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 卷第 2 期
1 9 9 4 年 4 月

水土保持通报
B u lle t in o f 50 1】a n d W

a t e r C o n se vr a t io n

V
o l

.

1 4 N o
.

2

A P r 二 1 9 9 4

加速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开发的重大举措

对山 西省拍卖
“
四 荒

”

的调查

杨才敏 高文毓

( 山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

离石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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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山西省的拍卖
“
四荒

”

始于 1 9 8 3年
,

1 9 9 2 年以来形成高潮
,

至 1 9 9 3 年 5 月底已拍卖 15 0 余

万亩
。

拍卖
“
四荒

” ,

是对 以户包小流域治理为主的水土保持责任制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

是水土流失区非耕地土地使用制度的重大改革
,
是小流域经济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基础

;
是丘

陵山区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
.
是推进山区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举措

。

拍卖
“

四荒
”

的主要程序是
:

广泛宣传
、

深入发动
,

建立 组织
、

加强领导
,

统一规划
、

界定范围
,

合理估算
、

确定卖价
,

张榜公

布
,

竞争夺标
,

鉴定合同
、

依法管理
。

拍卖
“
四荒

”

的好处及特点是
:

真正 实现 了所有权与使用权

相分离
,

便于 自我约束
,

自主经营
,

加快水土流失区的开发治理速度
,

有利于科学的高标准治理

开发
,

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

为脱贫致富
,

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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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3 年
,

柳林县龙门垣乡中垣村农民李马才
,

以 1 7 50 元的价格
,

一次性购买了本村总面积为

1 6 0 亩的 3 条小流域
。

从此
,

拉开了山西省公开拍卖
“
四荒

”

的序幕
。

1 9 8 4 年
,

岚县合会乡阳坡村的

大同矿务局工人张李保
,

自愿退职回到生养他的黄土高坡老家
,

先后拿出 1 8 00 元
,

购买了总面积

为 20 3亩的 3 条荒沟
,

吹响了国家职工主动购买
“
四荒

”
进行治理开发的号角

。

至 1 9 91 年底前
,

虽然

各地都出现了拍卖
“
四荒

”
(也有的叫有偿承包治理小流域 )

,

但毕竟是星星点点
,

没有形成大的气候

和规模
。

自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公开发表
,

及在全国第 5 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以后
,

各地认真总结

推广该项治山治水的新型成功经验
,

拍卖
“
四荒

”

在山西全省得到迅速发展
。

据不完全统计
,

至 1 9 9 3

年 5 月底
,

全省拍卖
“
四荒

”
达 1 50 余万亩

。

拍卖
“
四荒

”

的发源地— 吕梁地区
,

全区已有 2
.

3 万户

农民
、

60 家机关团体
,

购买
“
四荒

” 1 05 万亩
,

村级组织收回拍卖资金 28 0 余万元
。

临汾地区拍卖
“
四

荒
”

1 4
.

1万亩
。

吉县 4 01 2 户农民
、

34 个县乡机关的企事业单位
,

购买
“
四荒

” 6
.

7 万亩
,

占全县
“

四

荒
”
总面积 38

.

4 % ; 拍卖金额达 3 2 7
.

2 万元
,

现已收回 41 万元
。

临县 曲峪乡
,

为加速 以红枣基地建

设为中心的小流域治理开发
,

自 1 9 8 8 年以来
,

把全乡范围内的支毛沟推向市场
,

公开拍卖
。

至 1 9 9 2

年底
,

全乡 39 个村的 3 0 42 户农民
,

有 2 5 00 多户购买
“
四荒

”

达 3
.

2 万亩
,

占到全乡
“
四荒

”
面积的

9 1
.

7 %
。

拍卖
“
四荒

”

的创举
,

震动了吕梁山区
。

如今
,

农民群众和机关团体单位
,

踊跃购买
“
四荒

”
的

积极性方兴未艾
。

一
、

对拍卖
“
四荒

”
的认识

1 98 1 年 5 月
,

晋西黄土高原河曲县旧 县乡小五村的农 民苗混瞒
,

率先把农村实行的承包经营

责任制
,

引入到水土保持工作中
,

创造了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的好经验
。

如果把 10 多年前的户包小

流域治理称为生产责任制下开创的水土保持治管体制新路子
,

那么今天的拍卖
“
四荒

” ,

就是在市场

经济体制下
,

开 创的水土保持治管体制新途径
。

1 9 9 2年 9 月《经济日报 》报道拍卖
“
四荒

”
这条新闻

时发人深思地写道
: “

在全国及黄土高原地区苦苦思索
,

如何实现治山治水
,

治穷致富尚未理出一条

最佳思路时
,

山西省吕梁地区找到了坦途
:

大胆拍卖
`

四荒
,

实现产权归劳动者
,

把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洪流引入山沟沟… …
”

(一 )拍卖
“
四荒

” ,

是对以户包小流域治理为主的水土保持贵任制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户包小流域治理
,

相对于吃大锅饭时水土保持工作
,

实现了治山治水者责权利的统一
,

解决了治管

用相脱节的矛盾
,

确实有无 比的优越性
。

但是
,

由于承包本身是无偿的
,

部分承包者认为这 白捡来的
“

东西
”
不要白不要

,

搞好了自得利
,

搞不好也没本可赔
; 为数不少的承包者在思想上更有一种恐惧

观念
,

自己没花钱得到的
“
东西

” ,

生怕有朝一 日被收归集体或调整给别人
。

这种
“

无所谓
”
和怕变心

理的存在
,

加之各地发生的侵犯小流域承包户合法权益行为与土地调整纠纷
,

导致包而不治
、

治而

不 力
、

经济效益不显著的情况普遍存在
。

而拍卖
“
四荒

”

举措
,

相当于某农 民进城 自己掏腰包买来了

生产工具或 日常用品
,

使用起来心安理得
,

不怕别人眼红哄抢
,

因此被许多人称之谓
“
花钱买放心

” 。

这洋一来
,

更有利于农 民在购买的
“
四荒

”
地

,

放心的治理
,

大胆的开发
,

并取得 比无偿承包治理更高

的经济效益
。

(二 )拍卖
“
四荒

” ,

是水土流失区非耕地土地使用制度的重大改革
,

也是小流域经济全面进人市

场经济的基础 在我国耕地 日益减少的严峻形势下
,

迫于人 口不断增长的压力
,

对生活资料
、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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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及生存环境的挑战
,

越来越多的人们把开发的战略眼光瞄向非耕地的
“
四荒

”

或水域
,

使蕴藏着

巨大经济潜力而长期无人问津的
“

四荒
”
突然身价百倍

,

非耕地的 自然商品属性得到体现
。

通过拍

卖
,

把待开发的小流域经济全面推向社会
、

推向市场
,

相当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又 一次土地革命
。

为

此
,

有人评价说
:

拍卖
“

四荒
”

从土地经济理论到实践有很大突破
,

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

属共产党领

导 下的第三次土地革命
。

拍卖
“
四荒

”

的最大优点在于有助于
“
流通经济热

”

降温
, “
开发经济热

”

增

温
,

对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集中连片贫困落后地区来讲
,

给予 了综合整治国土
、

改善生态环境恶化
、

加速 区域经济发展
、

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光明前景
。

(三 ) 拍卖
“
四荒

” ,

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举
,

不属走资本主义道路之措 如何正 确认识拍卖
“
四荒

”
姓

“
社

”
姓

“

资
”

的问题
,

全国政协副主席
、

原水利部部长
、

著名的水利专家钱正英同志讲得极

为精辟
。

她说
:

有人问我
,

吕梁地区拍卖
`

四荒
’

姓
`

社
’

还是姓
`

资 ? ’
我肯定地说

,

姓
`

社
’

不姓
`

资
’ 。

因

为这 是在社会 主义条件 下
,

把国家投 以 巨 资多年 治不 了
、

治不好 的荒 山转让 给社会 主义 劳动

者… …
。

笔者认为
,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的不同
,

前者实行的是公有制
,

后

者实行的是私有制
。

拍卖
“
四荒

” ,

仅只是拍卖了非耕地土地在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
,

而其所有权仍

是公有的
。

弄清这个概念
,

姓
“
社

”

姓
“

资
”

不言 自明
。

再者
,

在土地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
,

正确运用价

值规律
.

这个经济杠杆 (
“
四荒

”

拍卖本身就是价值规律的具体运用 )
,

推动山 区资源的综合开发
,

加速

山区生产力的发展
,

对社会主义的山区经济建设是十分有利的
。

而价值规律属于经济规律范畴
,

适

用于不同社会制度
,

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

还有
,

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

值被资本家无偿所占有
,

而农民或社会团体购买
“
四荒

”
后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属于劳动者本身

.

并没

有被拍卖者剥削去
。

因此
,

从土地所有制
、

价值规律
、

剩余价值三方面看
,

拍卖
“
四荒

”
只会姓

“

社
”
不

会姓
“

资
” 。

( 四 )拍卖
“
四荒

” ,

是丘陵山区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
,

是推进山区生产力发展的重大举措 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

是相互制约
、

相互适应
、

相互依存的相关关系
。

生产力的发展必定促进生产关

系的变革
,

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必定制约生产力的发展
。

简单地说
,

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

而

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
。

在水土保持这项山区大业上
,

长期以来在大锅饭体制下
,

集体治理经

营的生产关 系
.

在 80 年代初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洪流冲击下得到变革
,

产生了适合于治理开发

的新型生产关系— 户包小流域治理
。

10 年的实践证明
,

这项变革虽然具有一定局限
,

但仍不失为

是成功之举
。

而在 90 年代市场经济体制下
,

总结完善户包治理实践
,

创造的拍卖
“
四荒

”
这种新型的

水土保持生产关 系
,

正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
、

发展生产力
、

振兴山区经济的又一重大变革
。

近两年来

大范围拍卖
“

四荒
”
加快治理开发的实践证明

,

其变革是成功之举
。

二
、

拍卖
“
四荒

”

的基本方法与程序

总结归纳离石
、

方山
、

岚县
、

吉县
、

闻喜等地拍卖
“
四 荒

”

实践经验
,

其基本方法与程序主要为六

大步骤
:

(一 )广泛宣传
,

深人发动 利用广播
、

喇叭
、

板报
、

田间地头座谈等多种方式
,

对广大农 民和社

会团体大 力宣 传拍卖
“
四荒

”

的重大意义
,

以及外地的拍卖经验
,

使欲购买者在思想上对此有足够的

认识
,

并形成初步的计划打算
。

紧接着根据各家各户的经济
、

劳力
、

技术素质等实际情况
,

选定试点

示范户
,

村干部 袭自登门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
,

以便带好头
,

打好有把握之仗
。

(二 )成立组织
,

加强领导 在广泛宣传
、

深入 发动群众的基础上
,

由村委会
、

党支部
、

村 合作组

织
、

群众代表和 省地县乡四级包村干部
,

共同组成拍卖
“
四荒

”

领导小组
,

下设规划
、

估价
、

竞标
、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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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体办事机构
,

分头进行各项具体工作
。

(三 )统一规划
,

界定范围 按照当地中长期农林牧总体发展规划
,

遵照先易后难
、

先优后劣
、

优

化开发的原则
,

以小沟小岔较完整集水区为单元
,

统一规划
,

界定拍卖范围
,

划分拍卖单元
。

( 四 )合理估算
,

确定卖价 将划分好的所有拍卖单元
,

按照离村远近
、

土地质量高低
、

立地条件

好坏
、

水电路三通难易及区域大小等条件分等定级
,

合理估价
,

确定拍卖的最低标底
。

(五 )张榜公布
,

竞争夺标 拍卖单元与标底经群众大会讨论通过后张榜公布
。

自愿参加竞争购

买者在投标前向拍卖办事机构交付一定数量的押金
,

最后 以投标最高者为中标
。

中标者要在规定期

限内一次或分期交清中标数额款项
。

拍卖款实行专帐管理
,

作为村级水土保持开发基金
,

遵照取之

于民用之于 民的原则
,

合理使用
。

(六 )鉴定合同
,

依法管理 拍卖成交后
,

买卖双方要立即签定合同
,

写清四至范围
、

采取治理措

施
、

治理开发期限
、

违约和处罚条款等
。

签名盖章
,

一式三份
,

由司法部门公证后由县人民政府颁发
“
四荒

”
治理开发使用证

。

三
、

拍卖
“
四荒

”

的好处与特点

拍卖
“
四荒

” ,

形成了一种责任性强
、

权利明确
、

利益直接的水土保持治管新机制
,

使丘陵山区 以

开发治理小流域为中心的农业基本建设步入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
。

其主要好处与特点是
:

(一 )拍卖
“
四荒

” ,

真正实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相分离
,

便于自主经营
,

自我约束
,

放心大胆投

人
,

加快治理开发速度 据调查
,

闻喜县从 1 9 9 2 年秋季以来
,

共拍卖
“

四荒
” 3 75 处

,

计 4
.

7 万亩
。

在

半年左右的时间内
,

已初步治理开发 2
.

5万亩
,

占拍卖面积 53
.

2 % ;该县后宫乡前偏桥村赵双双
.

1 9 9 2 年秋购买荒坡 33 0 亩
。

去秋至今春
,

投资万余元
,

栽植苹果
、

花椒
、

红枣等干鲜果树 2 00 亩
,

半

年间初步治理开发面积达到 60
.

6 %
。

(二 ) 花钱买放心
,

便于购买
“
四荒

”

者科学地高标准治理开发
,

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据调查
.

柳

林县李马才
,

全家 5 口 人
,

2个劳力
。

自 1 9 8 3 年购买 3 条沟以来一门心思扑在治理开发上
。

他全部

用人工将每条沟从上到下整修成高标准台田
,

沟坡修筑反坡窄条梯 田
,

除立地条件差的地段栽植刺

槐
、

杨树外
,

其余全部栽植果树
,

埂边用黄花菜镶边
,

大搞立体开发
,

林果菜间作
.

种植和养殖相结 合

经营
。

1 0 年来
,

累计投工 8 0 0 0 余个
,

拍卖当年就收入 1 0 7 5 元
,

1 9 8 4 年收入 4 5 0 5 元
,

1 9 8 6 年收入

9 30 。元
,

自 1 9 8 8 年以来年收入超万元
,

成为全 省有名的小流域治理开发典型户
,

多次受到 省
、

地
、

县的表彰奖励
。

(三 )以营林为主大搞
“
四荒

”

开发
,

注重提高中长期经济效益
,

为脱贫致富奔小康奠定了可靠基

础 多年的实践证明
,

水土流失严重的贫困山区
,

靠耕地只能解决温饱而难 以达到小康
,

靠开矿办

厂虽然能尽快脱贫致富
,

但只能是部分人才能办到
,

唯有以林为主
,

搞
“

四荒
”
开发才是广大 山区农

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可靠保证
。

吉县兰家河乡农 民高春枝
,

前几年靠养羊发了财
。

1 9 9 2 年 4 月
.

以

1
.

8万元的标价购买了
“

四荒
” 150 亩

。

一年多来
,

累计投资 2
.

5 万元
,

雇工 17 人
,

大搞造林和整修梯

条田
。

至 1 9 9 3 年春
,

共栽植油松
、

刺愧 1
.

1 万株
,

苹果和杏 3 9 00 株
,

间作经济作物 100 亩
。

他不仅

基本治理完毕
,

而且还打了窑
,

修通了路
,

建起了蓄水池
。

初步建成了
“

林上取钱
,

林下收粮
,

立体利

用
,

综合开发
”

的优质高效开发示范区
。

(四 )在开放性 自主经营
,

直接利益吸引驱动下
,

众多的
“
公家人

”

和社会团体 自愿购买
“
四荒

”

搞

开发
,

使水土保持这项社会性大事业由
“

官
”
办变为民办

,

由长期以来水保部门一家办变为社会办

据调查
,

吕梁地区现已有 60 家机关团体
,

吉县有 34 个县乡机关单位购买了
“
四 荒

” ; 交 口县 5 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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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机关购买
“
四荒

” 1
.

3 万亩
,

仅县区划办公室独家就购买了 7 0 00 亩
; 岚县粮食局花 4 万元购买 了

上 明乡金家洼村一条面积达 3 00 亩的小流域
,

接着又投资 1
.

2 万元
,

仅一个秋季就机修梯 田 1 50

亩
,

并在流域内建起了饲料坊和畜牧场
,

还栽植了经济林 1 00 亩
,

现初步治理面积达 25 0 亩
,

占购买

面积 83
.

3 % ;
永和县畜牧局青年干部吴勤

,

1 9 8 8 年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
。

1 9 9 2 年 1 月
,

他利用家 中

的修车积蓄
,

投资 3 万元购买了坡头乡范家峪村的 96 0 亩
“
四荒

” 。

又投资 3 万元购买了一辆三轮

车
,

20 头牛和一些生产资料
,

用自己的所学专长指导全家治理开发
,

现已栽植新疆杨 3 6 00 株
,

杏树

3 0 0 株
,

育苗 8 亩
,

修路 kZ m
。

还准备引水上山
,

发展灌溉
。

(五 )专业化商品生产的发育
,

拓宽了社会化服务渠道
,

有利于实用科技的推广普及 购买
“
四

荒
”

搞开发
,

商品的专业化生产程度高
,

对实肘技术
、

科技信息
、

市场动态
、

优质苗种等的需求量不断

增大
,

可推动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快速形成
。

目前有不少专家
、

教授和科技人员
,

被
“
四荒

”

购买者聘请

为生产技术顾问
,

有助于把科技成果尽快变成生产力
,

同时提高了广大山区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

(六 ) 公开平等竞争机制的引人
,

避免了无偿承包小流域治理过程中出现 的拉关系
、

走后门现

象
,

可充分体现
“
四荒

”

的潜在价值及其使用价值
。

四
、

拍卖
“
四荒

”
应认真研究解决好的一些问题

拍卖
“
四荒

” ,

是水土流失区继户包小流域治理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
。

各地实践证 明
,

它是加速

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开发的一种好办法
。

从山西省的拍卖情况看
,

已经过试点开路
、

普及推广两大阶

段
,

进入稳步发展时期
。

为使这项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举措持之以恒地健康发展下去
,

必

须认真研究解决好以下问题
:

(一 )政策导向问题 拍卖
“

四 荒
”

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新工作
,

涉及到土地利用
、

治理开发经

营
、

水土保持法规的贯彻执行
、

个人与社会团体投资积极性的调动
,

以及税收减免
、

劳动积 累工的投

入等多个方面
。

因此
,

各地在进行这项工作时
,

必须按照本地的实际
,

制定相适应的基本政策
。

中共

吕梁地委
、

吕梁地区行政公署
,

1 9 9 2 年 8 月 15 日下发了《关于拍卖荒山
、

荒坡
、

荒沟
、

荒滩使用权
,

加速小流域治理的意见 (实施草案 ) 》
,

对拍卖
“
四荒

”
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

各地制定政策时要掌握

三大原则
,

即
:

绝对优惠原则
、

明确实用原则
、

全面细致原则
。

(二 )多种治理开发组织形式并存问题 宣传推广
“

四荒
”

拍卖
,

并不否定水土保持责任制的其

它形式
,

应尊重农民群众的心愿
,

防止一刀切
、

一阵风
、

一点论
。

对 已经发了小流域治理开发使用证

和林权证的承包户
,

治理开发搞得较好
,

而且 目前仍有一定积极性的
,

不再拍卖
,

仍由原承包户继续

承包治理经营
,

维持原定合同或协议不变
。

此类承包户若愿
“

花钱买放心
” ,

也可补办拍卖手续
。

对

长期包而不治的承包户
,

要果断解除承包 合同
,

另外拍卖或承包
。

各地仍应完善执行政府机构已经

出台的有关政策条文
,

允许承包制
、

租赁制
、

股份制和拍卖制等多种小流域治理组织形式并存
。

(三 )激励扶持问题 鉴于
“
四荒

”

开发是一项投资回收周期较长的山区基本建设事业
,

具有生

态效益
、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三重特征
,

加之购买对象多是在温饱线上徘徊挣扎的农民
,

经济确

实困难
,

给予适当的激励扶持是必要的
。

对治理开发搞得好的
,

除精神奖励外
,

还应以 以物代助
、

以

息代助
、

以奖代助等方式给予适当经济扶持
。

对治理开发积极性高
,

干出了显著成绩的家庭特殊困

难者
,

应实行定额补助或重奖
。

对购买
“

四荒
”

的机关团体或公家人
,

除沟道骨干坝工程
、

治河造地工

程等大型投资项 目外
,

一般不应给予经济扶持
。

扶持资金可在水土保持专项经 费中列支
。

(四 )监督管理问题 具体的监督管理工作
,

由地方政府水土保持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

监督管理

的主要内容以所签合同中的限期治理 目标为准
。

若发现经营
“

四荒
”

者违犯 《水土保持法 》及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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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行为
,

应根据法规条文和认识态度
,

给予适当处罚
。

屡教不改者
,

可解除合同另行拍卖
,

并且

不退还拍卖金
,

对已取得的治理成果不给予经济补偿
。

监督管理人员在进行工作过程中
,

要以政策

法规为准绳
,

严格执法
,

不询私情
。

(五 )配套服务问题 丘陵 山区县乡两级水土保持主管部门及其相关部门
,

应把为
“

四荒
”
购买

者的配套系列服务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
,

定员包干包片
,

常抓不懈
。

在治理开发过程中
,

提供实用技

术
、

种苗信息
、

市场动态
、

产品推销
、

政策疑难解答
、

侵犯权益处理等配套系列服务
,

真正为治理开发
“
四荒

”

者排忧解难
。

重要科技文献资料汇编

《水土保持摘要汇编 》征订启事

为了便于广大水土保持战线的专家
、

科技人员
、

大专院校师生和文献工作者等查找有关水土保

持资料
,

促进水土保持学科和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
,

我部决定出版《水土保持摘要汇编 ))( 以下简称

《汇编 》 )
。

《汇编 》汇集了《水土保持学报 》
、

《水土保持通报 》和 《中国科学院
、

水利部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集 刊 ))( 学报级刊物
,

现改为 《水土保持研究 》公开发行 ) 这三种期刊 自创刊 以来 1 30 多期刊物近

2 。。 0 篇论文的中英文摘要
,

拟以简明
、

准确的文摘形式反映出我国近代各个时期水土保持学科和

水土保持事业的历史发展概况
。

本 《汇 编 》根 据 中 华 人 民共 和 国 国家 标 准 G B 3 4 6 8一 8 3 《检 索 期 刊编 辑 总 则 》编 排
.

按 照

G B 3 9 7 3一 8 3(( 检索期刊条 目著录规则 》著录
,

并结 合三刊实际分 《通报 》类 (第一册 )和 (( 学报 》类 (第

二册 )两册分别编排
,

下设
: 1

.

水土流失规律研究
; 2

.

水土保持措施及其效益评价
; 3

.

水土流失预 防

监督
、

监测预报及远景分析
; 4

.

水土保持规划和治理方针
; 5

.

国外成果报导及边缘学科应用等栏 目

归类编码排序
,

并将做核心作者统计
,

同时报导其简历
。

《汇编 》是我国期刊界 目前最为系统
、

全面的水土保持文献资料
,

诚为广大水保战线工作者所必

需
,

欢迎各界热心水土保持事业的同仁们及时与本编辑部联系订阅
,

本部愿为读者提供有关的咨询

和复制等服务
。

本 《汇编 》预计于 19 9 4 年内完成出版
,

预订价格
:

每分册 2 0 元
,

共计 40 元 ( 人民币 )
,

欲购读者

需先汇交预订金
,

以便我部按计划印刷供应
。

联系地址
:

陕西省咸阳市杨陵区中国赞学堕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期刊室
水 利 都

邮政编码
:

联 系 人
:

7 1 2 1 0 0

王 修

电话
: 0 9 1 0一 7 1 2 4 1 2 转 3 1 0 2

刘 英

电报挂号
: 3 9 3 2

中国科学院

水 利 部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期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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