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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县发展石坎桑生态经济效益显著

王 军 张永全 石昌林

(陕西省白河县政府
·

白河县
·

7 25 00 0 )

提 要

白河县是全国重点贫困县之一
。

该县坚持 20 年修田造地不间断
,

累计修石坎 水 平 梯 地

17
.

6 8万亩
,

农业人均 0
.

93 亩
,

群众温饱问题 已基本解决
。

笔者在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
,

根 据

白河县的自然条件及社经现状
,

明确指出
:

该县大力发展以坎边栽桑为主的
“
石坎经济

”

是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要途径
。

关健词
: 石 坎桑 “ 石 坎经 济 ” 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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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县地处汉江中上游
,
大巴山北麓

,
全县 总 面积 1 4 50 k m

“ ,
辖 5个 区

、

l 个 镇
、

30 个

乡
,
总人 口 20

.

46 万人
,
其中农业人 口 19 万人

,
人口密度 为 1 41 人 / k m

“ ,

超 过 全国 114 人 / k m
“

的平均数
。

境内地形地貌以低山为主的河谷阶地和低中山地
,
是一个 山岳 迭 嶂

,
沟蚀 强烈

,
地

表破碎
,
多峡谷绝壁

,
基岩裸露的土石山区早作农业县

。

地面平均坡度为 28
。 ,

海拔 1 70 一 1 901

收稿 日期 . 1 9 9 2一 0 5一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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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相对高差 1 7 31 m 夕

森林覆盖率为 38
.

6% ,
水土流失面积 1 1 2 8k m

“ 。

全县土地资源的特点
,

一是土地总面积小
,

人均占有量少
。

全县土地总面积 21 7
.

5万亩
,
人均 10

.

63 亩 , 二 是荒 山 林 地

面积大
,
宜农耕地少

。

全县有荒山 31
.

3万亩
,
人均 1

.

53 亩
,
林业用地14 1

.

9万 亩
,
人 均 6

·

9 4亩
。

两项共 173
.

2万亩
,
占土地总面积的 79

.

63 %
。

现有耕地 29
.

64 万亩
,
农 业 人 均 1

.

56 亩
,
其 中 25

。

以下宜农耕地 27
.

8万亩
,
农业人均 1

.

46 亩
;
三是坡陡土薄石头多

。

粗骨性土壤 达 200
.

8万 亩
,

占

总面积 的93
.

25 %
。

土层厚度小于 30 c m 的有 97
.

27 万亩
,

占总面积的 44
.

7 2% , 四是耕 地 分 布 零

散
。

全县耕地被切割成 25 万块
,

96
.

2 %的耕地分布在山坡上
,
地高水 低

,

只 能 走 旱 作 农 业 道

路
。

为 了解决吃饭问题
夕
不得不把有限的土地全部或大部用于种植粮食作物

。

发展多种经营必然

受到土地的限制而无法付诸实施
,
从而使农业生产的内部结构趋于单一

。

而 由于土地条件差
,
加

之 自然灾害频繁
,
粮食生产往往也无法保障

,
致使温饱问题不能解决

。

因而
,

解决发展粮食生产

和多种经营的矛盾就十分突出
。

矛盾 的焦点是土地问题
。

一
、

石坎桑可以解决林粮争地的矛盾

桑树生育的适宜范围是北纬20
“

一 45
“ 夕

海拔 1 0 00 m 以下
夕

土壤 p H值 4
.

5一 8
.

5之 间
。

白 河

县地处北纬 3 2
“

3 4 `
一 3 2

0

5 5
/

之间
,

海拔 1 0 0 0 m 以下的低山区和河谷区 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8 0 %
,

土壤 p H值在 5
.

3~ 8
.

2之 间
夕

处在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性气候带
, 属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 区

。

光热资源丰富
,
年平均 日照时数 1 850

.

5 h , 日照百分率为 42 %
。

太 阳总辐射量 108
.

41 X 4 186
.

8

J / ( C m
Z ·

a )
, 生理辐射为 5 4

·

“ 2 x 4 1 8 6
·

S J / ( c m
Z ’

a ) ,
接近长辉中下游地区 的 5 5 ` 4 1 8 6

·

S J /

c( m
Z ·

a)
,

居安康 地区之首
。

热量充足
,

年均气温 12
.

2一 16
.

5 ℃ ,

无霜期 234 一 26 1天
,

年均降雨量

7 9 3
.

5 m m
,

年均自然植被蒸发量 6 87
.

6 m m ,
湿润指数 1

.

17 , 雨热同季
, 可满足植物生长发育的

需要
。

土壤条件
、

光能热量
、

降雨量等均可满足桑树生长发育的需要
。

每年 5 一 10 月的温
、

湿条

件能满足家蚕 良性生长发育
。

一年中
,

春
、

夏
、

秋三季可进行 4 一 5 次养蚕
。

这样
,
粮桑生长的

时间差
,

解决了相 互争地的空间矛盾
。

可以说
,

秦巴 山区是陕西省发展蚕桑生产 的最佳地区
。

白河县发展蚕桑生产的条件在安康地

区最优越
。

要同时解决温饱和致富问题
,

走发展
“ 吃粮靠中间

,

用钱靠两边
” 的 “ 石坎经济

” 之

路是最有前途的
。

二
、

石坎桑生态效益明显
,

促进粮油增产

频繁发生 自然灾害是贫困山区贫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

白河县就是一个多种气候灾害频繁交

替发生
,

尤以早
、

涝
、

洪灾严重 的县
。 “

木灾十年九
,

小灾年年有
” 。

翻开 《白河县志 》 ,
到处

可见
“
大灾

” 、 “ 民饥
” 的字眼

。

从 19 5 9年以来
夕 白河县几乎年年出现旱灾

, 同时夏季多出现暴

雨
,
使旱涝灾害交替发生

。

据县气象站记载
,
在 19 6 2一 1 9 8 0年的 19 年中

,
共出现干早

、

连阴雨
、

暴雨等主要气候灾害 128 次
,

平均每年 6
.

7次
,

其中干旱 占60
.

9% , 连阴雨 占2 1
.

1%
,

暴雨 占18 %
。

1 9 7 5年 8 月 7 日至 9 日 ,
三天暴雨成灾

,

洪水百年不遇
,
冲毁农田 4

.

6万亩
,

损失粮 食 7 00 万 k g
,

倒塌房屋 3 0 4 6间
,
死亡 1 6 6人

,

伤 6 3人
,

冲走耕牛 6 1头
,

猪 4一。头
,

山羊 2 9 0只
,

水毁公路 5 0 7 k m
。

由于 自然条件所致
,
一是土地少

、

质量差
,
粮食生产不稳定

;
二是毁林开荒

, 导致水土流失更加

严重
。

据陕西师范大学杨启超等人的调查表明
,
秦巴 山区坡度在 3

。

一 10
“

的耕地每年每亩流 失 土

壤 4 t
,

损失土层 0
.

s i e m
,

1 1
“

一 2 5
。

的耕地流失土壤 13
.

3 t
,

相当于 1
.

6 9 e m 厚的 土 层
, 2 5

。

~ 3 5
“

每年每亩流失土壤 2 0 t
夕

相当于 2
.

55 c m厚的土层
,

35
。

以上每年每亩流失土壤33
.

3t
, 相 当于 4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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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厚 的土层
。

土壤中的营养物质随水大量流失
夕
耕地耕种 3 一 5 年后

,
即变成疥薄的 土 地 ,

失

去持续耕种的价值
,
不 得不毁林另开耕地

。

弃耕的土地经过 10 余年恢复之后将再次被开成农田
。

在反复开 垦 的过程中
,

土层逐渐变薄
,

土地资源从而受到毁灭性破坏
, 重复演化 的 规 律 是

:

森 林

开垦
_ _ _ ,。 m 弃耕

_ 。
_

。 砒开垦
_

* m 弃耕
_

、 _

、
。 、 开垦

_

*
。 , _ 、 I。

二 _
一
卜 ,

一

、
:

、 二乙二里吕 , 农 田 z旦塑 ~ 草
一

草灌些鑫 、 农 田艺竺卫互~ 草
一

草灌巡

一
农田

一
裸石
一

纂岩
。

由于

生态平衡严重破 坏
,

夏季多暴雨
,

即使修成了石坎梯地
,

若不综合治理开发
,

暴雨冲刷后
,
垮坎

流失水土的现象也 比较严重
。

由于土 层 逐 渐 变薄
,

土壤中粗骨质增加
, 土壤肥 力 低 下 ,

蓄 水

能力下降
,
严重制约粮食生产

。

石坎桑可 以起到大量人力
、

物力也难 以起到的护埂作用
,

直接保

护石坎和耕地
。

同时 , 可 以涵养水源
,
增强抗御旱涝灾害能力

,
生态效益显著

,

提高 了粮食生产

水平
。

蚕粪还 可肥 田
,
养一张蚕可积干蚕 粪 65 k g

,

相当于 15 一 20 k g 尿素
, 全县养蚕 6 万张

,
每

年可少购化肥 1 O0 0 t 以上
。

用蚕粪液 浸 种
、

浸 根
、

根外施肥
,
每亩可增产粮食 15 k g 左右

。

白河县近两年大抓了蚕桑生产
。

19 8 9年至 1 9 9 0年两年石坎栽桑共 6 14 万 株
,
折合 面积 1

.

65 万

亩
,
养蚕数虽和产茧量大幅度上升

,
粮油生产也连年获得大丰收

。

1 9 9 0年粮食 总 产 66 8 10 七
、

油

料总产 2 0 0 5
.

5七
,

分别比上年增长 7
.

0 8%和 7 1
.

2 6 %
。

1 9 9 1年粮油总产分别达 6 8 0 8 1七和 2 o 9 1
.

5 t
,

分别 比历史上最好年份 的 1 9 9 0年增长 l
。

9 %和 4
.

3 %
。

19 9 0~ 1 9 9 1年全县粮桑生产变化见表 1
。

表 1 1 9 9 0~ 1 9 9 1年全县粮桑生产情况

年 份

(年 )

粮食面积

( 亩 )

粮食亩产

( k g )

粮食总产

( 七)

油米卜总产

( t )

桑园面积

(亩 )

养 蚕 { 产茧员

( 。长) } (七)

199 0

19 9 1

4 2

4 9
。

2

13 6

1 3 7

6 6 8 10

6 8 0 8 1

2 0 0 5
。

5 1
。

9 9

2 0 9 1
。

5 2
。

7 7

6 5 1
{

7 7

0 6 1 110

堆长幅度 ( % ) } 18
·

62 0
。

7 4 4
。

3 2 9
;

6 5 3
.

2 4 2
.

8

从表 工可 以看出
,

石坎桑的发展并没有影响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址
。

相反 ,
蚕桑生产和粮食

生产起到了相互促进 的作用
。

三
、

石坎桑能有效改变农业结构
,

发展潜力大

农业 的单一经营
,

是长期以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及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
。

白河县是一个典型

的农业县
,
自古以来

,
种植业 占绝对地位

。

因此
,

发展农业生产
,
从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

, 必须

从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入手
,
把广大农 民从单纯经营粮食生产的禁锢 中解放出来

,

大力 发展多种经

营
。

白河县各时期农业产值结构见表 2
。

从表 2 看出
,

白河县农林牧副渔五业产值构成正向合理方向发展
,

但种植业在农业产值中的

比重仍然很大
。

林业产值所 占比例在逐步提高
,
但还不到总产值的 l / 6

。

80 年代土地利用结 构 和

劳力投放结构见表 3
。

从表 3 可见
,

种植业用地仅占农业用地的 18
.

4 %
,

却投入了 60
.

8% 的劳力
;
林

’

业 用 地 高达

66
.

8 %
,

只投入了 3
.

7% 的劳力
。

林业用地的投劳比例远远 低 于种植业
。

调 整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
,
关键是要选好突破 口

。

白河县在发展多种经营
,
向生产的深度和

广度进军 中
,

把着眼点和着力点放在发展 以石坎桑为主的
“
石坎经济

”
上是切合 白河县实际情况的

。

全县现有劳动力 7
.

6万名
,
有29

.

5万亩耕地
,
劳均面积 3

.

88 亩
,
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
这 是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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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白河县各时期农业产值结构

年 代
年均农业总产值

(万元 )

种 植 业

(% )

林业

(% )

牧业

(% )

副业

(% )

渔亚

(% )

,上Ò

9曰nUǎU

…
9

。

99

8
。

95

6
。

9 6

14
。

49

14
。

35

17
。

9 7

注ōOU9úO口

:
6 0年代

7 0年代

8 0年代

19 9 1年

9 9 9

2 0

77
。

58

08 8
。

0 7

3 6 8 7
。

8 9

13 54 3
。

5

7 0
。

16/

5 7
。

9 1

4 5
。

3

1 2
。

6 3

l 6

15
。

1

2 0
。

6 6

…
,ù l
r几.` .........tr

表 3 8 0年代土地利用结构和劳力投放结构

其一

…项 目

农 业

(元 ) 种 植 业
(元 )

林 业
(元 )

副 业
(元 ) (元 )

用

…
面积 `“ ,

地
}

`% ,

1 2 2 0 6 7 3 90 0 4 7 3 13 0 56

1 8
。

4 1 4
。

8

投

}
数量`个 ,

劳 } (% )

2 7 10 0

6 0
。

8

4 18 56 4

6 6
。

8

1 6 00 8 4 00

18
。

7

50 0

16
。

8

一八曰

六”ù一nUnUnù一月̀n”
. .工ù1上

基本条件
。

白河县文化教育和交通比较落后
,
在现有农村劳力中

,
有相当一部分是文 盲 或 半 文

盲
。

据第 4 次人口 普查统计
,
全县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有 7

.

9万人
,
其中 12 周岁 以上 6

.

9万人
,

占

全县人口 的34 %
。

在交通上
,

虽然水路
、

公路
、

铁路皆通
,

现有公路 36 条
,

通往各区
、

乡 (镇 )
,

全程 5 8 1
.

6 k m
,

公路密度 0
.

4 k m / k m
Z ,
其中省道 2 条 1 0 3k m ,

县道 2 条 13 0 k m ,
乡 道 1 0 条

99
.

5k m ,
村道及专用线 22 条 2 49

.

I k m
,

但交通条件仍适应不 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
。

现有

公路通村 15 2个
, 通村率 占49

.

5%
,

通组率更低
,

加之农户居住分散
,

远离公路
、

田地作业 道 路不

畅
, 生产物资及产品运输靠肩挑背驮

,
劳动强度大

。

白河县乡村人 口 的文化结构和交通状况决定

了在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必须选择技术较简单

、

便于实施
、

产品价格相对高的项 目
。

发展以石坎

桑为主的
“
绿色企业

” ,

兴办
“
无烟工厂

”
是农村致富的必然选择

。

在白河 县 的 桑
、

倍
、

栗
、

桐
、

草
、

果六大多种经营骨干项 目中
,

蚕桑生产投资少
,

成本低
, 周期短

,
见效快

,

商品率高
,

产品销路好
,

效益高
,
抗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强

, 适宜家庭经营
,

覆盖面广泛
, 属 于 劳 动 密集型

的
、

典型的
“
短

、

平
、

快
” 生产项 目

,

能够充分利用家庭女劳和其他辅助劳力
,
充分消化农村剩

余闲散劳动力
,
容易被群众接受

。

目前
,

白河县已有 g7 个村 300 多个村民小组办起了 以 石坎桑为

主的 “ 绿色企业
” ,

既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找到了途径
, 又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

。

白河县

大坪乡黑水村 198 2年春自育苗
、

栽石坎桑 30 万株
,

当年养蚕 77 张
,

产 茧 2 170 k g ,
收 入 2

.

2 万

元
。

兴桑养蚕是一个历史悠久并且很有发展前途的项 目
。

蚕茧除了是纺织业 的重要原料外
,

还能

开发出很多副产品
。

目前
,

一些科研机构和单位已研制开发 了一系列蚕桑副产品
,

主要有
:

从蚕砂

中提取叶绿素铜钠盐
,

制成肝血宝片 ; 从蚕蛹中提取复合氨基酸制成高级营养补品要素膳
;
从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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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蛹中诱导分离出一系列抗菌物质
,
能杀灭数十种人畜

、

昆虫及作物的病原细菌
,
杀伤肺癌细胞

株及鼻咽癌细胞株 ; 从蚕蛹中提取
“
蚕蛹酪素

”
用于制造高级铜板纸和皮革揩光浆 ; 用蚕蛹培养

的蛹虫草是理想的温性缓补剂
,
市场货源奇缺

,
国际售价昂贵

,
有

“
植物黄金

” 的美称
。

此外
,

还开发了桑堪食用天然色素原汁糖浆
、

果酱
、

桑堪膏
、

桑堪果丹皮
、

桑桩罐头
、

桑堪酒等多种系

列产品
。

近年来
,
人们对化纤需求量减少

,
对天然纤维需求增长迅速

,
蚕桑市 场 不 会 变坏

。

目

前
, 日本

、

南朝鲜等国蚕茧产量急剧下降
。

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
,
由于倾斜发展乡镇企业

,
使

蚕茧产量大幅度下降
,
造成市场上原料茧紧缺

。

兴桑养蚕出现由东南沿海向西部贫困地区转移的

趋势
。

安康地区已成为蚕茧的主产区
,
蚕桑生产服务体系

、

科技推广队伍和丝绸加工工业等方面

的建设 已配套成龙
, 原料茧已不能满足本区加工业的需求

。

这一切都说明
,

蚕桑生产产 品众多
,

市场稳定
,
前景广阔

,
并且是一劳多益的项 目

。

白河县大坪乡黑水村
、

茅坪乡鱼儿村吴显均就是通过发展石坎桑致富的典型
。

大坪乡黑水村

17 5户
, 7 5 0人

,
有耕地 1 1 40 亩

,
全村地处海拔 600 m 以上 的深山沟中

,
自然条件很差

,
过去一直

是远近有名的穷村
。

1 9 82年
,

该村选择兴桑养蚕作为脱贫致富的突破 口
, 9年间把全村所有石坎

都栽植了桑树
。

1 9 9 1年全村养蚕 4 76 张
夕
产茧 12 3 7 6 k g ,

仅此一项收入 12
.

4万元
,

户均 7 08 元
、

人均 16 5元
。

该村第 10 村民小组共 11 户 43 人
,

人均只有 1
.

2亩农 田
,
现有坎边桑 3万多株

,
户均 2 8 00

株
,

全组户户栽桑
、

家家养蚕
。

1 99 1年全组养蚕76 张
,
人均 1

.

77 张
,

人均纯收入 526
.

47 元
,

加上销售

桑苗人均收入 1 8 2元
,
兴桑养蚕一项人均收入 7 08

.

4 7元
。

组长胡昌录
,
全家 5 口人

,
养蚕 12 张

,

产

茧 3 60 k g ,
出售桑苗 3 万株

,
总收入 5 020 元

,
人均蚕桑收入 1 25 5元

。

茅坪乡鱼儿村党支部书记

吴显均
,
全家 5 口人

,
承包耕地 7

.

5亩
。

他在石坎边上作文章
,
实行桑 田一体化

,
并年年迈 出新

步伐
。

1 988年
,
吴显均坎边栽桑 4 0 00 多株

,
投资 2 000 多元建蚕室

,
当年养蚕 14 张

,
产 茧 350 多

k g , I玫入 3 5 0 0元
,
人均 7 0 0元

。

1 99 0年养蚕 1 5张
,
产茧 3 7 5 k g ,

收入 3 7 5 0元
,
销售桑苗收入 9 0 0

元
,
兴桑养蚕总收入 4 650 元

。

坎边桑护坎保土防风保水
,
使粮食获得大丰收

。

1 99 0年粮食 总 产

2 2 5 o k g
,

亩产 300 k g ,
人均 4 5 0k g ,

全家粮桑收入合计 6 9 2 0元
,
人均 1 38 4元

。
1 9 9 1年仅 养 蚕

一项人均收入达 1 060 元
,

成为全县
“
石坎桑

、

奔小康
” 的带头人

,
被安康地区 行 政 公 署 树 为

,’’ 养蚕标兵
” 。

人们总结吴显均致富之路时说
: “

坎边栽桑
,

中间种粮
,
庄稼上肥

,
桑树沽光

,

护土保肥
,
粮丰有望

,
庄稼游了草

,
桑树荒不倒

,

吃粮靠中间
,

用钱靠两边
,

往下看 良田
,
往上看

桑园 , 一亩地中半亩园
” 。

四
、

合理规划
,

科学栽植
,

大力发展石坎桑

白河县兴桑养蚕虽年代久远
,
但一直是零零星星

,

小打小闹
,

没有规模和基地
。

解放后也曾几

经徘徊
。

1 9 4 9年全县产茧量 I t
,
到 1 9 6 2年却下跌到 0

.

0 5 t
。

后又慢慢回升
。

1 9 8 3年全县林业资源

调查统计表明
,
全县有石坎桑 24 4万株

,
折合面积 4 880 亩

,
此后 5 年又止步不前

。

1 9 89年又起步

发展并开始建设基地
,
使石坎水平梯地坎边栽桑发展较快

。

在多种经营项 目中
, “ 主攻蚕桑

,
发

展 (肚 ) 倍
、

(板 ) 栗
,
巩固 (油 ) 桐

、

(龙须 ) 草
” 已成为全县千部群众的一致认识

。

全县连

续两年栽坎边桑 6 14 万株
,
到 1 9 9 1年春全县累计保存石坎桑 806 万株

,

累计桑园面 积 2
.

25 万 亩
。

1 9 9 1年 自育和调 进桑苗 7 0 1万株
,

已全部栽植到坎边
,

总长达 7 0 0 0 k m
。

1 9 90年产 茧 7 7七 , 1 99 1

年产茧 n o t ,
发展速度大大快于全地 区

,
见表 4

。

白河县发展蚕菜生产的指导思想是
:
立足当前

,
着眼长远 ; 扩大规模

,
加 速 发 展

,
常

.

抓不

懈
,

突出重点 ; 主攻坎边
,

利用荒山 , 规范栽植
,
提高单产

。

为使这条富民之路持续向前
,
还需

要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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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白河县与安康地区蚕桑发展比较

年量 91茧 ) t19产(
区 县 名

190 9年
产茧量
( 七 )

比 19 9 4年

增长 %

比 190 9年

增长 %

年量 9 4茧 ) t19产(

自 河 县

安康地区 20 7
.

6

7 7

} 5 19 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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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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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加强领导 发展
“ 石坎桑

”
是县委

、

县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奔小康 的 一 项 战略措施
。

县
、

区
、

乡党政主要领导亲 自抓规划制定
,

抓规定落实
,
抓劳力组织

,
抓规范栽 植

,
抓 检 查 验

收
,

抓奖惩兑现
。

县委
、

县政府将蚕桑生产列入各级领导任期目标和当年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
。

县
、

区
、

乡领导分别在每人 5 000 亩
、

1 000 亩和 500 亩的绿化点上重点抓好蚕桑生产
。

县 林特局

和区
、

乡林特干部在总面积 3 万亩的绿化点中重点抓好蚕桑生产
。

目前已配备 14 名区
、

乡林特乖卜

技 干部和31 个乡 (镇 ) 的 31 名林特员
。

在此基础上
,
各区林业站配备 2 至 3 名蚕桑技术干部

,

在

基地乡建立蚕桑技术服务指导 站
, 配齐 1 00 个村的季节性蚕桑技术员

。

同时
,

进一步充实县 蚕 桑

站 的技术力鱿
,
建设技术指导

、

生产服务一体化的服务中心
。

(二 ) 合理规划 根据白河县的地理分布
、 、

资源潜力和生产现状
,

按照高起点
、

大规模
、

高

效益的标准
, 以适当集中

、
’

合理布局为原则
,
在规划上以海拔 g 00 m以下为重点

, 以红 石 河
、

白

石河
、

冷水河 3条流域为中心
,
抓好大坪

、

中厂
、

西沟
、

凉水
、

茅坪
、

桃园
、

大双
、

川河
、

松树
、

小双
、

仓上
、

西营
、

裴家等 13 个基地乡的 100 个重点村
。

以现有的黑水
、 ·

兴隆
、

同心
、

鱼 儿 4 个

兴桑养蚕示范村辐 射和带动千家万户
,

巩固发展栽桑 10 万株 以上的蚕桑大村
,

在大村中 落 实 1 00 沙

个户均栽桑 2 0 00 株 以上的蚕桑大户
。

在全县形成 3 个蚕桑开发区
,
真正掀起一个变石坎水 平 梯

地为
“
金碗碗

” 和 “
钱串串

” 的热潮
。

白河县现有石坎水平梯地 1 7
.

68 万亩
,

石坎总长度为 3
.

2万 k m
,

按石坎总长的8仓%规划栽桑
,

石坎栽桑总长为 2
.

5万 k m
。

同时 ,
在 全县 31 万亩荒山荒坡中修建一部分石坎桑带和密植桑园

。

从
199 2年起

,
每年育桑苗 1 5 00 亩

, 良桑出圃 1 000 万株并保质保量栽植到石坎边上
。

到 珍95 年
,

累计桑园面积达到 10 万亩
,
产茧 1 0 0 0七,

蚕茧收入可达 1 000 万元
,

农 民可获 纯利 25 3
.

5万元
,

可

为国家换取外汇 2 3 3
.

7万美元
,
从而在白河县展现出石坎子

、

桑带子
、

粮屯子
、

钱串子 的 良性农
.

业生态系统
。

同时
,

加强桑树科学管理和抚育
,

改造老劣桑
,
把全县桑园建成优质高产桑园

,

提

高科学养蚕水平
,
到本世纪末

,
养蚕 3 万张

,
产茧 1 5 0 0七,

实现产值 1 50 0万元
。

项 目规划 分 两
.

个阶段实施
:

勺又五
”
期间重点进行新桑园建设 和老劣桑改造

; “
九五

”
期间重 点巩 固 桑园面

积
,
挖掘资源潜力

,
扩大养蚕规模效益

, 同时抓好三项建设
:

蚕室
、

蚕具基础设 施 建 设 ; 基地

乡
、

重点村和养蚕大户的建设 ; 服务体系的建设
。

以专业大户为依托
,
逐步走区域化

、

专业化的

路子
,
形成地方优势

。

(三 ) 实行科技承包 组织承包集团
,

县长任 团长
,

分管副县长
、

林特局局长任副团长
,

有关部

门负责人和科 技人员参加
,

对项 目实行全面承包
,
实行项目目标管理责任制

。

各区
、

乡相应成立

承包集团和承包小组
,

明确承包总团
、

分团和小组的职责任务
、

质量标准
、

时间 要 求
、

奖 惩 措

施
。

各区
、

乡将责任分解落实到每个干部头上
。

县几大家包区
, 区包乡

,
乡包村

,
村包组

, 组包
.

户
,
并将任务完成情况与工资挂钩

。

同时 ,
搞好技术培训

,
普及和提高科学 养 蚕 技 术

。

1 9 9 5年
.

前
, 利用县农业广播学校这个阵地

,
分系统培训蚕桑技术人员 10 0名

, 以村利用农 民文化技术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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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养蚕大户进行重点培训
,
对蚕农进行实用技术培训

。

林特局抽调全部林业技术人 员 深入 基
层

,
开展技术服务

。

对参加技术指导 的业务干部
,
实行按小班包乡

、

包村的办法
,
林特局与其签

订技术承包责任书
,
将完成任务情况作为本人考核业务技能和职称评定晋升的依据

。

(四 ) 制定和完善政策 主要是保护和发展桑树资源 的政策 ; 资金
、

物资扶持政策 , 严格执
行国家茧价政策

,
并实行保护价收购

,
利润返还 , 鼓励科技人员进行技术承包的政策

。

哪炸 、 , ` 熟哪炸、哪卿 、州炸
、
哪尽、

神
, 炸、 , ` 卜对 , 嘴挤

、

, 妇 、甲炸
、
, ` 卜喇 , 喇卿

`
昭尽

、
叼必卜甲炸

、

尹
甲尽

、

沪
嘟尽

、
, 娜、 洲 , 喇户哪炸

、

矽 , 喇 , 心炸 、吧炸
、
哪炸

.

甲 , , , 喇 , 哪炸、 , 乒
、

喇 , . , 咐 , 创阶创 ,

(上接第11 页 )

盖沙黄土赤状丘陵亚区措施配置
:
农 田布局按照川

、

台
、

沟
、

滩顺序
,
封沟打 坝

,
引 洪漫

地
,
淤滩造田

,
提高农田防洪标准

。

利用荒坡
、

荒滩
、

沟岔
、

沟滩
、

营造放牧林
、

薪炭林
、

经济
林 , 沟缘

、

沟头
、

沟坡
、

田边
、

路旁
、

营造防护林
。

片沙黄土梁状丘陵亚区措施配置
:
该区地势缓平

, 以梁为主
,
梁坡地面积大

,
局部 授 盖

·

片

沙
,
人工植被较好

。

沟炯塌地片沙区
,
采取人工造林或飞播种草固沙

,
大梁塌地修建人造小平原 , 引水上山

,

发
展小片水地

,
人工种草更新荒地

,
支毛沟兴修淤地坝

, 主沟道布设骨千拦泥坝
,
前期蓄水

,
发展

:

沟台水浇地
。

梁赤黄土丘陵亚区措施配置
:
在沟头

、

沟坡
、

沟底布设三道防线区 , ( l ) 沟头设置生物圃

埂防护带 , ( 2 ) 沟坡种植牧草
,
防止冲刷 , ( 3 ) 沟底修造谷坊

、

坝捻
,
巩固侵蚀基点

,
防治

沟蚀
,
有条件的地方建造小水库

,
解决人畜饮水

,
发展小型水利

。

黄河沿岸区
,
发展红枣经济林及护岸

、

防冲林
。

峪炸、 哈炸 甲尽、 甲 , 甲 , 澎炸、 沼尽 嗯 ` 叭吧娜 , 咐 , 吧尽 、侧 , 哪炸
、 尺术。 艰民咪 , 阅乏, 、 心尽 , 乒

、
峪灼、哪挤

、
昭弥、 矽 , , 咬卜尽 , 哪弥、 甲 , , 炸

、
昭炸

、
褚妇

、

, 灼
、
甲尽

、

喇 , 州 , 喇 , , 尽
、

明灼喇 , 艰 , 喇 , 咐 ,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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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铺等 5 条小流域逐步推行
。

改低产茶园为多条密植丰产茶园 2 00 0亩
,
改间作绿肥护坎保 土老

茶园复壮面积 6 0 00 亩
,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经过 3 年的改造

,
每年取得直 接 经

济效益 2 40 万元
,
初步控制茶园水土流失面积 6

.

34 k m “ ,
每年 减 少 茶 园 泥 沙 流 失 量 24 808 ~

30 8 9 6 t
,
减少氮肥流失 1 200 k g ,

减少清淤投劳 10 0 00 个工 日 ,
每年可节约资金 3 万 元

。

加之

减少沙压农 田粮食增产
,
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加显著

。

四
、

结 语

通过对坡地茶园实施多条密植更新改造和间作绿肥护坎保土措施
,
取得 了显著的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这一试验研究成果的推广及应用
,
对改善豫南山区乃至大别山区的茶园经

营管理和加速茶叶生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同时也提高了茶叶生产技术

,
增长 了知识

, 调动了

科学种茶
、

管茶
、

采茶的积极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