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漂阳丘陵山区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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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阳丘陵山区包括宜漂低山丘陵区和茅山丘陵区两部分
, 属北亚热带

。

全 区 耕 地 面 积

4 4
.

3 5万亩
,

占全市耕地面积的 3 9
.

5 %
。

自然资源丰富
,

是深阳市粮食
、

茶桑
、

毛竹
、

板栗
、

果品
、

畜禽的主要产地
。

在漂阳市农业生产上具有重要地位
。

一
、

土地资源的优势

(一 )地理位置优越 本区地处长江三角洲
,

与苏
、

锡
、

常经济发达地区及上海经济开发

区相毗连
,

不仅有利于接受城市经济
、

先进技术的多方位的叠加辐射
, 而且也为外向城郊型

农村商品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

(二 )土坡类型 多样 具有石质低山
、

泥质丘岗
、

谷地平川
,

并有一定面积的水面
,

为农
、

林
、

牧
、

副
、

渔等各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

尤其是连绵分布的泥质丘陵岗地黄土
, 面积占

40 % ,
坡度 15 度 以内

,

土层厚度 60 一 1 80 厘米
。

微酸性
, 土壤肥力 中等偏低

,

适宜茶
、

果
、

桑
、

牧等开发
,
其增产的潜力较大

。

(三 )气候条件较优越
,

光
、

热
、

水资源丰富 本区年平均光照 2 1 00 小时以上
,
年太阳总

辐射 1 19 千卡 /厘米
“ ,
年平均温度 6] ℃ , > 10 ℃积温 4 9 5 0 ℃

。

适宜南北多种用材林
、

经济林

及果
、

茶
、

桑和农作物的生长
,
有利于多品种优势的发挥

。

二
、

土地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3 0多年来
,

本区 虽已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开发
,

农林牧副各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

但土地资

源优势仍未能充分发挥
。

在山 区表现为绿化差
,

荒山秃岭多
。

在丘陵岗地表现为具有特色和

规模的成片经济林及果林少
。

板 栗
、

茶叶
、

挑等传统产品出现衰败现象
,

食草畜禽发展速度

不如平原抒区
。

山区本是树叶
、

草料较丰富的自然场所 (据测算
,

每亩积累的有机干物重至

少 4 00 千克
,

其中地上部分约 2 4 0千克 )
,

是发展菜羊
、

菜牛
、

禽兔等食草动物的有 利 条件
,

但这项优势基本上尚未充分发挥
。

不少低山丘陵地处于荒芜状态
,

农业经营方式单一
夕

或者不顾条件搞一刀切
,

开垦种植

粮油作物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经济收益不佳
。

对丰富的光
、

热能和土体养分物质也未能充分利用
。

据粗略测算
,

森林密集的光能利用

率若以 1一 1
.

5%计
,

则每年亩土体 中只要有肠万千克水
,

。
.

37 千克速效磷
, 1

.

4千克速效 钾 和

1
.

8千克速效氮
,

便可积累约 6 00 千克的有机干物质
。

相当于 0
.

67 米
“
的木材积蓄量

。

目前全区

宜林
、

果地的光能利用率不足 0
.

8 % ,
粮食作物亦不到 1%

,

土壤速效养分也只利用了近 1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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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

每年将浪费掉大量的光能及土体养分物质
。

本区水土的基础状况原来就 比较差
。

再加上不能按其 自然规律因势利导地去合理 开 发
,

更加速了资源的破坏
,

使生态系统严重失调
。

这可以从生态系统的能量流
、

物质流及经济流

3 个方面加 以分析
。

首先
,

在此类丘陵山区若能被森林所郁闭
,

被草
、

果林所覆盖
,
将谷地

平川建成基本农 田 ,
就能 比较协调的吸收和释放太 阳能

,
自昼

,
植物可 以充分地进行光合作

用
,
而植物所蒸腾 的水分还 可降低气温

,
增大空气湿度

;
夜晚

,

植物进行缓慢的分解作用 (释

放能量 ) , 有防止霜冻
、

炎热及干旱等 自然灾害的作用
。

第二
, 植被已被破坏的裸露地

,

水土

流失严重
,
在暴雨季节尤甚

。

第三
,

随着环境和土地资源质量的日益恶化
, 必将导致农业生

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

甚至停滞不前
。

随着漂 阳市农村经济的发展
,
某些地方由集体经营

逐步转向了个体分散经营
,

缺乏加工机械设备和科学技术
,

往往优质原料加工不成优质产品
。

一些地区在果品生产中形成 了一定的生产规模
,
但尚未形成深加工条件

,
在鲜果

、

瓜销售上

又受到运输
、

时间条件的限制
,

只能依靠当地市场转化
,

造成销售困难
,

产品积压
c

生产
、

加

工
、

销售脱节
, 严重挫伤 了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

三
、

合理开发土地资源的途径

丘陵山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上要采取治理和利用并举
, 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

, 以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水平为 目标
,

以致富农民为 目的
,

以现代化科技为手段
,

以种养业为基础
,

以加

工业为纽带
,

以生产基地为依托
,
充分利用资源优势

,
挖掘资源潜力

, 发挥区域特色
,
提高

适应市场能力的指导思想
。

按照发展
“

高产
、

优质
、

高效
”

农业的要求
,

在制订丘陵山区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划上
,

必须建立
“

机制活
、

结构优
、

效益高
”

的农业经济体系
,
要充分利用丘陵山区土地 资源的优势

和生产基础条件
,

以国内外市场为导 向
,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 因地制宜

,

长 中短相结合
,

综

合治理
, 立体开发

。

在稳定粮油生产的同时
,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

调整经济作物的结构
。

其

总体 目标
:

在
“

八五
”

期内
,

丘陵山区要形成 5一 6万亩桑
, 5万亩茶

, 5 万亩瓜 , 5 0 0亩青梅
,

5 0 0 0亩其它果品
, 3 万头种羊

, 3 0。。头菜牛
, 5 万亩玉米

, 5 万亩蔬菜及蔬菜种子基地
。

为

此 , 要抓好 以下 儿件事
:

(一 )大力发展果
、

茶
、

桑和林业生产 果品生产坚持 以质取胜
,

扩大名优果
,

开发新品种
,

重点发展板栗 , 青梅
,

并使之形成适度规模
。

同时积极抓好甜柿
、

银杏
、

杨梅
、

桃
、

梨等果

品的生产
。

如横涧乡金山里全村 4 05 户农户有 3 6 0户栽了青梅
、

甜桃
、

甜柿
、

板栗
, 1 9 9 2年该村果

树总面积 1 67 。亩
,
果品总产量 1 9 5 0担 , 收入达 3 12

.

8万元
。

茶叶生产应加快推 J
一
无性系 良种

茶
。

进一步发挥名优茶优势
,

努力打入国际市场
。

达到一年发展 1万 亩
, 到

“

八 五
”

期末
,
漂阳

市茶叶年产量 由目前的 2 0 0 0吨 ,
提高到 3 0 0 0吨生产水平

。

平桥
、

横涧等南山可利用土地资源
,

气候条件优势发展笋
、

竹两用林
,

土层深厚土质较好的丘陵
、

山麓
,

要积极发展经济用材林
,

提高植被 覆盖率
,

防止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
。

(二 )重点突破养殖业 在重点抓好传统产品的同时
,

积极发展特种养殖业
。

各地要根据本

地的资源特点和养殖技术
,

选择养殖项 日
。

丘陵面积大
,
草料资源丰富的山林

,

可发展菜牛
、

莱羊的生产
。

如周城袱家村的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

该村有 34 。户农户
,

他们利用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和富余劳力种草放养牲畜
, 1 9 9 1年引进 34 头

“

眼宁羊
” ,

种植
“

白三 叶
” 、 “

红三叶
” 、

“

杂交狼尾草
”

等牧草新 品种
。
1 9 9 2年全村农户养羊上市量就达 1 50 0多头

,
收入 1 0

.

5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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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适宜
,
有饲养技术的农户

, 可发展
“

野鸡
” 、 “

野鸭
” 、 “

乌骨鸡
”

等特种家庭养殖业
。

水资

源丰富的地区可积极开展
“

牛蛙
” 、 “

甲鱼
”

等特种水产养殖业
。

(三 )积极提高二元结构
, 努力发展三元结构 围绕

“

主攻单产
, 优化布局

,
提 高品质

”
的

目标
,
发展特种稻米

、

玉米
、

大豆
, 蔬莱及蔬莱种子等

,
改进耕作制度

,
提高复种指数

,

增

加经济收入
,
提高土壤肥力

。

四
、

开发利用的主要措施

深 阳丘陵山区土地资源优势及潜力
,

只有通过开发利用才
`

能化为经济优势
。

加快开发
,

合

理利用是增加农民收入
,

致富农民
,
实现小康目标的重要途径

。

因此
,

要抓好生产基地的建

设
。

按市场需求
,

因地制宜
,

制订实施规划
,

围绕一乡一业
, 一林一 品搞规模经营

,

逐年发

展
、

扩大规模
。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
, 抓加工增值的突破

。

兴办加工业
,

引进国内外先进的加工技术和设

备
,

提高产品质量
,

同时要重视新产品开发
,
提高竞争能力

,
并建立种

、

养
、

加工一条龙
,

产
、

供
、

销一体化的生产经营机制
。

与此同时
,

各地要充分利用地理位置的优越性
,

资源丰富的优

势
,

发展创汇农业
, 加快建设成一批农副产品加工与出口生产基地

,
提高经济效益

。

丘陵山区开发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

一要重视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
建立高产

、

优质

高效的农业技术体系
,

因地 制宜地推 J
` 一

立体种植
、

设施栽培
,
建设高产稳产农田

, 二要积极

改造提高传统产品
,
大力引进和打幻

` 一

国内外的良种
、

良法 , 重点抓好一批粮经
、

水产
、

畜禽
、

林果良种繁育基地
,

选育和推广市场授盖率高
,

附加值高
,
省工

、

节本新品种
; 三妥积极举

办各种专业实用技术培训班
,

全面提高农业科技人员和劳动者素质
,
使科技优势转化为现实

的生产力优势和市场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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