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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茅山北部地区 的国土资源特点
、

目前存在的主要 间题及 发展经济的措施作 了全面 的论述
。

认为茅 山

能 成为具有发展 农业
、

林 业
、

乡镇工 业和旅游业 的地区
。

茅山是江苏省南部丹徒
、

句容
、

傈水
、

高淳与丹阳
、

金坛
、

漂阳等县交界处的低山丘陵

地区
,

是我国六大抗日根据地之一
。

目前
,

茅山地区经济尚不发达
,

但在国土资源方面具有

不少潜在优势
,

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地区
。

一
、

国土资源特点

(一 ) 地形成层分布 土地类型多样 茅山山脉与宁镇山脉共同构成了淮阳山字型构造东

翼的反 山字型构造
,

茅山为此构造的脊柱
。

茅山大致呈南北走向
,

一般高 20 0一 30 0米
,

长约

14 0公里
,

南北段地势较高
,

中部较低
,

山体略呈马鞍形
。

北段山体主要由泥盆系砂岩及石炭

系石灰岩组成
,

部分地区有玄武岩出露
,

山麓有大面积黄土岗地分布
。

由于新构造运动间歇

抬升
,

形成了 1 0米
、

2 0一 3 0米
、

4 0一 5 0米
、

7 0一 5 0米的四级阶地
,

山体发育了 1 6 0米
、

2 7 0米
、

3 6 0米三级剥夷面
。

石灰岩地区发育的溶洞也成层分布
,

其高程与附近的阶地面相当
。

在流水

切割下
,

岗地较为破碎
,

形成了 岗
、

榜
、

冲田交替排列 的特点
。

海拔 50 米以上的丘陵面积占土地 总面积的 15
.

7%
,

30 一 50 米的岗地占 12
.

8%
,

场冲田占

5 5
.

4%
,

海拔低于 10 米的好 田占 16
.

1%
。

本区地带性土壤为黄棕壤
,

不同的地形部位发育了

不同类型的土壤
,

山坡
、

山麓一般为黄砂土
、

粗骨土 , 岗地发育了黄土
、

死黄土 ; 垮
、

冲田

为水稻土
。

本区耕地面积共 51 万亩
,

水面 10 万多亩
。

多样的土地类型有利于农业向农林牧副

渔多种经营的方向发展
。 `

(二 ) 气候暖湿 时受灾害性天气影响 茅山地区地处北亚热带南部的温暖亚带
,

冷暖

交替
、

四季分明
,

光热水资源配合较好
。

年日照时数约 2 0 7 4
.

5小时
,

年 日照率约 47
.

5%
,

太

阳辐射总量 1 12 千卡 /平方厘米
。

年平均温度巧
.

4℃
,

一月平均气温 2
.

4℃
,

七月平均 28 ℃以上
,

无霜期 2 29 天
,

气温》 10 ℃的积温 4 9 5 0 ℃
。

光热条件完全可以满足一年两熟的需要
,

还可以逐

步推广麦
、

玉米
、

水稻的一水两早兰熟制
。

一般情况下
,

本区冬季冻害较轻
,

有利于三麦
、

油

菜越冬 ; 夏季高温
,

有利于水稻
、

玉米
、

棉花等喜温作物生长
。

但有时秋季早霜冷害可使棉

花
、

晚稻减产
,

春寒会影响麦子拔节
、

早稻育秧
、

棉花出苗
、

桑茶吐芽
,

初夏的持续高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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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三麦
、

油莱逼熟减产
。

本区降水较充沛
,

年平均降水量 1 0 5。毫米
,

降水的季节分配不均匀
,

春季占2 4% ; 夏季占

封% ; 秋季占21 % , 冬季占 n %
,

多雨期与高温期一致
,

一般能保证农作物对水分的需要
。

但

降水的年变率较大
,

会引起早涝灾害
。

此外
,

还受连绵阴雨
、

台风
、

冰雹的危害
。

(三 ) 短小 的山区河流 茅山山脉是东部太湖水系和西部秦淮河水系的分水岭
。

发源于

茅山的河 流均较短小
,

一般流量不大
,

枯水期更为细小
,

既无舟揖之利
,

也少水产之益
,

但

可供农田灌溉
。

若遇暴雨连降
、

洪水猛涨
、

山洪暴发
,

危及平原好区
,

具有山区河流特征
。

建

国后修建了不少中小型水库
,

调节了河流水量
,

基本上保证了农业灌溉
,

减少了洪涝灾害
。

( 四 ) 生物资源较为丰富 本区地带性植被是北亚热带温暖亚带的落叶阔叶一常绿阔叶

混交林
。

由于受人类长期破坏
,

自然植被 已所剩无几
,

现代见于华阳洞和大茅峰下的大洼及

磨盘乡的黄金滩等地
,

大部分地区已成为次生林
。

人工林发展较快
,

主要树种有马尾松
、

黑

松
、

湿地松
、

火炬松
、

麻栋
、

杉木
、

毛竹
、

油茶
、

油桐
、

茶树
、

桑树
、

果树等
。

本区野生中药材资源也较丰富约有 5 00 多种
,

重要的有 2 00 多种
,

以茅山基术 (简称茅术 )

址为著名
。

这里还建立了规模较大的中药材种植基地
。

野生动物也有一定数量
,

野兔
、

野难
、

黄鼠狼
、

狗猫
、

刺猾不仅是上好野味
,

制裘原料
,

同时有的还是名贵药材
。

家禽家畜的地方

品种有三黄鸡
、

四季鹅
、

水牛
、

山猪等
。

鱼类资源也较丰富
,

主要有青
、

草
、

琏
、

缩
、

鲤
、

螂

等
,

有的水库
、

湖泊中还养殖珍珠蚌
。

(五 ) 充足的建材资源 组成茅山山体的主要岩石一泥盆系茅山砂岩是优 良的建筑材

料
,

各乡均有开采
,

采石业已成为当地乡村工业的一个重要项目
。

其次是优质的石炭系船山

灰岩
,

是烧制水泥的上等原料
。

(六 ) 丰富多采的旅游资源 茅山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圣地
,

被列为道家
“

第一福地
” 、 “

第

j 、洞天
” 。

其自然景观也很绮丽
,

奇峰
、

怪石
、

溶洞
、

清泉引人入胜
,

有九峰
、

二十洞
、

十九

泉之说
。

主要溶洞有仙人洞
、

玉柱洞
、

华阳洞等
,

洞内石钟乳
、

石笋
、

石柱
、

石 慢琳琅满目
,

是一种很好的旅游资源
。

茅山脚下的南镇街
,

新建了新四军抗日根据地陈列馆
,

陈列了苏南抗 日根据地的大量革

命史料和实物
,

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地方
。

梅

二
、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建国三十多年来
,

特别是 n 届 3 中全会以来
,

茅山地区认真执行联产承包责任 制
,

逐

步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
,

使茅山地区的经济和人 民生活水平有了较明显的提高
。

19 8 6年使本

区工农业总产值达 3
.

98 亿元
,

较 1 9 7 8年增长了2
.

6倍
。

19 8 6年人均收入 53 8元
,

较 1 9 7 8年增长

了 3
.

5倍
,

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

但老区在经济发展中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

(一 ) 农业生态环境差 茅山地区降水变率大
,

暴雨集中
,

早涝灾害频繁
,

东部近山各

乡丘陵地区
,

河渠较少
,

易受早灾
,

建国后虽然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
,

但农田灌溉水源尚未

完全解决
,

一遇早年
,

农业歉收
,

茅山地区早涝保收耕地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 37 %
。

岗地上发育的早地
,

土层较薄
、

肥力较差
,

再加耕作粗放
、

重化肥
、

轻有机肥料
,

致使

水土流失严重
,

白土化过程剧烈
,

是江苏省低产白土最集中的地区
,

土壤淀浆板结
、

缺氮
、

少

磷
、

亏钾现象普遍存在
,

有机质含量较低
,

形成水短
、

土瘦
、

肥缺的不良生态环境
,

农作物

单产较低
,

如粮食亩产低于镇江市一百斤
,

棉花单产低 26 %
,

蚕茧单产也低于镇江市平均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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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 )农村产业结构单一 茅山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的半封闭式 的生 产方

式
,

产业结构单一
。

1 9 8 5年茅山地区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47
.

6 %
,

远远低 于 镇 江 市

7 3
.

4%的平均水平
。

1 9 8 6年茅山地区人均收入中
,

农业占8 2
.

5%
,

第二产业占9
.

7沁
,

第三产

业占7
.

8%
。

由于第二
、

第三产业不发达
,

自然资源不能充分利用
,

经济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

脚 就无法迅速提高
。

(三 )科技文化水平较低 茅山地区由于长期经济不发达
,

对教育不够重视
,

劳动力的文

化技术素质较差
,

据 1 9 8 2年全国人 口普查统计
,

句容县文盲半文盲率高达 2 7
.

6 %
,

超过了全

国 2 3
.

5%的平均值
,

这必将影响本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

农业机械化水平也低于镇江市

平均水平
,

机耕面积只 占耕地的 6 5
。

3%
,

本区耕地面积占镇江市的 21 %
,

而农机总动力仅 占

全市的 13
.

5%
。

三
、

发展经济的措施

茅山老区虽然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

但在资源上存在不少优势
,

为将潜在的资源优势

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
,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

(一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利于发挥各地的资源优势
,

获得最佳的经济

效益
,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

目前茅山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太合理
,

第一产业占的比重 过 大
,

第二
、

第三产业较落后
。

农业生产中
,

种植业所占的比重过大
,

而林
、

牧
、

副
、

渔各业薄弱
,

如 1 9 8 6年农民收入
,
:
`

、

种植业占5 1
.

5%
,

而林牧副渔的收入仅 占23 %
,

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

调整
。

1
.

发展农业
。

目前
,

种植业是茅山老区的经济基础
,

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

同时
,

该

地区已成为镇江市重要的粮
、

棉
、

油的商品生产基地
,

粮食商品率达 37
.

7%
,

镇江市30 个商

品粮重点乡中
,

茅山占10 个 ; 茅山地区的棉花总产量占镇江市的2 7
.

9%
,

全市 15 个棉花重点

乡中
,

茅山有 3 个 ; 本区油料的商品率高达 40 %
,

镇江市2 1个油料基地乡中有 n 个在茅山地

区
。

可见粮棉油生产已成为本地区的优势
,

应该继续增加农业投入
,

保证稳产高产
。

2
.

发展多种经营
。

茅山地区有 7
,

78 。亩山林
,

一万多亩未经绿化的宜林荒地
,

8 万多亩早

田
,

12 万多亩水面
,

多种经营的潜力很大
,

根据
“

宜农则农
、

宜林则林
、

宜牧则牧
、

宜渔则

渔
”

的原则和各地实际情况
,

在
“

七五
”

期间
,

建成七万亩用材林和薪炭林基地
,

一万亩板栗
、

柿子
、

桃
、

梨等果品生产基地
,

二万亩草荀生产基地
,

一万亩茶叶生产基地
,

以及中药材和食

用菌生产基地
。

充分利用草山草坡面积大的优势
,

建立 3 一 4 万亩高产牧草基地
,

加快发展

牛
、

羊
、

兔
、

四季鹅等食草禽畜
。

大力发展生猪饲养业和淡水渔业
。

3
.

发展乡镇工业
。

在努力发展多种经营的同时
,

要注意
“

种植
、

饲养
、

加工
”

一条龙的系

列开发
,

积极发展乡镇工业
。

根据当地农业生产优势
,

可大力发展粮食加工
、

榨油
、

制茶
、

饲

料等工业
,

发展轧花
、

棉纺织
、

针织
、

衣帽
、

刺绣
、

缥丝
、

丝织
、

麻纺织
、

皮革
、

羽绒被服

加工等乡镇工业
,

并不断提高工艺水平
,

更新设备
,

增加出口
,

加速向外向型经济发展
。

充

分利用砂岩
、

石灰岩资源
,

各乡均可发展采石
、

水泥
、

预制件等建材工业
。

还可以发展一批

利用外地原料和外销对路的化工
、

冶金
、

电子
、

机械等工业
,

加强多渠道横向联合
,

逐步建

立以乡镇工业为骨干
,

以村办工业为主体
,

带动组
、

户发展的格局
。

同时发展建筑业
、

运输

业
、

商业
、

服务行业
,

促进茅山老区经济腾飞
。

4
.

发展旅游事业
。

茅山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的旅游资源
。

近几年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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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茅山道院进行了整修
,

对溶洞进行了清理
,

修建了盘山公路和石级
,

新建了新四军抗

日根据地陈列馆以及一些饭店
、

商店
、

旅馆等旅游设施
,

形成了道教圣地
、

自然风景
、

森林

公园
、

革命纪念馆有机结合的旅游区
。

茅山旅游区西距南京 71 公里
、

东离常州 68 公里
、

北至

镇江 45 公里
,

离句容
、

丹阳
、

金坛
、

漂水等县城仅三十公里左右
,

有公路与各市县相通
,

可

大力发展以上市县到茅山一 日游活动
。

茅山地区也应增加丝绸
、

刺绣
、

地毯
、

竹木工艺品等

旅游工艺品生产
,

发展有地方特色的食品
,

如草毒酒
、

草毒汁
、

草毒酱的生产
。

茅山也适宜

兴建一些疗养机构
。

(二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使之形成良性循环
,

是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

产条件
、

增加农业后劲
,

促使稳产高产的必要措施
。

根据 目前茅山丘陵地区灌溉水 源 不足
、

防洪标准不高和农田水利工程配套不齐的现状
,

应继续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

兴修一批中小型

水库
、

提水站 ; 开挖环山沟
、

引水渠
,

搞好渠系配套
,

同时对原有水库
、

塘坝进行加 固修浚
、

发展喷灌技术
,

彻底解决水源不足和消除旱涝灾害
。

充分利用本区粮
、

棉
、

油加工的副产品
,

大力发展养猪
、

增加厩肥
,

发展沼气和薪炭林
,

节约烧草
,

增辟农村燃料来源
,

增加秸杆还 田数量
,

利用茶园
、

果园间种越冬绿肥
,

做到养

用结合
,

不断提高土壤肥力
,

改善土壤性状
。

茅山低山丘陵地区还有不少宜林荒地
、

疏林地
,

应大力发展用材林
、

经济林
、

薪炭林
、

高

产草坡
,

增加林木和植被覆盖率
,

减少水土流失
,

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

本区乡镇工业虽然起步较晚
,

.

但近年来已发展了一批冶金
、

化工
、

水泥等工业
,

造成了

一定的污染
,

应及时治理
,

在新建工厂时要充分考虑环境效益
,

不产生新咐污染
,

同时要科

学施用化肥
、

农药
,

防止农业污染
。

(三 )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 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

化管理水平的提高
,

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

科技
、

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

赖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

大量统计资料表明
,

一个地因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
、

管理
、

教育水

平成一定的函数关系
。

而茅山地区的科技
、

文化
、

教育基础差
,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现

代化建设的进程
。

因此
,

重视教育
,

增加教育经费
,

培养人才
,

提高教师的政治
、

社会和经

济地位 ; 普及
、

推广农业和工业科学技术
,

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

培养适应经

济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是当务之急
。

只有这样
,

才能促进茅山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科技
、

管

理水平的提高
。

总之
,

只要合理规划
,

统筹安排
,

茅山地区定能成为一个农业
、

林业
、

乡镇工业和旅游

业发达的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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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发育的作用
,

使之和其他行之有效的农业技术措施一道
,

转化成强大的生产力
,

推动水稻

生产和水稻科学蓬勃向前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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