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土丘陵地区种草种树

应坚持三个为主
,

抓好三个关键

山 仑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胡耀邦同志去年视察青海
、

甘肃
、

陕西时指出
: “

种草种树
, 发展牧业

,

改造山河
,

治穷致

富
,

这是改变干旱
、

半干早地区面貌的根本大计
” 。

去年 8 月在延安召开的旱地 农 业 工 作会议

上
,

他在强调实现中国北方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第一位的工作 是种草种树这一观点的同时
,

提出
:

一个地方种什么草
,

种什么树
,

以及怎样种法
,

都需要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
,

过细研究
,

具体落

实
。

现根据近年在陕北和固原实际工作中的体会
,

就黄土丘陵地区如何贯彻落实胡耀邦同志关于

种草种树的重要指示
,

提出以下认识和建议
:

一
、

种草种树要坚持三个为主
,

即草地建设为主

人工种草为主
,

退耕地种草为主

黄土丘陵地区属于半干早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

在综合治理中种草种树有三方面的任务
:
荒山

绿化
;
天然草场改 良多 农 田退耕还牧

。

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
,

但应在全面规划部署的前提下
,

把

草作为战略重点来抓
。

强调当前应集中抓好种草这一环节
,

主要有以下几个理 由
:

1
、

从建设 目标考虑
。

据在固原县等地的综合考察
,

本地区的建设 目标是
:

建成牧业基地
,

实

现粮食基本 自给
,

发展林业
,

有效地保持水土 , 即牧业是商品性的
,

粮食是 自给性的
,

林业是保护

性的
。

要建成以养羊业为主的牧业基地
,

必须以相应规模的饲草基地为基础
。

另外
,

从本地区当

前实际出发
,

草不仅是发展畜牧业的基础
,

而且是改 良土壤
、

增加肥源的重要手段
,

是解决燃料

不足的补充办法
,

也是恢复植被
、

防治水土流失的必经步骤
。
因此从全局看

,
草是本地区农林牧

三者之间的纽带
,

为三者全面发展提供可靠保证 , 从种草入手
,
能把诸方面的矛盾统一起来

,

把

农田增产和发展林牧业结合起来
,

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

是一个能行得通的突破口
。

2
、

从自然特点考虑
。

本地区所处自然地带属半干早典型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带
,

发展草地和牧业

符合这里的自然特点
。

牧业在本地的适应性比农作物和林木都强
。

据固原县综合考察资料
,

在气候

影响下
,

农作物生产稳定率为 “ %
,

牧业为 82 %
。

在干早山区
,

栽植的树木虽可成活
,

但生长速

率很低
,

形不成有效的生产力
,

难以成林
,

而轮封的天然草场和人工种植的牧草多数年份都能正

常生长
,

首楷
、

沙打旺等年产量可达 2 , 0 0 0一 2 , 5 00 斤
。

灌木的适应能力优于乔木
,

但初期生长极

为缓慢
,

在一些地方试种结果
,

柠条生长第二年形不成生产力
,

第三年每亩也仅能收到几十斤干

柴
。

而二年生草木择可收到 60 0 斤左右的干柴
,

从解决燃料角度看
,

多种草木择 也 是 很 有意义

的
。

3
、

从思想认识和组组顿导上 ,
,

发屁种草至今仍是农林牧业生产中 . 为薄翩的一个环节
,

缺

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和切实的实施计划
,

技术指导力 t 也十分薄肠
。

一些群众和干部思想上很不重

视种草
,

不愿在种草上下功夫
。

因此
,

抓住当前有利时机集中抓一下草地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



本地区草地建设应有四个部份组成
:

一是天然草场; 二是部分天然草场改造为人工或半人工

草场 , 三是永久人工草地
, 四是草粮轮作地

。

我们主张
,

重点应放在人工草地建设上
。

首先
、

各

地调查表明
,

黄土丘陵地区人工草地的产草量一般高出天然草地的 1 0倍左右
,

大力发展人工草地

可加速畜牧业的发展 , 其次
、

目前本地区天然草场由于滥牧 退 化 严重
。

如固原县有天然草场 36 0

万亩
,

现 已超载 1 0万绵羊单位以上
,

90 %的草场已不同程度退化
,

畜草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
。

解决这一矛盾不外通过两个办法
:

减少现有羊只和发展 人工草地
,

而后者是更 为积 极 可行的办

法 ;
第三

、

扩大人工草地也是兴牧促农
,

培肥土壤
,

发展粮食生产的需要
。

国内外成功经验都 已证

明
,

要逐步提高半干旱地区的农业生产
,

必须通过发展人工草地
,

建立农牧业结合的农作制度来

实现
。

人少地多的澳大利亚是这样做的
,

人多地少的日本也是这样做的
。

澳大利亚 1 9 8 2年农作物

播种面积 1 9
.

6百万公顷
,

牧草种植面积 2 6。 9百万公顷
,

后者高出前者约 40 %
,

其主要小麦
、

畜牧

业地区的南澳和西澳
,

几乎完全依靠人工草地 (一年生首稽和三叶草 ) 经营养羊业
。

日本北海道

的根gII
、

纲走和十胜地 区
,

人工草地面积占农田的一半左右
,

部分农田推进了以草为主的粮草轮

作
。

我国甘肃定西 申家山的经验是
,

乔
、

灌
、

草三者同时种
,

草的效益最先显示
。

他们认为
,

在

干早山区
,

没有30 % 以上的人工草地面积
,

役有粮食单产达到 1 50 斤 以上的水平
,

群众温 饱 问题

难以解决
,

牧业基地也是不易建立的
。

接下来的间题是
,

人工草地在哪里建 ? 主要利用荒山荒坡还是利用现耕地 ? 这是存在不 同意

见的
。

我们认为
,

应以现农田的退耕地种草为主
。

主张主要应利用荒山荒坡种草的理由是
:
黄土

丘陵地区耕地一般只 占到总土地面积的 1 / 3 ,

其余 2 / 3荒 山荒坡完全可 以充分用于种草种树
。

黄土

丘陵地 区的实际情况是
:
除少数地方外

,

开垦指数均已超过总土地面积的 50 %
,

耕地占 1 / 3是 在

册统计数字
,

我们主张退耕种草的地主要是指这一部分土地
。

另外也包括在部分耕地上实行草粮

轮作
。

利用退耕地种草和利用部分耕地实行草粮轮作
,

由于土地条件较好
,

较易获得成功
,

而且

有助于防止水土流失和改变广种薄收的习惯
,

促进农牧业的紧密结合
。

利用耕地大面积种草是一件很复杂的事
,

必须通过改革现行的农作制度来实现 (由单一的粮

食生产农作制改为农牧结合的农作制 )
,

是一次农作制度上的革命
。

二
、

实行农作制度的改革要解决好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
、

使草正式进人轮作制度之中
,

使之在农田上 占有稼定的地位
。

在现农田 (包括退耕和

在耕地 ) 上有计划地发展种草
,

首先是土地合理利用
、

农林牧综合发展的需要
。

当前本地 区生态

失去平衡
,

主要是滥垦
、

滥牧的结果
,

矛盾的焦点在现有农田上
,

不退耕一部分农田种草还牧
,

土地合理利用的要求难以实现
。

其次
,

将草纳入正式轮作之中
,

也是建立稳固的人工饲草基地
、

提高土壤肥力和粮食增产的需要
。

建国以来
,

本地区草地面积几经起落
,

一直得不到较大发展
,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种草缺乏明确的目的性和没有稳固的
“
根据地

” 。

这是大量种草必须要解决的

首要间题
。

第二
、

在退耕种草的过渡时期
,

要做到有效地提离单位面积的产 t
,

保证总产不降低
,

使改

革与提高单产并行
。

过去一些地方片面强调退耕
,

以为退耕后把己有劳力和肥料集中使用
,

粮食

产量就会自然而然地增加
,

这是不切合本地实际的
。

必须极积采取措施使退耕和提高单产协调一

致
,

制定一个统一的实施方案
,

包括为提高产量而必须输入的物质能量和技术装备
。

我们在固原等地 的试验已经证明
,

提高目前旱地产量一倍的主要限制因素是肥而不是水
,

因

此
,

千方百计地开辟肥源
、

搞好土壤培肥和提高施肥效果
,

是当前本地区粮食增产的关键
。

第三
、

对草地实行有效管理和综合利用
。

种草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发展畜牧业和改土培肥
。

过



去一些地方发展人工种草带有一定的育目性 (如为了完成下达任务或仅为了收籽卖钱等 )
,

综合

利用的不好
,

影响了草的进一步发展
。

今后随着人工种草的大量发展
,

必然在管理和利用上带来

一些新问题
,

从现在起就应当注意解决
,

如人工草地放牧
,
半舍饲制度建立

,

干草贮存以及畜产

品加工
、

外销等问题
。

总之要建立起一个 以人工饲草为主的畜牧业生产体系
,

对草加以有效综合

利用
。

三
、

几点建议

现就解决好上述改革中的三个关键问题提出一些具体建议
:

1
、

扩大夏类和多年生豆科牧草的种植面积
。

近年来
,

整个黄土丘陵地区豆类种植面积普遍

下降
。

如固原县的豆类作物面积
,

从历史上占粮田面积的 12 % 下降到 7 %
。

我们主张逐步扩大到

20 %
,

大家表示赞成
,

困难还在于扩大种草
。

根据本地区情况
,

提出以下几种扩大种草方式
,

使

草在农田上占有明确地位
:

一是永久人工苹地
。

在离居民点较远的退耕地上种植首蓓
、
沙打旺 , 红豆草等多年生牧草

,

到衰退后再翻耕
,

种两年粮食
,

而后再种草
,

二是草粮长期轮作
。

在一部分退耕地上成片带状种植粮和草
,

各生长 4 一 5 年而后交替 ,

三是根草短期轮作
。

在一部分缓坡地上
,

利用草木棵或一年生首蓓与粮食作物轮作
,

以粮为

主 ;

四是 夏季短期绿肥
。

在雨量 50 0毫米以上较平坦的耕地上
,

麦收后播种箭舌豌豆等短期绿肥
,

秋季翻压
,

第二年种植秋作物
,

五是根豆轮作
。

在肥力较高的基本农田上实行粮豆轮作
,

在一部分雨量 35 0毫米 以下的 坡 耕

地上
,

也可采取粮豆轮作或粮食一休闲的办法
.

2
、

在过渡时期补充化肥提高单产
。

在农作制改革过程中
,

如何尽快提高单产 以保证顺利过

渡
,

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间题
。

已有技术措施 (如平整土地
、

水土保持耕作法
、

改 良品种等 ) 的

推行具有一定效果
,

但要尽快摆脱目前低产状态
,

不补充投入较大能量是不可能的
。

投资
,

这已

是国家对这一地区的一项既定政策
,

现在的问题是
,

投多少? 如何投 ? 过去投资效果不甚理想
,

与以下两个间题有关
:

一是投资方向不尽合理
。

如固原县 1 9 6 3一 1 9 8 0年期间
,

农业总投资 4
, 4 09 万元

,

其中水 利投

资为 3
,

2 80 万元 (另有水利基建费 3 ,
0 00 万元未计 )

,

占74
.

3%
,

农业机械投资 8 82 万元 占 20 %
。

两项共占9 4
.

3%
,

而林牧业
、

智力等投资为数很少
。

其他地方情况类似
。

二是国家对本地区的投资中
, ’

相 当一部分是救济性的
,

未起到促进生产建设的极积作用
。

如

近年国家平均每年向固原县调进约 3 ,

00 。万斤粮食
,

作为救济分发下去
,

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

国家是否可把对本地区粮食
、

煤炭
、

化肥和性畜的供应
,

作为一项对经济建设的积极投资加

以利用
。

就化肥说
,

作为一种生产资料
,

一方面能起到当年增产作用
,

同时也是加速耕作制度改

革的重要手段
。

群众经验和科学研究都已证明
,

旱地施用化肥 (秋季深施和作为种肥 ) 是一项可

靠的增产措施
。

如在固原县的试验结果
,

秋季每亩深施 1斤尿素可增产粮食 5斤 以上
,

作为种肥施

用也有明显增产效果
,

已开始大面积推广
。
在研究了固原以及陕北

、

晋西等地的经验后
,

我们认

为
,

增施化肥迅速提高单产
,

通过以无机换有机来培肥土壤
,

是改变黄土丘陵山区低产面貌的一

条突破性措施
,

应有计划地加以推行
。

在干旱低产地区
,

适当增施化肥是可 以做到的
。

目前全国每亩耕地平均化肥用量 已 达 83 斤

(有效成分为 18 斤 )
,

高产地区超过 10 0斤
,

有的已超过 2 00 斤
;
但低产地区投入量很 少

,

如固



原
,

每亩不足 3斤
。

据有关资料
,

目前
,

平川高产地区继续增施化肥二三十斤 已无明显增产肥效
,

而低产区耕地大多处于
“ 饥饿

” 状态
,

投入适量化肥增产效果显著
。

因此
,

应将有限数量的化肥

适当调整投放布局
,

增加对干旱低产地区的投入
。

陕西米脂县
, 1 9 8 2年平均每亩耕地施用标准氮

肥 4 1斤
,

较 1 9 7 2年增加 T 6 倍
, 2 9 5 2年亩产达到 2 7 9斤

,

较 1 9 7 1年前平均亩产 7 0斤增加近 4 倍
,

化肥起了重要作用
。

固原县上黄大队 1 9 8 3年退耕 1 , 4 00 亩的条件下
,

单产和总产均超过历史最高水

平
,

除本年度雨水条件较好外
,

增施了化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

该大队 1 , 6 00 亩丰产 田每亩施用化

肥 15 斤
,

平均亩产达到 25 4斤
,

较多年平均亩产水平 1 00 斤左右提高了 2 倍多
。

3
、

加强人工草地建设的组织领导和科学研究
。

加速人工草地建设
,

首先要解决好思想认识

和组织领导 间题
,

要象抓粮食那样抓人工草地建设
,

把农牧业生产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
。

由

于人工草地建设速度和能否巩固
,

取决于农作制度的改革
,

因而增加其复杂性
。

除了农业部门有

责任做好这项工作外
,

各级政府都应把这件事作为一件改革的大事来抓
,

才能收到实效
。

通过宣传和示范
,

改变人们轻视草地的习惯
。

一些畜牧业发达的国家对于草的栽培管理重于

粮食
,

在播种
、

施肥
、

收割
、

贮存
、

病虫防治 以及利用等方面
,

都有一套完整的技术措施
。

我们

在推行大规模种草的同时
,

必须十分重视技术上的指导
,

不然有招致失败的危险
。

另外
,

对人工

草地建设的科学研究要及早加强
,

建议成立专们的研究机构
,

现有的农业研究单位都应当把研究

粮食和研究草同等地重视起来
,

都要有草的研究内容
,

就草种选育
、

草籽基地建设
、

草的栽培管

理
、

草的综合利用以及人工种草区划和草地生态系统等问题
,

进行专门研究
,

并提供有用成果
。

4
、

以户为墓础进行落实
。

本地 区农作制度改革间题
,

要在统一规划下按户作出具体安排才

能落实生效
。

本区发展重点户
、

专业户应当以农林牧业综合发展的
“ 生态户

” 为主
,

即通过农作

制度的改革
,

大力种草种树
,

建立一个以小流域为单位
、

以户为基础的良性循环 的 生 态 系统和

高效益的农牧业生产体系
。

这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技术工作
。

为此
,

不仅要有一支

具有综合发展观点
、

训练有素的技术推广队伍
,

而且要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民群众
。

建议今后在

农村的智力投资上不仅要重视对领导者和基层技术人员的培训
,

更为迫切地要大量培养直接生产

者—
农民

,

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水平
,

不然再好的技术改革规划也难以付诸实现
。

综上所述
,

在黄土丘陵地区贯彻落实
“
种草种树

、

发展牧业
、

改造山河
、

治穷致富
” 这一指

导方针时
,

在步骤上应先突破大力种草这一关
,

建议明确提出
“
退耕

、

改制
、

种草
、

还牧
” 的口

号和要求
。

与此同时
,

应采取措施对天然草场实行严格的轮封轮牧
,

抓好造林和农田基本建设等

方面的综合治理
。

坚持这样做下去
,

就一定能在较短时期内在实现生态系统 良性循环和发展农牧业

生产方面取得较大突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