72 条峪流入渭河
,

是渭河河水的重要补给源
,

对关中平

原灌溉和城市工业
、

居 民用水起重要作用
。

近 20 年来
,

森林遭受破坏
,

泥石流时有发生
,

严重威

胁关中平原
,

应大力营造 以涵养水源为目的的防护林体系
。

已建立了太白山自然保护区
。

本林区

有可供开发利用的资源
,

如用材林
、

野生植物和果树等
。

在绿色环带中
,

本林区森林资源相对较

丰
,

并有小面积原始森林
,

每年可提供木材 20 一 25 万立方米
。

本林区处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向北

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过渡
,

林特产和野生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

高等植物有 l , 2 03 属
, 4 ,

0 00

多种
,

其中
:
中草药近千种

,

名贵药材有天麻
、

黄连
、

杜仲等
,

淀粉及糖类植物 2 25 种
,

油 脂 植

物 3 05 种
,

芳香植物 34 0种
,

操料植物 1 89 种
,

树脂及树胶植物巧种
。

有些已开发利用
,

有 的 产品

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
,

而多数资源尚待开发利用
。

本林区是本地区的重要果树带
,

果品主要有苹

果
、

板栗
、

核桃
,

柿 子等
,

天水和灵宝的苹果以及临撞柿子闻名遐迩
。

此外
,

本林区的华山
,

是

著名的西岳
,

已成为旅游胜地
,

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

太行山防护林
、

用材林区
,

是汾河谷地灌区与忻同盆地灌区商品粮生产基地的生态屏障
。

明代

以前
,

太行山是
“
林木茂密

, ” “
松林遍布

” ; 五台山的
“
五峰内外

,

七百余里
,

林茂森耸
,

飞鸟不

渡
” ; 恒山的林木

“
大者合抱干霄

,

小者密比如栉 ”
。

由于森林涵养水源
,

因而河流清澈
,

水源

丰沛
,

桑干河为利于航行的益河
。

明代以来
,

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
,

现有林地占总面积 1 1
.

7 %
,

灌木林 占2
.

9 %
,

四旁树占1
.

3 %
,

森林覆盖率为 15
.

9 %
。

山西省已制订出绿化太行山的规划
,

要

求到本世纪末
,

森林覆盖率达到 3 7
.

7 %
,

远景达到 45
.

4 %
。

规划实现后
,

对汾河谷地与忻同盆地

的粮食生产将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

同时
,
建设林区是太行山区人 民致富的道路

,

例如
,

平顺县

西沟村林业收入占总收入的 3 0
.

3 %
,

每人平均 1 7 6
.

4元
;
左权县岭南村利用荒坡种 花 椒

, 1 9 8 4年林

业收入占集体总收入的 6 1
.

5 %
,

每人平均 24 2元
。

本林区可供开发利用的经济树有核桃
、

苹果
、

梨
、

花椒
、

枣等以及珍贵树如山茱英
、

黑棒子等
。

并且本林区煤炭资源丰富
,

需要木材较多
,

结合林

分改造
,

可生产一部分木材和小材小料
。

此外
,

五台山与恒山俱 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
,

是重

要的旅游胜地
。

阴山一贺兰山防护林区分属 《中国林业区划 》 的阴山防护林区与黄河河套农 田防护林区和贺

兰山水源涵养林区
。

贺兰山屹立于腾格里沙漠东侧
,

全为天然林
,

已建立贺兰山 自然保护 区
,

森

林覆盖率为 1 4
.

1 %
,

加上灌木林为 1 6
.

8 %
,

它是银川平原灌区国家级商品粮生产基地防止西部风

沙入侵的绿色屏障 ; 阴山为河套平原 (含土默特平原 ) 灌区省 (区 ) 级商品粮生产基地 的天然屏

障
。

元代以前
,

本区为游牧区
,

清代移民充边
,

对绿色植被破坏严重
,

现在森林覆盖率只 2
.

5 %
。

乌

拉山以东
,

历史上曾有大片森林分布
,

现在还残存一些疏林
,

具有天然更新能力
,

人 工 造林 成

活率高
,

大青山林场营造多种针叶树林
,

取得 良好效果
,

应大力营造水源涵养林 ; 乌 拉山以西的

狼山是荒漠山地
,

造林的难度较大
,

应十分重视保护现有植被
,

选择有利地段
,

营造水源涵养林

与饲料林
。

日月山等地属 《中国林业区划 》 的祁连山水源林区
,

保护现有森林资源是当务之急
,

伺时应对次生林进行抚育改造
,

以提高林分质量
。

建设防护林存在的主要间题是
:

资金短缺
,

经济效益不明显
,

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低
,

森林

资源破坏未能完全制止
。

为加快 防护林建设速度
,

第一
,

要放宽政策
,

调动群众绿化山区的积极

性 ; 第二
,

要广开财路
,

多方筹集资金
,

对现有资金要合理使用 ; 第三
,

大力推广山西省的工程造



林管理办法
,

认真贯彻 《森林法》 ,

以提高造林成活率与保存率
,

扩大林草资源 ; 第四
,

在发挥

防护林生态效益的前提下
,

要千方百计提高防护林的经济效益
,

积极推广生态林业和创汇林业
,

采用立体经营模式营造人工混交林
,

按照本地生产优势
,

针对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
,

发展林地

多种经营
,

大力发展木材加工产品与林产化工产品
;
第五

,

建立完善的林业市场 体 系和价 格 体

系
,

搞活林业商品经济
。

三
、

以治理水土流失为重点的农牧区

本区位于长城沿线的东南
,

渭北
、

陇东早原的西北
,

东邻 吕梁山
,

国土面积约占黄土高原地

区总面积的 30 %
。

本区地形支离破碎
,

沟壑密如蛛网
,

植被稀疏
,

坡度陡峻
,

水土流失严重
。

土壤侵

蚀强度
,

由西 向东逐步递增
,

至晋陕黄河峡谷
,

土壤侵蚀模数每平方公里超过 2 万吨
,

达到剧烈

侵蚀级
。

河 口镇至龙门区间
,

黄河及其支流的流域面积占全河的 15 %
,

而输入黄河泥沙则占全河输

沙量的 57 %
,

是黄河来沙量最大的河段
。

治理本区水土流失的战略
,

应是集中主要力量
,

减少入

黄泥沙数量
。

近中期应以晋陕峡谷两岸的小流域为水土流失治理重点
。

现 以入黄泥 沙 量 为 指

标
,

以河流的流域为单元
,

鱼待治理的河流流域有 10 条
,

晋陕境内各 5 条
,

其中
:

首先是平均每

年入黄泥沙超过 1 亿吨
、

水土流失治理 的重 中之重的河流 2 条
,

即无定河流域 (多年平均每年入

黄泥沙 1
.

6 2 2 9亿吨 ) 和窑野河流域 ( 1
.

3 0 3 6亿吨 ) ; 其次是入黄泥沙 0
.

5一 1
.

0亿吨
、

治理水土流

失的重点流域 2 条
,

即延河流域 ( O
。

5 8 9 5亿吨 ) 和皇甫川流域 ( 0
.

5 9 5 3亿吨 ) ; 再次
,

入黄泥沙

0
.

2一 0
.

5亿吨
。

需要治理水土流失的流域 4条
,

即秃尾河 流 域 ( 0
.

2 9 9 8亿 吨 )
、

三 川 河 流 域

( 0
.

2 7 7 9亿吨 )
、

揪水河流域 ( 0
.

2曲 。亿吨 ) 和听水河流域 ( 0
.

2 3 8 0亿吨 ) ; 最 后
,

入 黄 泥 沙
·

0
.

15 一 0
.

20 亿吨
,

应当治理水土流失的流域 2 条
,

即朱家川流域 (0
.

1 9 6 0亿 吨 ) 和 偏 关 河流域

( 0
.

1 6 4 0亿吨 ) 〔 “ ’ 。

无定河
、

三川河和皇甫川
,

已是国家水土保持重点治理 区
,

并取得初步效果
。

新中国成立 以来
,

我国人民在治理黄河与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

黄

河 已取得近半个世纪的安流
,

举世瞩 目
。 “ 进入八十年代 以来

,

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保持工作取

得突破性进展
,

入黄泥沙平均每年减少 2 亿多吨
,

占黄河多年平均输沙量的要6 %
。 ”

(人民 日报

1 9 8 6年 12 月 16 日报道 )
。

河 口镇至龙门区间的减沙量 占黄河上中游减沙总量 40
.

6 %的
〔 4 ’ ,

一些治
,

理水平高的小流域
,

减沙效益可达 1 / 2
。

这与黄土高原在全新世 中期 自然侵蚀的输沙量 ( 1 0
。

75 亿

吨 )
,

较现代 自然侵蚀与人为侵蚀的输沙总量 ( 22 亿吨 ) 低5 1
.

1 %相近
〔“ 〕 ,

就是说
,

人为活动造成

的加速侵蚀还可经过人为活动使之减弱
。

当前治理水土流失的问题很多
:

首先
,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尚未全面贯彻

,

没有认真执行
,

往

往一家治理
,

众家破坏
,

以致破坏大于治理
。

延安地 区七十年代开荒面积比治理面积大 2 倍
,

黄

河水利委员会对陕晋蒙接壤地区煤田开发区调查
,

预计 1 9 8 5一 2。。0年平均每年将增加入黄泥沙 1

亿多吨 ; 其次
,

水土保持经费不足
,

而且使用不 当
,

投资多未取得预期效果
,

有些地区年年造林

不见林
,

岁岁种草不见草
,

梯田
、

坝地质量低
,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明显
;
再次

,

本区人 口超

过 当地土地承载力 1 一 5 倍
,

甚至高于临界人 口容量 (满足居民生理要求
,

保证人 口正常繁衍的前

提下
,

区域所能容纳负担的人 口 数量 )
。

宁夏南部丘陵区临界人 口 容量为 83 人 / 平方公里
,

而实

有人 口 为 1 12 人
,

多 3 4
.

9 % 〔“ ’ ,

而且人 口素质差
;
陕西志丹县文盲与半文盲占总 人 口的 48

.

8 %
,

既不 利于脱贫致富
,

又不利于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
,

影响水土保持工作开展
。

为了治理水 土流

失重点区
,

必须坚持
:

第一
,

依法治理水土流失
,

制订正确政策
,

调动当地政府与当地居民 (含非农业居 民 ) 治理

水土流失的积极性
。



第二
,

益挂钩
。

增加对黄土高原
,

特别是晋陕峡谷区水土保持投资
,

合理使用资金
,

投资一定要与效

第三
,

进 行
.

以流域为单位的区域治理
,

国家
、

当地政府和农民要上下齐心
,

分工协作
。

属于

国家的土地
、

河流
,

应 由国家及其各级政府投资治理
,

如河流
、

沟壑的大中型骨干工程的修建
,

属于国家的荒山绿化等
; 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

应由农民集体或个人承包治理
,

要动员千家

万户
,

治理千沟万壑
。

当前推行的户包或联包小流域治理是一种好形式
。

当地政府除治理当地属

于国家的土地外
,

还应管理好非农产业在水土流失地 区进行的各项工程
,

指导各项工程作好水土

保持工作
。

第四
,

要严格控制人 口增长
,

多途径提高农民素质
,

促进农村产业转移
,

对陕晋蒙地区煤田

开发
,

要尽量吸收晋陕峡谷两岸农 民
,

不宜从区外大量调入劳动力
。

本 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

不仅水土流失严重
,

而月
.

气候干旱
,

自然灾害濒繁
。

在历史上本区

为农牧区
:

在秦汉时期
, “ 天水

、

陇西
、

北地 (今甘肃环县东南 )
、

上郡 (今陕西北部 ) 与关中

同 俗
,

然而西有羌中之利
,

北有戎狄之畜
,

畜牧为天下饶
”

( 《史记
·

货殖列传 》 ) ; 在隋至中唐

时期
, “

陇西
、

天水
、

金城 (今兰州 )
、

安定 (今 固原 )
、

北地
、

上郡
,

于右为六郡之地
,

其人

勤于稼秸
,

多畜牧
” (隋书

·

地理志》 )
。

为使本 区生态环境根本改善
,

应治理严重 的 水 土 流

失
,

发扬农牧业结合的优 良传统
。

本 区发展方 向应 以农牧结合为宜
。

四
、

以治理风沙危害为重点的牧业区

本区位于黄土高原地区西北
,

包括库布齐沙漠与毛乌素沙摸全部以及与腾格里沙漠
、

乌兰布

和沙漠交接地带
,

约占黄土高原地区总面积的 1 / 5
。

本区气候干旱少雨
: ,

风多风大
,

植被稀疏矮小
,

甚至寸草不生
。

沙丘
、

沙垄连绵不断
,

东移南迁
,

严重威胁黄河安全与危害当地 农业生产
。

民谣

有
“
黄沙滚滚漫无边

,

风起沙 飞遮住天
,

禾苗出土风吹走子十年九旱秋不忆
”
黄河 干流在这里

绕沙漠环行
,

经过沙漠区域的黄河千流长度约 占上游河段 (托克托 以上河段
,

下同 ) 的 1 / 5
,

而此

段 由风成沙输入河 中的沙量 占上游总沙量的 1 / 3 ,

而且还是黄河一级支流无定河
、

秃尾河上游的主

要沙源
。

治理本区的战略应是
“
围点打援

” ,

逼进中心
。

在本区的四周边缘地带
,

是人与沙的交

锋面
,

是人进沙退
,

还是沙进人退
,

人与沙进行着有你无我
、

有我无你的生死搏斗
。

同时这里人
民在治沙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

取得良好成效
,

并且开发较早
,

经济比较发达
,

治理沙澳有一

定经济基础
。

故治沙重点选在沙区四周边缘地带
。 “

打援
”
就是要制止区外沙漠

,

如腾格里沙摸

与乌兰布和沙漠
,

向本区侵袭
。

在边缘治理取得成效后
,

逐渐 向中心进展
。

按照上述战略
,

本 区

需建设 3 条治沙带
,

西部治沙带
、

东南治沙带与北部治沙带
。

西部治沙带由中卫至瞪 口
,

是治沙的重点 区
,

治理 目标是制止区外风沙入侵
,

保 护 黄 河 河

道
,

保护银川灌区
。

本段入黄沙量占风成沙入黄总沙量 4 / 5 〔 ’ 〕 ,

有些地段沙丘已进入黄河河道
,

严重威胁黄河河道安全与银川灌区的农业 生产
,

必须因害设防
,

加快人工治理步伐
。

建立 以乔灌

草相结合的防沙林带
,

同时进行封沙育草
,

保护天然植被
。

东南治沙带位于长城沿线
,

在公元 40 7一 42 8年
,

匈奴族的赫连夏曾在这里修建统万城
。

该城

位于红柳河北岸 ., 当时曾是 ,’l 阳
J一

泽而带清流
” ,

曾几何时
, “

堆沙及城谍
”
均

“
深埋在沙中

” 。

统万城 的兴衰
,

可 以作为沙进人退的实例
,

就是人为破坏草原
,

以致就地起沙
,

因而形成
“
人造

沙漠
” 。

建国以来
,

榆林地区在沙区建起防风固沙林体系
,

使 67 万多公顷流沙基本 固定
,

出现了

“ 人进沙退
” 的新局面

。

可见
,

在这里是沙进人退还是人进沙退
,

斗争十分急烈
。

为 了 治 理 流

抄
,

宜 以沙 区中的河谷 阶地或滩地为中心
,

营造防护林和片林
,

分隔流沙
。

在沙丘表面栽植固沙



植物
,

现残存天然植被要进行保护
,

并严禁在草原与固定沙丘地垦荒与樵柴
。

在本区进行大面积开

垦
,

要持十分慎重态度
。

本区畜牧业有较好的基础
,

畜产品是重要外贸产品
,

应大力发展畜牧业
。

北部治沙带位于库布齐沙漠北部
,

邻近河套平原与土默特平原
。

本带治沙的任务在于保卫土默

特平原与河套平原
。

要保护自然植被
,

合理 利用草场
,

封育沙化弃耕 地
,

严 禁 破 坏 和 开 垦 草

原
。

本区沙漠的形成
,

是 自然 因素与人为活动的产物
。

在大多数条件下
,

人们破坏植被和过度开

垦是沙漠形成的重要原因
。

为了治理沙漠
,

必须从调动当地政府和人民治沙的积极性入手
。

在治

理措施上
,

要保护现有植被
,

防止继续破坏 , 要大力营造防风固沙林带
,

封沙育草 ; 要合理利用

草场
,

建设好现有绿洲 ; 要禁止工矿建设对植被破坏
,

扩大人造沙漠面积
。

结语
。

本文所提
“

两环
”
和

“

两区
” ,

立足于发展黄土高原地 区农业生产
,

同时考虑到自然条件与

经济发展
,

综合开发与区域治理
。

论证
“

两环
”

和
“

两 区
”
的分异与联系

,

目的是为国家治理开发黄土

高原地区制订方针政策
,

进行建设投资提供科学依据
。

如能大力发展两环
,

整治两 区
,

可望金色

环带
,

五谷丰登 ; 可望绿色环带
,

草茂林丰
; 可望人进令沙退

,

沙地成绿洲
,

最终实现
“
黄河流

碧水
,

赤地变青山
” 。

本文系 《黄土 高原综合治理》 考察研 究结 果的一部分
。

尚有 《农林壮业的 综合发展和合理布

局》 专题组的其他 同志参加 考察
、

讨论和提供部分资料
,

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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