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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科技上质量 高产高效奔小康

—
田家峪村综合治理开发纪实

解植 良 (山东省沂水县水土保持办公室
,

2764 00)

田家峪是一个坐落于沂蒙山区腹地
、

有着 3
.

79 k m
2

土地面积
、

1 4 9 7 口人的偏远山村
。

十几年来
,

田家峪人

治理水土流失不间断
,

以一曲艰苦创业者的奋斗之歌
,

唤醒了这方沉寂许久 的水土
。

如今的 田家峪
,

一改昔

日山秃
、

水枯
、

人 穷的萧瑟景象
,

到处充满着生 机和希

望
。

近几年来
,

他们更是凭借其治理开发的丰硕果实

—
优质苹果

、

生姜这两大当家拳头产 品
,

走上 了富裕

之路
。

寻觅 田家峪由穷变富
、

由温饱到小康的足迹
,

这个

村的领头人

— 党支部书记杜占旺这样告诉笔者
:

我

们只所以有今天的变化
,

靠的是人们观念的更新
,

靠的

是市场的引导
,

靠的是坚持不懈地大搞小流域治理开

发
,

更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农村的一系列富 民政

策
。

简短朴实的话语
,

道 出了他们走 向富裕之路的真

谛
。

鼓点
,

他们积极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使农村生

产力的潜在能量得到 了空前释放
,

粮食生 产有了大幅

度提高
,

吃饭问题得到初步解决
,

人们紧盛的眉宇舒展

了
。

然而
,

19 8 3 年夏秋之交的那场旷 日持久的干旱
,

使

全村 8 6
.

7hm
Z
大秋作物严重减产

,

有 2 3/ 的地块减产

三成以上
,

13/ 的地块几乎绝产
。

日子刚刚抬头的 田家

峪人再次面临着人缺粮
、

畜断水的危机
。

而同在这一

年
,

与其一山之隔的夏蔚镇牛场子村
,

由于大搞水土保

持
,

治山整地
,

植树造林
,

闸沟蓄水
,

在大旱之年
,

仍然

是果满枝
、

粮丰产
、

人增收
,

一派富庶景象
。

两相对照
,

强烈的反差
,

严酷的现实
,

使 田家峪人醒悟到
:

山区 人

民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

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

求得经济上 的彻底翻身
,

必须从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和

生态环境入手
,

治好山
,

保住土
,

拦住水
,

即有效地控制

水土流失
。

路在何方 重塑山河

70 年代的田家峪
,

植被稀疏
,

沟壑纵横
,

土地支离

破碎
,

水土流失严重
,

多年平均年侵蚀 模数达 5 4 27

t/ k m Z 。

自然条件先天不足
,

使得 田家峪人长期不能摆

脱
“

攒斤鸡蛋换点盐
,

吃粮年年靠返还
”

的困境
。

越是

贫穷
,

越是无休止地开垦
,

致使原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环

境更趋向恶化…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
,

吹遍了神州大地
,

也

吹进 了田家峪这个封闭已久的山村
。

踏着改革开放的

1 9 84 年
,

饱尝水土流失之苦的田家峪人
,

在县
、

乡

水利水保
、

农业
、

林业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

在对全村

的山山水水
、

沟沟岔岔进行全面调查
、

科学规划 的基础

上
,

制定了以小流域为依托
,

以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为

重点
,

从封山造林
、

恢复植被
、

修建水平梯田
、

改善基础

条件入手
,

实行山水林 田路综合治理
、

规模开发
。

在总

体规划的指导下
,

十几年来
,

村两委领导积极带领群众

向荒山宣战
,

向小流域治理开发的深度和广度拓展
,

洒

立体开发
,

用沼肥育果树
、

菜
,

沼液喂猪
、

鱼等
,

形成了

“

六个一
”

(一户人
、

一栏猪
、

一个池
、

一园果
、

一棚菜
、

一

口塘 )的庭院经济新模式
。

这样一来产生了链式效应
:

沼气点灯做饭避免了林木的滥砍乱伐
,

保护了植被 ;稻

草节约还田
,

增加了土地的有机质和 肥力 ; 沼液用于喂

猪
、

喂鱼
、

浇菜
、

浇果
,

促进 了种养业的发展 ;猪粪
、

人粪

下池
,

改善了农村卫生环境
。

走 以沼气为中心的生态

综合型开发路子
,

不仅有利于水土保持
,

而且促进了生

态农业的良性循环
,

提高了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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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一 串串辛劳的汗水
,

留下 了一行行艰苦创业的足

迹
。

—
因地制宜

,

整治荒 山
。

山高坡 陡
,

植被稀疏
,

易发山洪
,

是造成这里水土流 失严重的根本原因
:

为

了给这方挚爱着的热土撑起一片绿荫
,

13 年来
,

他们按

照
“

山顶松槐草戴帽
,

山 中梯田果缠腰
,

山脚粮 田 细耕

作
,

塘坝
、

谷 坊锁沟道
”

的治理模式
,

根据不 同立地条

件
,

采取先封后造
、

疏林补密
、

挖鱼鳞坑
、

修筑反坡条 田

等不同整地造林办法营造水土 保持林 94 h m 2 ,

用材林

14 h m Z ,

封山育林育草 73
.

h3 m “ ,

使荒山绿化面积达到

宜林宜草面积的 93 %
。

这些植物措施的实施
,

形成了

一道道坚固的立体防线
,

既涵养了水源
,

又调节了当地

的小气候

— 修建梯 田
,

强农固本
。

为了彻底摆脱靠天 吃

饭的被动局 面
,

走出粮食生产广种薄收
、

低 而不稳的困

境
,

他们在果断地 退耕还林
、

植树种草的 基础 上
,

坚持

在每年秋种结束后
、

春播开始前发动全村劳 力
,

采取集

中会战的方式
,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不放松
。

十几年来
,

田家峪人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大手
,

一副副厚

实的肩膀
,

人刨
、

肩挑
、

小车推
,

投 入工 日 8
.

3 万 个
,

搬

动土石方 巧
.

6 万 m 3 ,

终于把全村当时上 千块零散的旱

薄地改建成了一 方方平展展 的丰产 田
,

把一道道锯齿

形的地埂垒砌成 了坚固的石堰
。

—
兴修水利

,

发展灌溉
。

对十年九旱的田家峪

村来说
,

人们对水的重要性有着更加深切的认识
。

十

几年来
,

田家峪人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
,

拼着一股劲
,

拧成一股绳
,

通过
“

截
、

打
、

挖
”

三管齐下的办法
,

全方

位
、

多层次地展开了找水用水的攻坚战
。

“

截
” ,

就是拦截地表水
,

使其
“

肥水不 流外人 田
” 。

他们本着除害与兴利相统一的原 则
,

采取主沟道修筑

骨干坝拦水淤地
、

支毛沟内闸谷坊的办法
,

从沟头 到 沟

尾
,

层层设防
,

节节拦蓄
,

使全流域实现 了
“

泥 不下 山
、

水不出沟
” 。

“

打
” ,

就是在稳定承包政策的前提下
,

鼓励和扶持

农户在承包田里打小 口深井
,

由村里补助打井所需的

水泥
。

遇有土地调整
,

允许有偿转让或通过 以井换井

的办法予以解决
。

目前
,

全村仅地边井就达 4 00 多眼
,

喷灌设备有 5 0 0 多部 ( 台 )
,

做到 了小旱能浇地
,

大旱人

畜饮水有保证
。

“

挖
” ,

就是在有泉线的地方
,

修建接水池
,

开挖大

口井
。

近几年来
,

村里依靠 日益壮大的集体积累
,

投资

3 0 多 万 元
,

修建 了 10 个 蓄水 池
,

开挖 了 5 眼 蓄水

60 0 0 m 3
以上的大 口井

,

配套电灌设备 2 处
,

筑起了 1 座

蓄水量 11 万 m 3
的塘坝

,

使全村的总蓄水量达 到 27
.

6

5 4

万 m 3
,

有效灌溉 面积达 73 %
。

— 劈 山修路
,

打开 山 门
。

过去
,

由于 山 的阻 隔
,

交通不便
,

且不 说车辆进 出无 门
,

就连农 民卖 夫佑
.

已

得四 五个青壮劳力 花 费半天功夫
,

轮流替换着才能抬

出山去
。

显然
,

交通难
,

已成 为制 约 田家峪村经 济发展

的
“

瓶颈
” 。

为了打开山门
,

不甘落后的 田家峪人
,

背起

绳索
,

扛起钢钎
、

人锤
,

开向劈 山 修路 的主战 场 他们

顶严寒冒酷暑
,

遇山凿 石
,

逢水架桥
,

有沟筑涵
,

自筹资

金 12 万元
,

投放工 日 4 万余个
,

先后建造 了跨度在 6 m

以上的桥梁 3 座
、

大小涵洞 2 3 个
,

连接了 35 座 山头
,

打

通了宽度在 6 m 以上的环 山路 8 条
,

总长 lZ k m
,

实现 了

4 个 自然村村村通车
、

山 山有路
,

形成 了纵 横交错的交

通 网络
。

再谱新曲

田家峪人经过 十数年的卧薪尝胆
,

励情图 治
,

大大

改善了农 业生产的基 础 条件
,

实现 了地增 产
、

粮丰 收
、

人温饱的初级 目标
。

但是
,

随 着商 品经济的发展 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
,

他 们越发清醒地认识到
,

单一粮食生产的格局
,

既不适 应 市场经济发展 的需 要
,

也远 不是 山区生 产的优势 所在 经过冷静的思 考 后
,

他们坚决地对农业内部结构进行了调整
,

提 出 了
“

远抓

林果近抓姜
,

依靠科技上质量
,

面向市场求发 展
,

高产

高效奔小康
”

的经济发展新思路
,

在不断完善统分结合

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 上
,

围绕着脱贫致富 奔小康这

一主旋律
,

奏出了小流域高效建设的三部曲
:

一是因地制宜
,

大力发 展生姜生 产
二

生 姜不 仅在

国 内而且在国际 上都有着广阔的市场
,

不愁销路不 畅
。

村领导瞅准这一 门路
,

充分利用本村背阴耕地多
,

气候

温凉
,

适宜生姜生 长的有利条件
,

从 1 9 8 6 年开始
,

先行

规划 出 4 h衬 耕地
,

作为生姜生产 示范 区
,

组织部 分传

统种姜户进行连片种植
,

当年获得大丰收
,

取得 了每公

顷产姜 22
.

5t
、

收 入 3 万 元的高效益
。

可观 的收 入
,

像

一把燎原之火
,

把村民们的种植热情一下子点燃起来

1 9 87 年
,

党支部顺应群众的意愿
,

规划 出 26
.

7 h耐 耕

地
,

有组织地实行 生姜区域化统一种植
、

统 一 服务
、

分

户经 营
。

19% 年
,

全村 生姜产 量达 75 万 k g
,

总收 入

18 0 万元
,

仅此一项
,

人均收 入 10 00 余元

随着生姜的规模化生产
,

如 何解决生姜的销路
,

成

了村 民们最担心的间题
。

为此村十部很是动 r 一番脑

筋
。

首先
,

他们依据本村地势高
、

土层 干燥 的立 地条

件
,

动员种姜户在山腰上挖洞贮姜
,

以避开新姜收获后



大量拥入市场
、

价格下跌
、

增产不增收的风 口
,

增强了

种姜户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

目前
.

全村沿环山路两

侧
,

星 罗棋布地排列着大大小 小 90 0 多个姜窖子
,

贮存

量可达 4 0 0 万 k g
o

其次
,

他 们积极做好生姜销售渠道的疏通 工作
。

一卞而
_

村里组织了 数十 人的营销 队伍
.

长年在外摸行

情
,

探信息
,

搞推销
。

村里通过他们反 馈 回的市场信

息
,

把一车车生姜源源不断地销往东三省及北京
、

上

海
、

南京
、

青岛等 2 0 多个大中城市
,

长期的供货联系使

村里有 了一大批 主动登 门求货的稳定客户
。

另 一方

面
,

他们积极与县外贸部门挂钩
,

使这些深 山里的土特

产漂洋过海
,

打入国际市场
。

1 9 9 6 年
,

全村有近半数的

生姜是通过外贸部门出 口 日本的
。

这不 仅仅为国家赚

取了外汇
,

更重要的是它解除了农户在生产经营中的

后顾之优
,

架起了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桥梁
。

生姜
,

成了名符其实的
“

绿色银行
” ,

撑起了 田家峪

村经济发展的
“

半壁江山
” 。

二是抓林果
,

不断壮大经济发展实力
。

首先
,

他们

按照总体治理规划
.

将全村环 山路以下坡度平缓
、

土层

较厚
、

背风向阳的 33
.

4 h m 2
坡耕地和建次林地

,

改建成

窄幅梯田
,

统一栽 植上了 以苹果
、

板栗为主的高效林

果
。

在果树进入盛果期前推广立体种植
,

在其行间和

空间
,

间作芋头
、

生姜
、

花生
、

地瓜等经济作物
,

增加了

复种指数
,

挖掘了土地潜 力
。

其次
,

搞好老品种的更

新
。

田家峪原有果园 13
.

4 h m Z ,

其中 95 % 的为传统品

种小国光
,

很不适应市场需求
。

为加快更新换代步伐
,

他们统一引进了
“

红富士
” 、 “

新世界
” 、 “

芭蕾
”

等优质品

种
,

对老果园进行 了嫁接换头
,

全部换上 了新品 种
,

实

现了苹果由乔化大冠稀植向矮化小冠密植的转化
,

挂

果年限由过去的 7 年缩短为 3 年
。

到目前
,

全村林果面

积已发展到 63 h m 2
,

户均 o
.

13 h m
Z ,

19 96 年
,

实现果品总

产 85 万 k g
,

总收入 n 。 万元
,

林果成为该村经济发展

的又一支柱产业
。

三是抓科技投入
,

提高治理开发的综合效益
。

田

家峪在治穷致富的过程中
,

始终把治愚放在首位
,

狠抓

了智力开发和 实 用技术的推广应用
,

在提高农民的科

技素质上狠下了功夫
。

近年来
,

他们兴办农民科技夜

校
,

聘请专家讲课
,

利用电教设备播放农业科技讲座
,

本着
“

骨干要精
,

群众要通
,

既通俗又实用
”

的原则
,

采

取短期培训
、

现场指导
、

典型示 范等多种形式
,

加强对

农民的实用技术培训
。

通过培训
,

全村已有 9 人取得

了农民技术员任职资格
,

每户至少有 1 人掌握 了果树

管理和生姜除瘟高产栽培技术 ;地膜覆盖
、

配方施肥
、

增产菌
、

优 良品种
、

立体种植
、

果树花蕊授粉等增产措

施
,

已为农民群众普遍接受并得到大幅度的推广应用
。

田家峪村因此被原临沂地委评为
“

科普先进村
” ,

村服

务队被共青团 111 东省委授予
“

优秀青年生姜科技眼务

队
”

称号 ; 田家峪的果园 以其科学 的管理方式
、

优质的

品种和高产的措施
,

被省农业厅评为
“

省级样板园
” 。

可以说
,

没有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
,

就没有田家峪

经济的高效益
。

春华秋实

十数年风雨
,

十几度春秋
,

田家峪人用自己的智慧

和汗水
,

改变了家乡的面貌
,

在大山深处
,

勾画出 了一

道美丽的 田园风景线
。

仲秋
,

当你漫步村头
,

举 目眺望
,

那座座山头上
,

依

然茂密葱郁的水保防护林
,

像排排挺立风雨中的卫士
,

忠实地坚守在自己的哨位上 ; 山腰中
,

那被硕果压弯了

枝头
、

随风摇曳的片片果园
,

不时送来阵阵沁人心脾的

清香 ;山脚下
,

那层层 梯田 中
,

金 黄的玉米
、

紫红的高

粱
、

墨绿的姜禾
、

洁白的棉花
,

还有那道道沟坝中清澈

如镜的碧水
,

相映成趣
,

生机盎然
,

交织成一幅五彩斑

澜
、

气势磅礴的 田园立体画卷
。

然而
,

为绘制这画卷而匠心独运的 田家峪 人
,

却为

此付出了很多
、

很多… …

据不完全统计
,

从 1 9 84 年到 1 9 9 6 年的 13 年间
,

田

家峪人在小流域综合治理过程 中
,

累计投入劳动积累

工
、

义务工达 3 1
.

86 万个
,

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年投工 57

个 ;搬运土 石方 47
.

7 9 万 m 3 ,

若用 1 0t 的卡车来装载
,

需装 7
.

2 万车
。

有耕耘就有收获
,

大山给予 了 田家峪人丰厚的回

报
。

1 9 % 年
,

田家峪人迎来了历史上的又一个丰收年
。

在粮 田 面 积 由治理 前 的 86
.

7 h m早减 少 到 现 在 的

50
.

3hnz
2
的情况下

,

实现 粮食总产 37
.

5 万 k g
,

比治理

前增加 12
.

5 % ;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2 42 0 元
,

比

1 98 4 年增长 2 1 倍 ;全村农 民储蓄总额 47 0 万元
,

人均

31 00 元 ;有 32 4 户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瓦房 ;
oo % 的人

家买上了电视机
,

不少家庭买了摩托车
,

安装了程控电

话
。

集体积累也似水涨船高
,

累计达到 “ 万元
。

在全

县 121 9 个行政村中田家峪村第一个 自筹资金建起了

电视差转台
。

田家峪现已成为小有名气的富裕村
,

率先步入了
“

小康村
”

行列
。

但他们并未满足 已有的成绩
,

而是继

续依托流域综合治理
,

向更高的 目标迈进
。

相信他们

的明天会更美好 !

(责任 编辑 徐素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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