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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优化生态经济结构

的实验研究

巨 仁 陈国良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一设计的原则
、

方法与内容要点

一
、 目lJ 舀

宁夏固原县东部黄土丘陵区
,

在综合考察中制定出以牧为主
、

综合发展的生产建设方向
,

并提

出在综合发展中应将农林牧合理结构作为系统深入研究的问题之一
。 1 9 8 2年作了选点

、

调查
,

开

展了部分工作
。

随后经中国科学院和宁夏自治区批准
,

分别列为攻关和重点研究课题
。

在我国干早
、

半干旱又严重水土流失的黄土丘陵区
,

开展多学科的农业综合研究所面临的 自

然与社会经济条件
,

比国外许多地方作同类工作要复杂得多
。

就我们所知
,

美
、

苏
、

澳分别在西

部大平原
、

西伯利亚
、

南澳的治理虽见成效
,

但他们是在开发期短 (几十年至二百年左右 )
、

地

形平缓 (多为平原 )
、

人 口稀少 (美国西部 3 一 4 人 /平方公里
,

南澳 1一 2 人 /平方公里 ) 的情

况下进行的
。

我国黄土高原主体的黄土丘陵区
,

突出的问题是地形起伏大 (被称为具有山地规模

的丘陵 )
、

开发甚早 (一些地方据史载约 2 ,

60 0年 )
、

人 口密度大 (3 o一 2 50 人 /平方公里 )
,

加之

这里气候条件恶劣
,

特别是降水的年际
、

月际变化大
,

属于国际上称之为边缘土 地 ( m ar ig n al

la n d) 的地区
,

所以更有其复杂性与艰巨性
。

人与生物圈研究计划 ( M A B ) 中
,

对该类地区的间题提出应 以生态经济的 观点来研究土地

最佳利用结构
,

但目前尚未见到他们在综合农业方面的实际典型 (仅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地一旅游区

有个典型 )
。

国内在土地合理利用及防止水土流失方面的研究虽有悠久的历史
,

在规划设计中也强调过综

合
,

但在实施中多从单一角度起步
,

同时缺乏鲜明的生态经济思想和系统化
、

定量化的方法
,

致

使在治理上速度慢
,

投资大
,

多反复
。

对于具有重大意义的综合农业合理结构问题
,

投入的力量

弱
,

研究不系统
,

且常被忽视
。

至于农林牧三者在配置上如何才能达到协调的实例
,

以及三者在

物质能量循环和生态经济效益方面所积累的系统科学资料
,

都非常缺乏
。

本实验的设计
,

就是期
, !

望在这些方面做出系统性的工作
。

这个设计现 已实施两年多
,

按要求的实现程度 已达到 90 %
,

所得结果尚令人满意
。

现就这个

实验作系统介绍
。

二
、

实验区的自然经济特点

实验 区在宁夏自治区固原县东部具有黄土丘陵区代 表 性 的 上 黄 村
。

它位于东经 10 6
0

26
广

一



3 0 产 ,

北纬 3 5
“

5 9 产一 3 6
0

3 了 ,

海拔 i , 5 6 1一 1 , 7 , 5米
,

总土地面积 2 5
.

1 7 3平方公里 ( 2 2 , 7 5 9
.

5亩 )
。

人 口密度为 47 人 /平方公里
。

境内小川河将全村分为东西两部分
:

东部为梁状 丘 陵
,

地形起伏较

大 ; 西部 自东向西依次为台
、

坪
、

梁地形
,

较为开阔
。

年平均气温 7 ℃ , 》 10 ℃的积温 2 , 5 73 ℃ ,

无霜期 15 2天
,

草木生长期 ( > 。 ℃持续天数 ) 2 44 天
。

年平均降水量 4 72 毫 米
,

常 有暴 雨 和 冰

雹
。

至 1 9 82年 6 月底
,

全村有 2 2 4户
, 7 1 2人

, 3 0 0个劳动力
。

有大牲畜 2 3 2个 (牛
、

驴为主 )
,

羊

99 9只
,

猪 14 8头
。

耕地 6
,

8 84 亩
,

林地 4 31 亩
,

人工草地 2 08 亩
。

历史上平均粮 食 总产 42 万斤 ( 19

年的统计 )
,

平均亩产 7 0
.

5斤 ( 22 年统计 )
。

年平均总收入 5
.

6万元 ( 5 年统计 )
,

每人平均总收入

8 1
.

3元
,

纯收入 4 7
.

5元
。

三
、

设计基本方法

实验设计是按
一

「述农业系统工程学的原理
、

方法与步骤进行的
:

第一
、

确定问题
。

综合考察中发现当地的问题很多
,

何为主要
,

众说纷纭
。

通过系统调查
,

归结起来
,

在 自然方面主要是地面光秃化
,

水土流失严重
,

各类地力处于衰退过程
,

生态环境恶

化
;
在社经方面主要缺粮

、

缺钱
、

少 “ 三料
”

(燃料
、

饲料
、

肥料 )
,

经济贫困
。

再进一步分析
,

生

态环境的恶化
,

社会经济的贫困
,

追根求源是大农业结构的不合理
。

这种不合理表现在经营的单

一性上
:

作物种植业占农业总收入 的82
.

5%
,

林业占 1 %
,

牧业 占9
.

1 %
,

副业及其它 占7
.

4 %
。

在用地上
,

农耕地占总利用面积的 3 4
.

2 %
,

内中约 1 / 4 实行轮荒制
,

即 所 谓
“
倒山种地

” 。

地

面的光秃化
,

就 由此形成
。

光秃化的地面
,

生态环境怎能不恶化 ! 单一性的经营
,

怎能 不 缺 这 少

那 ? 而地面的光秃化与经营的单一性又互为因果
,

恶性循环
,

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

第二
、

选定目标
。

针对问题
,

总目标是
:

迅速扭转恶性循环
,

尽快治穷致富
。

途径与内容有

四
: 1

、

大力种草
,

建立巩固的饲料基地
,

发展以畜产商品为主的经营业 ; 2
、

大力造林
,

以林

护农护牧
,

燃料自给
; 3

、

建设基本农田
,

进行早农改制
,

粮食 自给 , 4
、

开展多种经营
,

增加

收入
。

根据这些总 目标与社会经济实际需求
,

确定了以下的具体指标
:

林草覆被面积达 70 % 以上 ;

水土流失减少 50 一 80 % ;

粮食自给标准为每人平均 90 。斤
;

燃料自给标准为每人平均木质柴 1 , 2 00 斤 ;

投入产出比达到 1 : 5一 8 ;

生物产量 总功能提高 5 倍
;

纯收入每人平均达到 2 00 一 40 0元
。

第三
、

建立效学模型
,

确定各业发展比例
。

具体来说
,

就是要确定农
、

林
、

牧三者相适应的

发展比例
。

为此
,

通过实际测定与调查
,

以上黄村各类土地适宜性分级为基本变量
,

并确定了各

主要自然
、

生物
、

社会经济因素相应的参量
,

建立起一个线性规划模型
。

这一模型是将农
、

林
、

草三级结构合为一体
,

多种生态经济 目标统筹兼顾
,

并应用电子计算机多次模拟
,

最后经综合评

审
,

选定第 8 次基本计算的第 2 方案
。

新结构中生产用地的比例为
:

农地占2 3
.

6 %
,

林 1 9
.

7 % ,

草 5 6
.

7 % ;
对上述生态

、

经济的 目标均可满足 (表 2 )
。

第四
、

建立综合用地配里模式
,

使各业用地在防护上达到功能互补
。

这一步骤是系统学的定

位工作
。

所谓定位就是要解决农
、

林
、

草三者在土地空间如何摆法的问题
。

摆法不同
,

结果也不

同
。

举例来说
,

假定有大小相同的三个山头
,

第一个山头摆农
,

第二个摆林
,

第三个摆草
,

这就是



“ 三三制 ” 的一种摆法
。

这种摆法使农林草用地各自孤立
,
其结果农山产粮

,

林山产柴
,

草山产

草
,

别无其它关系
。

如果换一种摆法
,

三个山头的上部都摆草
,

下部都摆林
,

中部都摆农
,

这种

“ 三三制 ,, 比例虽然未变
,

但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变了
。

在新的摆法中
,

草地除产草外
,

又能保

护其下的农地不受冲刷 , 林地除产柴外
,

又能固沟护岸
,

保护其上的农地不被冲沟蚕食
。

这种摆

法我们称为镶嵌模式
。

它第一符合生态学因地制宜原则
,

因为丘陵区土地类型的适宜性是呈三维

镶嵌的
,
第二符合系统学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理

,

因为农
、

林
、

草用地的摆法在防护功能上是

协调互补的
。

因此
,

我们称镶嵌模式是
“
寓防护于生产 , 的系统

。

具体做法是通过对 土 地 的 分
-

类
、

评级
,

制订用地原则
。

这个原则是
:
高的主梁及较高的支梁的盖地

、

坡地
、

圾地作草地用
,

主沟及支沟的滩地
、

沟坡地
、

四旁地为林地用 , 介于前二者的河台地
、

台地
、

坪地
、

湾地
、

缓坡

地为农地用
。

最后制出配置图
。

四
、

总体结构简介

新结构的总体性体现于土地利用的调整与其调整前后的功能上
,

分别见下表 (表 1
、

表 2 )
。

裹 1 上黄村结构润盛前后土地利用砚 t 襄

结构类型
总土地面积

(亩 )

用 地 结 构

用地面积合计
(亩 )

农用地 林用地 牧 用 地

面积 (亩 ) %

3 4
。

2

面积 (亩 ) % 面积 (亩 ) } %

原状

优化方案
( 1 9 8 5一 1 9 9 0 )

2 2
,

7 5 9 } 2 0
,

1 0 7

2 2
,

7 5 9 2 0
,

7 1 7

6
,

8 8 4 4 8 2

0 8 8 1 9
。

7

1 2
.

7 4 1

1 1
,

7 4 5

6 3
。

7

5 6
。

7

其中
:

河台地

其中

9R,上地草然天

…!
奋
|淇
.

脑
l

侨
1
.

11|

台 地 1

坪 地 1

湾 地

坡 地 1

4 0 1

,
3 0 7

,
1 2 3

3 0 8

,
7 4 5

灌木林 3

木林

,
2 3 2

8 5 6

注
:

原状土地利用率为 8 8
.

3 %
,
新构结为 91

.

0 %
。

裹 2 上黄村结构润整前后系统功能衰

J人口密度

…
_

人
_ _

}平方公里

化肥水平

{ 水土流失
!

生物产量

公斤 /公项 { 棋数
`

公斤 /公顷

粮食总产

万 公斤

功

牧业总产

羊单位

每人平均每人平均 年 份

粮食 收入
公斤 元

构类型结

原 状 …
4 7

5
,

0 0 0 2
,

4 5 3 4 9
,

1 9 8 0一 1 9 8 2

1 5 0
。

7

I } 5 9
.

3

< O
。

5

6 7
。

5 3
,

5 4 2 1 9 8 3一 1 9 8 4

1
,

2 0 0

8 5 3

1
,

4 5 2

4
,

5 0 0 5
,

0 0 0

4 5 0 2 0 0

5 0 0 4 0 0 1 9 8 5一 1 9 9仆

优化阶段



五
、

各业结构建造要点及主要技术措施

(一 ) 农业
。

按新结构
,

农耕地经退耕保留4 , 8 84 亩 ( 1 9 8 4年完成 )
,

推行以下的旱地 农 作

制
:

1
、

台地及河台地
,

实行禾豆作物轮作
,

要求豆类作物占1/ 4一 1 / 5 ;

2
、

坪地及湾地
,

以禾豆作物轮作为主
,

视具体情况
, 部分可实行禾 (谷类作物 ) 草 (豆科

牧草 ) 轮作 ,

3
、

坡地
,

实行禾草轮作
,

要求坡耕地中
,

每年至少有 1 / 3 的禾谷类 作 物种在轮作的豆科

草茬地里
。

此外
,

要求每年油料作物 占作物总面积的 11 % 以上
。

主要技术措施
:

第一
、

培肥地力
。

建立上述禾
、

豆
、

草轮作的 目的
,

主要是培肥地力
;

第二
、

改革施肥制度
,

采用合理施肥技术
,

即改春施为秋施
,

改浅施 (表层 ) 为深施 (耕层

10 一 15 厘米 )
,

以无机肥促进有机肥的发展 ,

第三
、

破除犁底层
,

加深耕层至 20 厘米以上
;

第四
、

普及本地优 良品种和复壮 良种种子
;

第五
、

采用抗旱播种及保苗技术
。

(二 ) 林业
。

新结构要求林业改变光秃化的地面
,

恢复生态环境
,

保护农田
、

草地
,
保持水

土
,

提供薪柴
,

兼顾生态与经济效益
。

林种布局与树种结构以小川河为界
,

东半部以灌木放牧林为主 , 西半部以用材林与编织林为

主
。

在总体上
,

灌木林要求 占70 % 以上
。

树种结构以土地类型为单元
,

适地适树
,

采 用 镶 嵌形

式
:

沟坡下部或流水线附近以乔木和中生灌木为主 , 沟坡中上部以早生灌木为主
; 红胶泥沟坡营

造酸刺林 ; 盐渍地营造怪柳林
。

主要技术措施
:

第一
、

造林前必须整地
,

整地方式采用带子田或鱼鳞坑
,

整地要比造林提早一个季度进行
。

带

子田宽度不小于 80 厘米
,

具 3 一 5
“

反坡
;
鱼鳞坑半径不小于 35 厘米

,

深度不小于 15 厘米
。

第二
、

植苗造林技术要求
“
挖深

、

填虚
、

舒根
、

扶直
、

覆土不深
、

松紧适中
” ; 直播技术要

求小粒种子覆土深度为 1 厘米
,

中粒种子为 1
.

5一 2 厘米
,

大粒种子为 3一 5厘米
。

第三
、

早春植苗造林要保证在萌发前完成 ( 3一 4 月 ) , 雨季直播应在雨季到临前进行 , 寄

籽播种应在初冬进行
。

第四
、

造林成活后要抚育
,

主要内容为松土
、

锄草
、

补植
。

抚育一般要求进行 2 一 3 年
,

每年

l 一 2 次
。

第五
、

为促进林木生长
,

部分地块施用化肥
,

施肥量为 10 斤 /亩
,

一次 施 入
。

施肥时间应在

5 月中下旬或 6 月上旬进行
。

第六
、

矮化作业的刺槐应在植苗造林后的当年冬季平茬
, ,

以后每 2 年进行一次
。

(三 ) 种草与养畜禽
:

1
、

种草
。

新结构的首要目标是建立畜产商品基地
。

大力种草
,

既恢复生态又为发展牧业
,

建立巩固的饲草基地
。

要求种草面积占土地利用面积的 5 6
.

7 %
,

草地配置类型有三
:

第一
、

退耕地种草
,

面积为 2 ,

00 0亩
,

与上述农业轮作制相结合
;

第二
、

天然草场改良种草
,

面积为 7 , 8 00 余亩
,

改良效益在于既要提高草地的产量
,

又 要 提

高产草的质量
;



第三
、

林间种草
,

以灌木林间种草为主
,

面积为 7 40 亩
,

与林业配置相结合
。

种草技术措施
:

第一
、

天然草场改 良种草
,

采取等高带状间耕补播法
,

即在一道天然草场的梁上
,

沿等高线

进行带状间耕
,

耕带与非耕带间距相等
,

各为 1
.

5一 2米 (机耕 ) 或 0
.

5一 0
.

8米 (人工 开 挖 )
,

草籽补播在耕带内
;

第二
、

退耕地种草
,

采取以秋作物为覆盖保护的方式
,

即在秋庄稼种植时
,

同时播上草籽 ;

第三
、

林间地种草
,

镶嵌在一些陡坡地
、

城地
、

坎坡地的灌木幼林之中
,

方式多样
,

可穴状

镶嵌
,

也可行状镶嵌或混种在一起 ,

第四
、

为了提高产草量
,

部分草地要追施化肥
,

施肥量每亩 10 斤
。

2
、

养畜禽
。

在开始的 1一 2 年内
,

由于饲草基地正在建立之中
,

养殖业不可能有大发展
。

1 9 8 3一 1 9 8 4年还得采取适当压缩羊群的权宜措施
。

为了在结构调整的前一时期
,

不减少群众的收

入
,

畜
、

禽的养殖采取以下原则与措施
:

第一
、

大牲畜基本上维持现有头数
,

在饲养管理与畜种上尽可能作一些改进
、

改善工作
;

第二
、

羊群可压缩 1 / 3 ,

为了改进饲养方式 (推行舍饲 ) 和不减少 收 入
,

应以细毛羊全面

代替土种羊 ;

第三
、

发展短期见效的鸡
、

兔养殖
,

要求 1 9 8 3年每户平均养来航母鸡 10 只
, 1 9 8 4年每户平均

养 20 只
,

重点户养幼一 80 只
。

养兔以两个回民队为重点
,

选定 1 5户为重点户
,

改进兔窝
,

培训科

学养殖方法
。

自1 9 8 5年开始
,

畜
、

禽养殖要求有较大的发展
。

(四 ) 水土保持
。

新结构中虽然包含修建水平梯 田的任务
,

但由于前两年要集中力量进行造

林种草
,

故在水土保持工作上也要配合造林
、

种草
,

进行培地埂
、

整地 (修带子田
,

挖鱼鳞坑 )

以及修筑治理湾地的坝堰
,

治理支毛沟的谷坊等
。

随着实验测试工作的开展
,

也配合修筑一些径

流小区和测试小坝工程
。

l 一实施两年优化方案的结果与

解决问题的途径

按上述设计要求
, 1 9 8 3一 1 9 8 4年为买施的第一阶段

。

从两年来的进展看
,

基本上获得了预期

的结果
;
有些情况比预期的还要好些

。

同时
,

在实施过程中
,

遇到疑难间题后在寻求解决的途径

方面也有一定的收获
。

本文对此亦作如下探讨性小结
。

一
、

1 9 8 3一 ] 9 8 4年实施结果

(一 ) 林草发展快速
。

根据设计
,

按年度计划完成了农
、

林
、

草用地的调整种植任务
,

达到了本

阶段林草大上的要求
。

实验区现累计造林 4 ,

50 0亩
,

每人平均有林地 6
.

3亩
,

较原状提高 1 0
。

5倍
,

实现了一级结构的

林用地占生产用地 20 %的设计要求
。

主要乔木树种有杨
、

柳
、

榆
、

刺槐
,

成活率达80 一 90 %
,

主

要灌木树种有柠条
、

黑刺
,

出苗率与保苗率均在 80 %以上
。

各种树木密度均符合林业部统一要求

的标准
。

累计退耕坡地 2 ,

01 9亩
,

保留农耕地 4 ,

88 4亩
,

达到农用地占生产用地 24 %的设计调整任

务
。

累计种草 7 ,

01 9亩 (完成年度计划 )
,

实现设计要求的 78 %
,

其中天然草场 改 良 种草 5 , 0 00

亩
,

退耕地种草 2 ,
0 19 亩

。

现在每人平均有草 9
.

8亩
,

较原状提高3 2
.

7倍
,

主要草种有沙打旺
、

首



蓓
、

草木梅
、

红豆草
。

(二 ) 农
、

牧业有较大发展
。

实验区农
、

牧业的发展情况
,

比预期的效果还要好些
,

主要表

现在
:

1
、

粮油生产方面
。

1 9 8 3年天时顺适
,

在退耕 1 , 4 00 亩的情况下获得丰收
。

粮食总产 80 万斤
,

比原状提高 90 % 以上
,

每人平均粮食由不足 50 0斤提高到 1 ,

00 0斤以上 , 1 9 8 4年又逢丰水年
,

但遭
6 次冰雹

,

又在继续退耕 60 。余亩的情况下
,

粮食总产虽减少三成
,

但仍达 60 万斤
,

每人平均 78 4

斤
。

油料总产 6
.

8万斤
,

创历史最高记录
,

每人平均油籽 1 10 斤
。

两 年 来
,

平均亩产达 1 66 斤
,

较

原 70 斤提高 1
.

4倍
。

两年平均每人粮过 90 0斤
。

2
、 “ 三料

”
有了好转

。

饲草已达 1 50 万斤 (人工草 70 万斤
,

饲用枯秆 80 万斤 )
,

每人 平 均

草质燃料 7 40 斤
。

每亩耕地农 家 肥 (扣除 40 %耗损 ) 平均 8 60 斤
,

合化肥纯氮 4
.

7斤
,

五氧化二磷

2
.

8斤
,

氧化钾 4
。

4斤
。

3
、

畜牧业有较大发展
,

畜 禽 结 构 良好
。

大牲畜增长 12
.

9 % (净增 10 0头以上 )
,

猪增长

2 5
.

7 %
,

兔增长 3 1
.

7 %
,

鸡增长 14 。%
。

大牲畜中母畜占4 2
。

4 % (全县为 41 % )
,

羊群在暂 时 压

缩 3 7
.

8 %的情况下
,

适龄母羊占58
.

3 % (全县为 55 %
,

全国最高为 60 % )
,

羊羔成活率达 85
.

5%

(全县为 80 % ) ;
产蛋母鸡 7 95 只

,

蛋产量 1 2
.

72 万枚 (不完全统计 )
,

内供种蛋 10
, 0 00 枚

。

(三 ) 农户经济收入与生活水平有明显改移
。

在 1 9 82年尚吃国家救济粮
、

用救济 款 的 基础

上
, 1 9 8 4年农牧业 (林业尚未见效 ) 总产值达 2 4

.

7万元
,

较原 5
.

38 万元增长 3
.

5倍
。

扣除劳力
、

种

子
、

化肥
、

畜种引进费
、

生产工具折旧费外
,

农牧业纯收入达15 万元
,

加上工副业收入 1
.

6万元
,

每人平均纯收入 2 00 元 (原为 47 元 )
。

纯收入中牧业收入邮
.

1 %增长至 15 % ( 与全国平均值相当 )
,

这意味着农牧业均在增长过程中
,

牧业增长得更快些
。

农民生活水平也有明显提高
,

按农村中档

商品统计
:

自行车
、

缝纫机
、

手表
、

收音机等均有成倍乃至 10 余倍的增长
。

建造新房的人也不少

(老的住宅几乎全是窑洞 )
。

这些变化
,

对于贫困山区一向温饱尚成问题的农民来说
,

确实是有所感受的
。

正如一位农民

说的
: “ 我三十年前政治上翻了身

,

到今天在经济上才翻身
。 ”

二
、

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与解决途径

(一 ) 总体方案实施的开始阶段
,

通到的 , 要问肠有二
:

第一是在群众吃粮有困难的情况下
,

需要退耕种草
,

压缩耕地 ,

第二是在牲畜吃草不足的情况下
,

需要改良天然草地种草
,

短期内实行封禁
。

这两个间题如不采取适当的途径
、

方法解决好
,

就会使粮食减产
,

收入下降
,

引起抱怨
。

从

而实施设计方案将会困难重重
。

经分析
,

实验区虽属半干旱条件
,

当前粮食亩产量甚低 ( 70 斤 )

的原因
,

首先不是水分限制
,

而是由于广种薄收
,

地力衰退所致
。

只要在耕地里施用一定量的化

肥
,

即使在平水年单产也有很大潜力
,

实行退耕
,

不会有什么风险 , 对于改良草场
,

暂时封禁的

对象主要是羊
,

而压缩羊群会带来的损失有两方面
:

第一是农家肥会减少 (这是主要方面 )
。

此一损失也可用化肥来弥补 ,

第二是收入减少
。

此一损失可用发展短期见效的鸡
、

兔来弥补
。

实验区正是这样作了
,

每亩耕地施用 13 一 15 斤化肥 (氮磷配合 )
,

既支持退耕农地 29 %的调

整任务
,

又支持了将羊群压缩 1 / 3 ,

按年度计划完成天然草场改良78 %的要求
。

因此
,

可以说
,

化肥象一根柱子
,

支住了退耕与种草这两条梁
。

同时
,

鸡
、

兔有了较大的发展
。

这样做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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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土地综合利用配置的镶嵌模式

巨 仁 宋桂琴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黄土丘陵区是我国黄土高原的主体部分
,

约在东经 10 0
“

一 1 1 5
。 、

北纬32
。

一41
。

之 间 广 泛 分

布
。

海拔起伏于 l , 0 00 一 2
, 4 00 米上下

。

从大趋势讲
,

随着纬度的增加
,

年平均 气 温 由12 ℃降 至

6 ℃ ; 沿着经度的减小
,

年降雨量邮 00 毫米减少到 3 00 毫米 ; 又因海拔的起伏
,

也引起水热条件

的明显变化
。

开发甚早
,

人 口较密 ( 50 一 3 00 人 /平方公里 )
,

土地利用上单一经营 (作物种植业

古农业总产值的 60 一 80 % )
,

造成地面光秃
,

年侵蚀模数达 5 ,

0 0 0一 30
, 0 00 吨 /平方公里

。

生态环

境恶化
,

社会经济贫困
,

互为因果
,

恶性循环
。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
,

振兴社会经济
,

自五十年代以来
,

我们在丘陵区的许多地方
,

先后作过

将近 30 个生产单位或小流域的土地利用配置规划
。

早期的工作是用传统方法 , 近年来
,

在原经验

方法基础上应用生态学与系统学的原理与方法
, 一

提出一种在土地综合利用配置上建造镶嵌模式的

途径
。

这种模式使防护与生产构成一统一体
,

所以也称
“
寓防护于生产

”
体系

。

本文主要是讨论

这方面的问题
。

在开始调整期间达到 了粮食收支不降的设计要求
,

而且比预期的结果还要好一些
。

(二 ) 1 98 `年秋季以来
,

由于前期种草速度较快
,

草产皿增长的势头比预计的来得括
,

从而

产生了所产之草如何能及时地转化为皮
、

毛
、

肉等 , 产商品
,

收到应有的经济效益的问肠
。

不解

决好这两个间题
,

就有导致草地难以巩固的危险
。

反之
,

如果此间题解决得好
,

实验方案下一阶

段的实施将会顺理成章
。

为此
,

我们作了又一次的调查分析后认为
:

要迅速增加畜
、

禽数量
,

完

全靠自繁自养是远水解不 了近渴的 , 靠购买输入
,

许多人的经济还有困难
。

故决定采取这样的途

径
:

用部分必要的有偿贷款方式
,

尽快地发展菜牛 ( 以回民队为重点)
、

肉猪 (汉民队 )
;
将鸡

、

兔的饲养量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 50 一 1 00 % ; 以细毛羊全部替换土 种 羊
。

这一安排
,

自1 9 8 4年冬

季开始执行
,

现已签订菜牛贷款合同 49 项
,

其余各项将依次开展
。

(三 ) 根据实验区的观察
,

目前农户的宅舍与发展经济之间 , 来有些不相适应
。

对一般农户

来说
,

由于过去经济贫困
,

宅舍窄狭 ; 现在经济有所发展
,

并且还要继续发展
,

如养 畜养 禽 增

加
,

庭院种植增加
,

加工也逐渐增加
。

这样
,

原有的狭窄天地就施展不开
。

但这是一个有关农村

经济政策和山区农户宅舍结构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问题
,

对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

因此
,

我们

向 自治 区领导及有关部门提 出建议
:

首先
,

从政策上放宽山区 (平原和城市除外 ) 农户宅舍的修建面积
;

其次
,

应结合各自承包的林地
、

草地
,

选择新宅舍的场地 ,

再次
,

新宅舍在地基上不得占用平地
、

好地
;

最后
,

一户人可有新
、

老两处宅舍
。

老宅舍区 (即原村 ) 由于集 中
,

可发展为农副加工业及文

化
、

教育等事业的基地
;
新宅舍由于结合各自所承包的林地或草地

,

将会是分散的
,

也应是专业

北的
。

此项建议已写入自治区有关农村政策的 10 条规定中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