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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石 山 地 区 绘 合 治 理 的 必 要 性 和 迫 切 性

黄 毅

( 广 西 科 学 院 )

摘 要 : 本 文 从 历 史
、

经 济
、

生 态
、

社 会 与 民族 发辰 的 诸 方 面
夕

剑 析 了石 山 地 区

贫 困 落 后 的 原 因 在 于 历 史
、

白然
、

人 为 三 大 目 素 , 这 些 已 渗入 社 会 各 领 城 , 影响 了

生 产 力 诸要 素 的 合 理 配 笠 , 导 致 自我 发 展和 经 济 开 发 的 启 动 力 不 足
,

使 其 经 济
、

社

会
、

生 态 陷 入 三重 恶 性 循 环 中
。

同 时 也 揭 示 了石 山 地 区 三 寸 多 年 来 仍 这 样 贫困 落 后 ,

还 在 于 自然 资 源 的 优 势抵 不 住 社 会 资 源 ( 资金
、

技 术
、

人 才 ⋯ ⋯ ) 的 劣 势 的 困扰
,

指

出 : 要 全 面 铲 除 贫困 落 后 的 根 源 , 必 须 对 石 山 池 区 的 生 态
、

经 济
、

社 会 等 方 面 进 行

综 合 治 理
。

本 文还 分 析 了石 山 地 区 在 广 西
、

西 南和 全 国 所 占据 的 重 要地 位 , 从 加 深

党和 老 区 人 民的 鱼 水 之 情 , 加 强 民族 团结
,

巩 固 国 防
,

振 兴 广 西 经 济 的 战 略 高 度 上
,

论 述 了琼 合 治 理 石 山地 区 的 必 要 性 和 迫 切 性
。

为 什么 石 山地 区 至 今 仍 然这样 贫 困 落后 ? 如 何 使石 山地 区 从 经 济落 后
、

社 会贫 困
、

生 态

恶 化三 重 恶性 循 环的 困 境 中解脱出来 ? 这 是本 文要 讨 论的 间题
,

也是 我 们 进 行战 略研究 的 重

要 任 务之 一
。

石 山地 区贫困落后 的原 因

随着 党 和政府 把工作 重点转移 到 经济工 作上 来 , 对贫 困地 区 的开 发 工作 已 引 起 普 遍 关

注
,

全 国 各地 加 快 了对 贫 困地 区 脱 贫工作 的进程
。

广西 也 在动员 各方 面 的力量 来支 援 贫 困地

区 的 脱 贫 致 富 , 特 别是对 石 山 地 区 的脱 贫和 开 发工 作
,

更 引起 各 级领 导 和 政府 的 重 视
。

为 了

寻 找 石 山地 区 脱 贫 致 富的 途 径
,

人们纷 纷对 该地 区 贫 困 落后 的原 因 进 行 剖 析
, 以 求 找 到 根

源 , 解 除症结
,

尽 快 使其摆 脱贫 困
,

走 向富裕
。

为 什 么 石
`

山 地 区 至 今仍这 样贫 困落 后? 我们 经 过调 查 和 综 合分 析
,

认 为
,

石 山地 区 是特

殊 环 境下 形成 的区 域
,

究 其贫 困的 原 因 是 复杂的
,

多 方 面 的 , 除 了 环 境特殊 和 众 多 的 自然 因

素 影 响外 , 解 放三 十 多年来 , 人们 没能 正 确 认 识石 山 地 区 经 济社会 进程 所处 的 历 史 阶段
,

没

能 根 据石 山地 区 的 区 情 , 制定 和 采 取正 确 的政 策
、

措施
,

从而 掌 握其 经 济发展 的 战 略 主 动

议 , 没能对 其进 行全 面 的治理 与 开 发
,

这才 是石 山地 区
一

长期未 能脱 贫 的 最 很 本 ;均 原 因
。

围 绕 这 个 根 本 原 因 , 对 有关 因 素 进 行 逐
一

分 析
,

是 我们 解 剖 石 山地 这 贫 困 落 后 原 因 的 看

眼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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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历 史 上 民族 压 迫 和 封建 落后 的 思想 意 识
,

极 端落 后 的 生 产 方 式
,

是造 成 石 山 地 区 贫 困

落 后 的 原 因 之 一
。

石 山地 区 贫 困 落 后
,

很大 程 度上 表 现在 聚 居 在大石 山 区 ( 峰 丛 山地 ) 的 少 数 民族 的 贫

困 落 后
。

居 住在 石 山地 区 的 少数 民族 有壮
、

瑶
、

苗
、

松 佬
、

毛 难 等
,

其 中 瑶 族和 毛 难族
、

松

佬族 有较 多 的 人 口 居 住 在大 石 山 区
。

这 些 民 族 在 历 史上深 受 民 族歧 视
、

民 族 压 迫 和 民族 战 争

之 苦
,

不 断被 征 伐
、

驱 赶
、

排斥 , 他们 以 边 远 寒 苦的 深 山而 居 , 靠 简单 落 后 的生 产 工 具 刀 耕

火种
,

常年处 于 饥 寒 交迫 之 中
,

落 后 的 自然 经济是 他们 世 代赖 以生 存 和生 产 的方 式
。

同 时各

民 族 中 都 不 同程 度 的 存在 一 些 古 老 原 始 的组 织形 式和封 建习 俗
。

民 族 内部的 旧 制度
、

旧 意 识

深深 地 禁 锢着 少数 民族 群众 的 思 想 和 行 为
,

严 重 束 缚 和妨 碍 其 经 济社会 的 发 展
。

如 瑶 族 的瑶

老 制 和 石 碑制
,

是 瑶 族 世 代 信奉
、

遵 守 的 民 族 制度
。

瑶老 制 原是 生产
、

政 治和 军 事 相结 合的

社会 组织
,

后 演 变 成为 封 建统 治 阶级 服 务的 专政 机构 , 石 碑 制 原 是 保护生 产 , 家 庭婚 姻 和 商

业活 动
、

防 御 外 侵的 习 惯 法 , 后 则 成 了 维护 统治者 猫山 征粮
、

鱼 肉百姓 的 法 令
。

尽 管 这 些 制

度
、

法令 在 深 深地 剥 削压 迫 着群 众
,

但 人们 仍在遵 守 信奉 着它
。

这 些 原始 落后 的 制 度
,

严 重

阻 碍 了家 庭 私 有 制 和 社会 分 工 的发 展
,

把 人们禁 锢在 原 始 的共 同体里
,

在狭 窄 的 范 围 进 行 生

产 活 动
。

天 地狭 小 , 见 识短 浅
,

使 得这 些 少数 民族 群 众 的智 慧 和 创造 力 受到 束缚
,

埋 下 了 缺

乏 改 变 现 状 的 原 望 和 听 天 由命的 思 想 根 基
。

在纽 挤发展 水 平上
,

少 数 民 族 的 生产 落 后
。

不 少地 方 使用 木 耙
、

木锄 等 木 利 工具
,

大 部

分 农 民 的 生 产工 具 主 要 是砍 刀
、

斧 头
、

锄头 和 背篓
,

使用 铁犁甚 少
。

农 业生 产 活动刀 耕火 种

盛行 , 普 遍存 在 “ 一 把 火 烧一 坡
,

一 个 山 窝收 几萝 ” 的生产 方 式 , 广种薄 收
。

主要 的作物 是 玉

米
、

著类 等
,

饲 养禽 畜数 量甚 少 , 多用 于 迷 信 祭祀
。

政 治上 的 多重压 迫 和 封 建落 后 的 旧 制 度
、

旧 意 识及落 后 的 自然经 济 ,

严 重妨碍 了石 山地

区 少数 民族 经 济社 会的 发 展 ; 落 后的 原 始 劳 动生产 力 , 使其 经挤发 展 水平 极 为低下 , 少 数 民

族 群众 在 穷 山 恶 水 中 挣 扎
。

这 就是 历 史 所 造成贫 困的 原 因
。

2 `

超越 石 山 地 区经 济 社 会 发展 的 历 史阶 段 , 盲 目 实行 一 系 列 违 反 现 实 的政 治 和 生 产 运

动
,

破 坏 了 生 态 平 衡
,

使石 山 地 区 仍 然 贫 寒 困 苦
。

新 中 国 成立 后 , 党和 国 家 在推 翻 民 族压 迫 和 阶级压 迫
,

帮 助各 民 族废 除 旧 的 制 度
、

帮 助

少 数 民 族发 展 经 济
、

发展 文 化 等方 面 , 采取 了 很 多措施 和 做 了 大量 的工 作
,

使 经 济社会 发展

比 汉 族 和 平 原 地 区 落后 近 一 个 世纪 的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和 群 众有 了 发展生 产的 基 础
,

开 始走 向新

生 活
。

石 山地 区 因 受 自然条 件 和地 理 屏 障 的 限制 , 加之 少数 民 族 聚 居
、

杂 居
,

其历 史
、

社 会发

展进 程不 同 , 经 济 社会的发 展 也是 不 平 衡 的 , 生 产力发 展 也是 多层 次 的 , 因 此 它 在社 会 主 义

建设 初 期所处 的 历史 阶段 应 比 整个 中 国 社会 主义 的建 设 发展 还有 更 多的特殊 性
。

然 而 , 在建

国 以 来我们 长 期 忽 视 了 这一 点 , 期 望早 日进 入 “ 共产 主 义 ” 。

从 五 十 年 代后 期开 始 , “ 左”

的错 误 的影 响和 历次 政治 运 动的冲击
、

生 产关系 不 断地 变革等 等
,

超 越 了 石 山 地 区 经济 社会

发展 的 历 史 阶段 , 强 行推 行 “ 一 大 二 公 ” 及 一系 列 违 反 客 观规律 的单 一 的 经 济体制
、

单 一 的

生产 经 营形式 和 单 一 的分配 方 式 , 其结果 不 仅严 重地 束 缚了 生产 办和 商 品经济 的发 展 , 迟 缓

了 石 山地 区 经 济建 设 的进程 , 还 给其 带 来 了 极其严 重的危 害
。

新 的生产 秩 序 既未 能 巩 固 发



12 1广 西 释 学 院 学 报 198 9年 10月

展 , 连 原 有的生产 基 础 也不 同程 度地 遭到 破 坏
,

生 态 平 衡也遭 到严 重破 坏 , 生 产条件 更加恶 介

劣
,

挫 伤 了 群众的 积 极性
,

使 石 山 地 区 经济 社会发 畏 更 加 远 远 落 后 于 全 国的平 均水平
。

在 全国 划定的 600 多个贫 困县 中全 广西 有 48 个 易 而 石 山 地 区 27 个 县 均 属此 列 ; 全 国 重

点 扶持 的 200 个 贫 困 县 中, 全广西 有23 个
,

其 中石 山地 区 27 个 县 就 占了 15 个
,

占广西 重 点 贫

困 面 的 65 % 稍高
。

据统 计在 全 广 西 人 均纯 收 入 2 00 元 以下
,

或 口 粮 不 足 20 0公 斤
,

尚未解决温

饱 的 900 多万 人 口 中 , 石 山地 区 就 有 500 多万 人 , 占全 区 的 “ % 以 上
,

截 至 1 9 8 6年 末 , 石 山地

区 2 7个 县仍 有 16 个 县 人均 纯 收入 在 200 元 以 下
。

在 我 们调 研的 27个 县 中 , 都 安瑶 族 自治县 是 最贫 困 的 县
,

地处 云 贵 高 原 余脉
,

是 典型的
“九 分 石 头一 分 土 ” 的大石 山 县

。

据 19 86年 统计
,

全 县农 民 人均 纯 收 入 仅 有 132 元
。

人均 纯 收 入

在 120 元 以下 的农 民还 有 8 8980户
,
5 66226人

,

占全 县 总 人 口 的 65 %
。

全 县粮 食产量 14 682
.

2万

公 斤 , 人均 有粮 12 5
。

1公 斤
。

在 全县 尚未解决 温饱 间题 的 56 万 人 中
,

有 22 万 多 人 至 今 还 住在

茅 草房 , 有 的还 住 岩洞
。

全 县 尚有 2 3
。

l 万 人和 20 多 万 头牲 畜缺 少饮 用水
。

七 百 鼻地 处都 安 县的 西 北 部
,

是 全 广 西
、

甚 至 全 国 闻 名的 贫 穷 乡 ( 瑶 族 乡 )
。

全 乡 4148

户 , 21 25。人
,

全 乡 土 地 面 积 38 万亩
,

其 中耕 地 只 有 1
.

9万 亩
,

仅 占土 地 面 积 5%
,

且 分 布 在

114。多个 谴 场 中
。

耕地 中较好 的 舍 地 有 2 97 6亩 , 占耕地 1 6
.

7 %
,

其余 全 是 碗一 块 , 瓢一 块 的

石 缝
、

石 穴 地
。

主 要粮 食作 物是 玉 米
,

最 高亩 产只 有15 。公 斤 左 右
,

低的 仅 有50 公 斤
,

有 的
、

甚 至颗 粒无 收
。

19 86年 全乡 人均纯 收入 103 元
,

人 均 口 粮仅 92
.

5公斤
,

同年 全 乡 有 1 96 67人 尚

未 解决 温饱 , 占总 人 口 92
。

56 % , 按 乡政 府的 脱贫 计 划
, 19 90年 全 乡 仍有 4” 户

,
24 25人 靠救

济度 日
。

凤 凰 乡巴 列村 是凤 山 县生 产条 件相 当好 的乡村 ( 距 县城 1公 里 远 )
。

该村 有 农 户 2 42 户
,

人 口 1 287人 , 19 8 6年 粮食 总 产 量 24
.

18万 公 斤
,

农 林牧 副 渔 业 总 收入 2 7
.

74万元
,

纯 收 入 21
.

35

万 元 , 人均 收入 现金 1“
.

45 元 , 口 粮 20 7
.

5公 斤
。

然而
,

把该村 242 户 进 行逐 一 分 类 , 极端贫

困 户 (年 人 均收 入 120 元
, 口 粮不 足 200 公 斤 )有73 户

,

占总 户 数 30
.

17 % ; 一 般 贫 困 户 ( 年 人

均 收入 120 ~ 200 元
, 口 粮不 足 200 公 斤 ) 有86 户

,

占总 户数 35
.

5% ; 温 饱 型 ( 年 人 均 收 入

20 0~ 50 0元
, 口 粮 200 ~ 2 50 公 斤 ) 有 8’1 户

,

占总 户数 33
.

47 % ; 温 饱 有余户 仅 占 全 村 户 数

。
.

8 2%
。

巴列 村 极端 贫 困 和一 般贫 困 户 二者 占全 村 总户数 的 65
.

7%
。

从 以上 县
、

乡
、

村 三 个 层 次的群 众生 活 水 平 可 见 , 解 放 三 十 多 年 , 由于 没 能 根据 石 山 区

社会 发 展的 实际进 行 经济建 设 , 以 致石 山地 区 少数 民 族地 区群 众生 活 仍然 非 常贫寒 困 苦
。

3
。

恶劣 的 自然环 境 , 长 期得 不 到有 计 划 的 治理
,

农业 生 产 条件相 当 落后 , 贫 困 相 子 无 法

摇 脱

石 山地 区 自然 环 境相 当恶 劣 ( 见 《广 西石 山地 区 的 自然 条件 和 社 会 概 况 》
,

此 处 省

略 )
,

由于 岩 溶石 山 面 积 大
,

生 态 环境 极其 脆 弱
,

加之 长 期 以 来人 们 对 大 自然进 行 掠夺 式的

生 产 经营 , 使 生态 环 境遭 到严 重 破坏 , 而 长期 以 来对 于 这 样的 环 境却 没 能 有计 划 地 进 行 治

理 , 以 致造 成环 境 易早易涝
,

农 业 生产 条件 很 落后
。

即使 在部 分 地 区 修建 了 农 田 水 利设 施 ,

水 利 化程 度 也 是非 常低 的
。

据统 计石 山 地 区 27 个 县 三 十 多年 来共 建水 库 1047座
,

总 库 容 量

19
.

19 亿 立 方 米
,

加之 其它水 利设施
,

有效 灌 溉 面 积 37 3
.

7 1万 亩
,

占耕地 的 3 3
。

9%
,

低 于 全 广

西 平 均水平 (全 广 西 有 效灌 溉 面 积 占耕地 的 5
。

% ) , 另 一 方面 许 多 地 区 进 行 的兴 修水 利
,

治

山 治水 的工 程 , 大 多受 政治运 动 的冲 击和 政 治的 需要 的 影 响
,

许 多 工 程 求大 求全 , 不 讲 究经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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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 益
,

花 架 子居 多
。

据统计 石 山地 区 27 个县 修建 的 104 7座 水 库
,

截 至 1 98 6年 止
, 已 有 险

、

病 库87 座
,

占已 修 水 库 的 4 6
。

51 %
,

是全 广 西险 病库 总 数 的 2 1
.

35 %
。

由于 长 期 以 来
,

对 石 山 地 区 恶 劣的 自然 条件 , 缺 乏 全 面 的有 计 lR] 的 进 行治理 , 农 业 生 产

基 础 设 施落 后
,

生 产条 件得不 到 改善 , 粮食单 产 长 期徘徊 在 200 公 斤 以下
,

满 足不 了 生 产 和

基本 口 很的 需 要
。

为 了 解决 吃饭 间题
,

长期 以来 石 山地 区 只得 全力 抓粮 食生 产
,

而石 山地 区

的 许 多 县份 现 行 的 自然 条件 又 在 较大 程 度上 制 约着 粮食生 产的 发 展
,

加之 掠 夺 性 的 生 产方 式

和 手 段
,

使 生态 环 境脆 弱 的 石 山地 区 遭 到严 重破 坏 , 使大 自然 失 去对 农 业 生产 应 有 的 屏 障 作

用 , 加 重 了贫 困
,

形 成 了 恶 性循 环
。

4
。

长 期 以 来 对石 山 地区 基本 建设 投 资落 少 , 工 业
、

交 通
、 .

能 源 基 础 设 施 薄 弱
,

使 其 摆 脱

贫 困 , 缺 乏 后 劲
。

石 山地 区 因 其 经 济 社会发 展 的 程 度 比其 他地 区落 后 ,

社会 生产 力相 当 低卞 , 自然条 件差

异 大
,

虽 然 资源 相 当 丰 富但 投 资环 境 比 其他 地区差
。

长期以来国 家对 这 里的基 本 建 设 的 投

资
,

除了 甲 央部 属 几 座 大 型 电 站和 几家 大 中型 工 矿 企业 外
,

地方 基本建 设投 资 很少
。

以 “ 六 五 ”

期 间计
,

全 广 西 基 本建 设投 资 99
。

69亿 元
,

石 山地 区 27个 县 只粼 3 ` 加%
。

由于投 资 少 , 许 多

基础 设施 如 农 田 基 本建 设 , 能 源
、

交通 等设施没有得到有计划的 建设
。

一

地 方工 业 基础 也 相 当

薄 弱 , 石 山地 区 27 个 县 独立 核 算工业 企 业的 固定资产原值2氏 均 亿元 , 仅 占 全 广 西 同 类 的
22

。

29%
。

若 除去 中央 和 自治区 所属 企业 , 县 属 工 业企业 固定资 产只有 7
`

44 亿 瓜 仅 占 全 广

西 的 6
。

31 %
。

由 于 基 础 设 施薄 弱 , 加 之 社会 劳 动生产 力水 平 低 , 不 少 地 方出 现 “ 靠 山吃 山 , 吃 山不 养

山
,

坐 吃 山 空 ” 的 后果
,

由于 地 方财 政极 弱 ( 绝大 部分 县入不 敷出 )
,

使其在治 理 国 土
、

治

理 社会
、

摆脱 贫 困 等方 面 , 缺 乏 后 劲
。

5
.

改 革 带 来 了 希 望 , 但石 山 地 区却 苦 于 文 化 科 技水 平 低 , 脱贫 步 子迈 不 大
。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全会 以 来
,

党 中央关 于 改 革开 放 的一 系 列方针政策给 全 国 的 经济 建设 开

辟了 新 的里 程
。

党 中央关于 农 村 经 济体 制改 革的 方 针 以 及 国务 院决定 对贫 困 地 区 进 行经 济开

发的 一系 列方 针
、

政 策及 措施 , 给全 国 的贫 困 地区 带来 了希 望
。

全 国几 百个贫 困县 经 过几年

的改 革 已取 得较 大 的成效 , 1 98 6年 全 国 农村 贫 困户 占总农户比 重 由 198 0年 的 61
.

6% 下 降 为

n
。

3% , 19即 年 全 国贫 困县 农村 社会 总 产 值 达 10 70
。

l 亿 元 , 农 户人 均 纯 收 入 21 7
。

8 元 , 比

198 0年 的 60
。

3元 增加 1 5 7
。

5元 , 增 长 2
。 `

6倍
。

石 山地 区 也 在 改革 中看 到 了希 望 , 寻找 出路
。

贫 困 的 农 民 从改 革 中尝到 了 甜头 ,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也从 1 98 4年 的 不 足 100 元上 升为 1 986年 的 186 元
。

同年
,

全 国农 民 人均 纯 叹 入37 9元
,

全广 西 农 民 人均 纯 收 入 306 元 , 石 山地 区 与全 国 相 比 差 17 3。
5元

,

仅 占广西 同 期 的 67
.

巧 %
。

改 革 给全 国 带 来 同 样的 希望 , 给贫 困 地 区 脱 贫 致 富带来 同样的 机会
,

而 广 西 石 山地 区 的 脱贫

步 子 却 迈 得不 大
。

决定 生产力 发 达程 度 的要 素是 资源
、

资 金
、

科 技和人才
。

石 山 地 区 过 去是有 资源
、

缺 资

金
、

缺 科技 人才 , 如 今 有 了 一 定 的扶贫 发展 基 金
,

但 仍 苦于 科 技和 教育 水平 低
。

缺乏 科 技 人

才, 成 了 当前 茸困 落 后 的 主 要 原 因 之一 而 现有 的一 批大 中专 科技 人 员
,

不 仅 人数 少 , 专业

面 窄 , 而 且 绝 大 部 分 在县 政 府和 机关 工作 , 现 有的 几十 万高
、

初 中毕业 返乡 知 识青年
,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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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 着改变 家 乡贫 困 现状 的强 烈 愿望 和要求
,

但 绝大 部分 却苦 于 没 有一 两 门实用 技术
。

其现

状是
,

一 方 面 缺 乏 人 才
,

一 方 面 现有 的 几十万 人才 资源 尚未被 开发 , 加上 90 % 以上 的农 民仍

处 于 自然经 济的 束缚之 中
,

几百 万 低素 质 的农 民 仍 然在 落后 的生产 水平上 , 主 要靠 消耗大量

的资源 来发 展 农村 经 济
。

目前
,

要想 依靠 科技 进步
,

依 靠提 高 社会 劳动生 产力 来发展 社会主

义 有计 划 的商 品 经 济
,

在石 山地 区 仍 有相 当大的差 距
。

这就是 石 山地 区 脱 贫步 子 迈不 大的 原

因
。

。
.

人 O 鹰 胀 的恶 性循环
,

对 经 济 增 长和 生 态环 境造 成沉 盆 的压 力 , 困 扰 粉经 济 社会 的发

展

人 口 的发 展 与一 定 的经 济社 会相 联系 , 而不 同的经 济 社会 有 着不 同 的 人 口 发展 特 征
。

处

于 贫 困型 经济 社会 状 态下 的石 山地 区
,

其 人 口 发 展 表征为 : 规 模大
、

速度快 ( 见 《广西 石 山

地 区 自然 条 件和 社会概 况 》 )
。

究其 原 因主 要 为 : 年 龄结 构轻
,

人 口 增 长惯 性 大 ; 分 散封闭

的 自然经 济和 地 理 屏 障是 人 口 赖 以迅 速增 长的 经济
、

社会 条件 ; 早婚 早育 的生 育观念 和 生 育

行 为 既 缩短 了人 口 生 产周 期 同时又 加快 了 人 口 的 增 长
。

凡此 种 种 , 形 成 了 人 口 膨 胀 的恶 性 循

环
,

而人 口 的恶 性膨 胀 却是 建立 在 薄弱 的 经 济基础 之 上
。

虽 然近 几年 来 , 石 山 地 区 经 济有 了

较 大 幅度的 增 长 , 但 由 于 基数低
,

经 济的增 长 和 人 们对发 展生 产 做 出 的种 种努 力 , 远远 赶不

上 人 口 的恶 性 膨 胀
。

沉 重 的 人 口 包袱
,

既加重 了 对 经济 增 长的压 力
,

加重 了 对 土 地 和资 源 的 负

荷 , 加 重 了 对主 态 环 境 的压 力 , 又 造成 人 口 膨 胀 与经 济落 后 , 生 态 环 境恶 化互 相交 织在 一 起

形成 恶性 循 环 , 困 扰着 经 济社会 的发 展 , 拉大 了 石 山地 区 与 广 西
、

与全 国 的差 距
。

了
。

落 后 的 l日传统 观 念 和 “ 等
、

命
、

要” 的情 性 束缚 粉部分 千 部群 众 , 思想 观 念 的更 新 和

杜会 改 革进程 十 分 级祖
。

石 山地 区 长 期处 于 贫 困 落后 的 状 态
,

其 中主 要 原 因 之 一 就是 文化 的 落后 租思 想观 念的 落

后
,

旧的 传 统 习 惯 和 新 的 “ 等
、

靠
、

要 ” 依 赖思 想交 积 在 一 起 , 形 成一 种 心 理 屏 障 , 困 扰

着人 们 , 滞缓 了 观念 更 新和 改革的 进 程
。

石 山地 区 的 群众 历 来 就 有 “ 重 农抑 商
,

以农 为本 ” 的传 统 观念
,

大 部分 群众 自给 自足 的 小

农 思 想 严 重夕 商 品观 念 十 分 淡 薄
。

对上 街 摆卖农 副产 品 则 认 为 “ 没 有 钱
,

穷才 卖东 西 ” 并 引

以为 耻 , 传统 的 生产 观念 是 “ 养猪 为 过年
,

种树 为盖 房 , 种桐 为 点灯
,

熬 酒 好待 客 , 。 “ 墟

场 ” 对 于 相 当 部分 群众 是非 常 陌 生 的 词 眼 , “ 读 书不 如 早 做工 ” 、 “ 有 灾有 病 求神灵 ” 、

杯 早 生早 育
、

多 子多 福冲 等愚 昧落 后 的思 想 深 深地 禁 锢着群 众
,

妨 碍 了生产力 的 发展
。

而新 产

生的 “ 等
、

霏
、

要” 是基 于 部分 贫 困 地 区 过去 长期 得到 国 家 “ 输 血 ” 式的 救 济而 形成 “ 背 靠

大树 好 乘 凉 ” 的 依 赖思 想
,

它 是 文化 思 想 落后 的延 伸 , 比传 统 的习 惯 更 危害 于 群 众 和干 部
。

据对 田 东县作 登 瑶 族 乡 的调 查 , 该 乡 三 十多年来 从 未有 一 年 在经 济
_

上翻 身和 自立 , 年 年 等 国

家救 济和 吃 统销 粮 度 日 , 靠 国 家 卞拨种 子 生 产
。

三 十 多个 春秋 , 国 家给 救 济
、

贷款 供给 统 销

粮只 增无 减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优 抚
、

救 济经费 达 344
.

5万 元 , 统 销 粮 1 0 131万 公 斤夕 贷款 2284

万 元
,

无 偿投 资 解决 人畜用 水40 0万 元 , 其 中联 合国 无偿 资助 220 万 元 ( 预算 )
。

尽管 国 家每

年 给 瑶 乡上 百 万 元的 资金 和 物 质扶 持
,

而 困 难和 落后 面 貌依 然如 旧
。

究 其 原 因
, “ 等国 家救 济

比 自己 辛苦主 产 米 得 易 ” 夕 “ 不 要 白不 要 ” 的 “ 等
、

靠
、

要 ” 思 想 意 识严 重地 影响 了部分 农

民 的生 产 自救 , 同 时 也使 于 部产 生 了只 要 找 到 “ 理 由” 向国 家 要 , 不 愁 不 给解决 的 依 赖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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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

石 山 地 区的 大部 分群 众 长期 面对 的是高 山 陡 坡
,

受 组是 自给 自足 的 自然经 济 约束 ,而 不 少

干 部 长 期面对 的是 小农 经 济意识 浓 厚的 群 众
,

且 长期 受 闭关 自守 的经 济格 局的 影响和 行政 事

务 的包 围 , 因 之 思 想 观 念 更新 的程 度较慢
,

改革 的步伐 相对于 其他 地 区 更 显 得缓慢
,

大 部分 县

领导 的主 要精 力
,

尚未能 转 移 到抓经 济建 设上
,

尚 未转移 到用 经 济手 段 来发 展 经济 的 轨道 上
。

8
。

缺 乏 整 体的 经 济 发展 战 略 研 究 和 战略 主 动 权

脱 贫 致 富 的根 本 出 路 在 于 发 展 以 科技 为 支柱 的社 会主 义 商 品经 济
。

对于 石 山 地 区 这个 多

类型
、

多 层 次 跨行 政地 区 的 区 域经济如 何发 展是 关 系 到如 何加快 其脱 贫步 伐
、

振 兴 广 西 经 济 的

大 事
。

以往 的 各种 规划
、

计划 都因 受 各种 主 客观 因 素 的影 响
,

缺 乏 在 正 确 认识石 山 地 区 现行 所

处 的 历 史发 展 阶段 和 地 位 以 及 各种 现状 的基 础上 , 进行 科学地 综 合分 析 , 进 行整 体 的战略 研

究 ; 没 能根 据 石 山 地 区 的特 点及 其经 济发展 的客观 规律 制定和 采取 正 确的政 策
、

措施
,

从 而

掌 握经 济 友 展 的 战 略 主 动 权 , 这 才 是石 山 地 区 长期 未能脱 贫 的根 本 原 因
。

综 甘 上 述石 山 地区 贫 困 落 后 的诸 类 因 素 , 无 论从 历 史 的角度 , 经济 的 角度和 社会 与 民 族

关系 的 角 度 看
,

历 史
、

自然
、

人 为三 大 类 因 素 的 各 种原 因构成 了石 山 地区 贫 困 落 后 的 综 合

症
,

并渗 透 到 社会 各个 领 域 , 直 接 影 响 了生 产力 诸要 素 的合理 配置 , 导 致 了石 山 地区 自我 发

展 和 经 济开 发的 启 动力 不 足
,

`

使其 经 济
、

社 会
、

生 态 陷入三 重 恶 性 循环
。

而 要 想全 面 地 铲 除

贫 幽 落 后 的 根 原
,

从 恶 性 循 环 中解 脱 出 来
,

必 须挖掘 全 社会 的 巨大 潜力
,

必须 从 生 态
、

经

济
、

社 会 等方 面 进 行 全 面的 综 合治理 和 开 发 , 并 自始 至 终 牢牢掌 握住经济 发展 的 战 略 主 动

权
。

石 山地 区 的战略地 位

我们 是 从 以 下 四 个 方 面 去 认识石 山 地 区 的战 略地 位
。

1
.

从 革命 老 区
、

民族 聚 居 区 和 边 防 前 哨看 石 山 地 区 的政 治
、

军事地 位
。

广西石 山地 区 是 老 革 命根据 地
,

是 邓 小平 等 同志领 导的
,

红七 军
、

红八 军的 诞生 地
,

著 名 的
“ 百色 起 义 ” 就 发生 在 这里

,

区 域 内左右江 一 带和 红 水 河沿岸 均为 革命 老区 , 石 山 地 区 是 一

个 多 民族 聚 居 地
,

有壮
、

瑶
、

苗
、

毛 南
、

低佬 等少数 民 族 800 多 万群 众聚 居在 这里 , 有 5个 民

族 自治 县
,

其 中有 全 国 唯 一 的性 佬族
、

毛 难族 自治 县 , 石山 地 区 还是 祖 国 南疆 的前 哨 , 区 域

内有 4个 边 境县
, 1 3。万 人 口 和 几 百公 里 国境 边 防 线

。

今天 , 中国革 命的胜 利
、

祖 国 的安 全
、

民 族 的 团 结都 与 这 里 的 各族 群众 过 去和 现在 作 出 的 各种 牺牲和 努力 息 息 相关
。

可见 , 石 山 地

区有 着重 妥 的 政 治和 军 事地 位
。

2
.

从 广 西 的区 域 经 济 特征者 石 山 地 区 的 经 济 战略地 位
。

广西 以 湘桂铁 路 为界
,

可 划分 为桂 东南和 桂西 北两大 区 域
。

桂 东南 区 域 ( 含 湘桂 铁 路两

侧 ) 地 势较为 平 坦
,

土 地 较 肥 沃
,

气 候 适 宜 , 交通
、

社会 文 明程 度 相对高 些 , 有 利于 进 行 较

大 规模 的经 济 活 动
,

且 具 有 我国 中部和 东部 沿 海经 济 带的特 点
。

而桂西 北 区 域 , 主 要 为 石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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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

受岩 溶发 育的 影 响
,

地 形 切割剧 烈
,

土 地 膺 薄
,

水 土 流 失严 重
,

生 态 环 境恶 化
,

社会

文 明程 度低
,

基础 设施 不 好
,

但 自然资源 非 常丰 富
。

相对 而言 , 如 果桂 东 南是 经 济较发 达的产

业 区 , 而 中部
,

即湘桂 铁 路两 侧
,

是 既有 资源 又 有 产业 群 的经 济 发达 区 , 而 桂西 北区 域则是

一个 不 发达 的资 源 区
。

桂 东 南区 域 和 湘桂 铁路 两侧 , 作为 我 国东 南洽 海 经 济发展 战略经 济带

和 腹 地 的一 部分
,

无疑 要 发 展 外 向型 经 济
,

力 争跻 身于 国 际 经济大 循 环 的 行列
。

但是
,

它需

要 桂西 北
,

也就是 石 山 地 区 的支 持
。

因 为 广 西 的 绝大 部分 土 特产 品 种 质 资 源 , 8 6
。

5% 的 水

力资 源
, 8 6

.

4% 的煤 炭和 70 % 的矿 产资 源 以 及 已 探 明的 石 油 储 量 都在 石 山 地 区
。

如 果 没 有石

山 地 区 的开 发
,

投 有石 山地 区 在能 源
,

原 材料 等方 面 的支 持
夕

桂 东南 区 域 的发展 也 将 受 到 影

响 , 因在 近 期 , 发展 大进大 出 的外 向型 经济在 广西 来 说 , 社 会 软硬 环境 仍然 有 相 当距 离
。

由

于 资 源 分 布 的不 均 匀 , 生 产 技 术水平 的 差 异
,

产业 结 构 的调整 等
,

将 使桂 东 南区 域和 桂西 韭

区 域 相互依 存的 程 度 日益 增 加
。

要 实现 广 西 经 济的 全面 振兴
,

就 必 须 使两大 区 域协 调 发展
,

使 两者 之 间在资 金
、

技 术
、

初 级 产 品 经 过 相互 联系 交流 之 后
,

有 一 个 理 想 的 产 品 总 量
。

因

而 , 广西经 济振 兴 的希望 仍 然离 不 开 石 山 地 区 的开 发
,

广西 经 济的 发展 与石 山 地 区 有 着唇 齿

相 依 的联 系
。

这 就是石 山 地 区 在 广 西 经 济发展 中的 战 略 地位
。

3
.

从 自然 生 态 环境 看 石 山 地 区在 广 西 的 生 态 屏 障 地 位
。

广西 地形在 总 体上 为西 北高
、

东 南低的 倾斜 盆地 , 而 石 山 地 区地 处 云 贵高 原 佘 脉与 广 西

盆地 , 构成 一 个 较大 的高 原斜 坡 , 是 云 贵高 原 与 广西 盆地 的连 结地带
,

而且 是 柳 江
、

红 水

河
、

左 江
、

右江 四大 河流 的上
、

中游 流 域集 雨 区
。

石 山 地 区 的生 态 环境之 优 劣 , 直接 影 响着

整个 西 江水系 诸 河 流水量和 广西 的 旱涝 灾害
。

而 现 在 广西 水 土 流 失 面积 越 来越 大 , 早涝 灾害

越来 越 频繁
,

在 很 大程度上 与石 山 地 区 的生 态环 境有 关
。

因 此 , 作 为广西 的生 态 屏 障
,

石 山

地 区 也具有 其重 要 的地 位
。

4
.

从 自然 地 理和 经 济 理 地 位盆看 广 西 石 山 地 区 在 大 西 南开 发 中 的 战略 地 位
。

广西 的 石 山 地 区地 处桂 西 北和 桂 西 南 , 是 我 国 大西 南
—

云
、

贵
、

川 通 往 祖 国 南大 门 ( 沿

海 ) 的 便捷 通 道 之 一
,

而 大 西 南不 仅是 我国 唯 一 横 跨东
、

中
、

西 部 三大经 济带的 经济 区 , 而

且是 集 有东
、

中
、

西 部诸 多 资源 特 性的 衔接 地带
。

广西 的 石 山 地 区处 在 东 西部 的 结 合 地带
,

将在 承上 启下 中起 着重 要 作用
。

可 以 说
,

作为 广西 的一个 重 要 地带
,

石 山 地 区 在 开 发大 西 南

中将具 有 重 要 的战 略地 位
。

综 合治理 的必 要性 与迫 切性

“ 治理 ” 通 常是 相对 自然 环 境 而 言
,

它 包括对 国 土 资源 的 保 护和对 诸 如 河 流
、

沙 漠
、

小

流 域和 水 上 流 失 等 各 种 自然 灾害的整 治 ; 我们 这里 讲的 “ 治 理 ” 除上 述 含 义 外 , 还 重 点 强 调

采用 工程 措施 和生 物工 程 措施 相结 合的 方 法
,

对 恶 化 的生 态 环境 的整 治
,

而 “ 综 合治理 ” 则

包 括对 社会
、

经 济
、

生 态 系统 ( 包 括软
、

硬 社会环 境 ) 进 行 全 面 的
、

并要 求 取 得整 体 社会 总

效 益 的 整 治
。

通 过 综 合治理 使石 山 地 区 整 个 社会
、

经 济
、

生态 系 统 的 功 能 逐 渐 优 化
,

使 社

会
、

经济
、

科技
、

人 文观念 形 态 和生 态环 境 得以 协 调 地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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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治 理 的 必 要 性 和 迫 切 性

石 山地 区 社会经 济 生 态系 统 由于 受其贫 困 落 后 的 各种 行为 和 各 种 因 素的 影 响
,

相 互 制

约
、

相 互 交 织在 一 起
,

形成 了 社会
_

经 济
、

生 态 系 统 三重 恶 性 循环
、

表现 为
:

民 贫 县 困 , 其

国 民 经济 与 全广 西
、

全 国 有 着 15 一 20 年 的 差 距
,

而 目前 差 距仍 在不 断扩 大乞 石 山 地 区 这种 落

后 状 况 与其 具 有 的资源 优 势和 战 略 地 位是 非 常不 相 适 应 的 , 以 致使其 在 当 前深 入改 革
、

进一

步 搞 活 经济 提 高人 民 生 活 水平 的 形 势下 显 得 极 不 协 调
。

这 种畸型 状况 函 待 改 变
,

这 无 论对 于

石 山 地 区 或整 个 广西 都 是重 要的 战略 任务
,

在 一 定 程 度上 对 大西 南开 发
,

对加 快全 国 经 济 建

设 也都 是重 要 的
。

要 改 变 现 状 , 要 使石 山 地 区 的 优势能 为 国 家建 设发挥 作用 , 就要 对其 社 会经 济生 态系 统

进 行 综 合治 理 和 综 合开 发
。

治 理 经 济 社会 中一 切不 利于 经 济 发展 的软
、

硬 环 境 , 纠 正 薄弱 的

经 济基础 支 撑 着庞 大 的 上 层 建筑 的 不 正 常 现象
,

调 整 不 合理 的 经 济社 会结 构 , 使综 合开 发 有

一 个 良好 的 社 会基 础
,

使经 济 发展 有较 坚 实的 物质 基 础
。

综 合 治 理 与 开 发
,

在 后 面 另 有 论述 , 本 节 着重 从 战 略 地 位的 角度 来讨 论综 合治理 的 必 要

性 和 迫 切 性
。

一
、

从 广 西 的 生 态 屏 障看 综 合 治 理 的 必 要 性 和 迫 切 性

石 山地 区 蕴 藏 着 国 家经 济 发展 所 需 要 的重 要 资 源
,

同 时 又 是 广 西 丘 陵
、

平 原 的 生 态 屏

障
,

在 广西 经 济 发展
,

以 及社会 发展 中占 有重 要 的 战略地 位
。

由于 多年 来人 们 对资 源 的不 合

理开 发
, 已 使石 山 地 区 这个 广 西 的生 态 屏 障 发 生 了严 重 的 危机 , 生态 平衡 失调 , 环 境 质 量 恶

劣
,

森林 和 生 物 资源量 日趋减 少
,

不 仅造 成 区 域 内连年早 涝交迭 , 而 且 使得 其 他平 原 地 区 灾

害 也不 断
。

因 此 保 护 资源 和治 理 石 山地 区 的生 态环 境
,

不 仅是石 山 地 区 国 土 整 治 和经 济 建设

的 重 大 任 务
,

也是 关系 到 全 广 西 国 民 经济 全 面 发 展 的 一 项 具 有重 要 意 义 的 战略性 任 务
。

要 使 石 山 区 的 群众 从 “ 捧 着金碗 讨 饭吃
,

睡 在 宝 地 上 靠救济 ” 的状况 中解脱 出 来
,

理 所

应 当 就 要 合 理 的 开 发 石 山 地 区 地 上 和地 下 的 自然 资 源
。

而 合理 地开 发资源
,

除 了 有计 划 有指

导地 开 发 外
夕

保持 良好 的 生 态 环境 则是 大前 提
。

特别是 在 目 前石 山地 区 生态环 境 严重 恶 化 的

情况 下
,

要 合理 开 发 资源 必 须 伴 随 着对 资源 的 保 护 和对 生 态 环 境的治 理
。

以 往生 态环 境 的 恶

化
,

导 致经 济 系 统 的贫 困
,

从而 引起社 会系 统 的滞缓 运 转
,

进 而使 生 态
、

经 济
、

社会 相 继 陷

入 三 重 恶 性 循 环 之 中的 教 训 是 值得 吸 取 的
。

就 目前 石 山 地 区的情况 而 言 , 从整 体上 必 须是 治

理 环 境
、

保 护 和 开 发 资 源 协调 进 行
,

但 在 局部 上 , 治理 和 开 发 可 以 有轻重 缓 急 和 先 后 之 分
。

石 山 地 区 自然 环 境 和 生 态环 境 严重 恶 化 以 及 由 此而 引 起的 各种危 害
,

在 各章 节 均 有不 同

程 度 的 叙 述
。

这里 侧 重 从石 山地 区 作为 广 西 的 生 态屏 障这一 重 要 作用 来 讨论 综合 治 理 的 必 要

性
。

石 山地 区 岩溶 面 积 大
,

分布 广
夕

主 要 集 中在 广 西 的 桂 西
、

桂 西 北桂 中和 桂西 南
。

这 些 地

区分 别处 于 云 贵高 原 斜 坡 与广 西 盆地
,

区 域 内石 灰岩 连片 构成 一 个 较宽 阔的 高原 斜坡
,

由其 连

结 着云 贵 高 原 和 广西 盆 地
。

石 山 地 区 还是 柳 江
、

红 水河
、

左
、

右 江 四 大 河 流 的上 中游流 域 集

雨 区
,

且 集 中了 广 西 大 部分 水源 涵 养
、

防 护林 区
,

整 个 地 理 位置 对 防止 广 西 山 地
、

丘 陵
、

平

原的 水土 流 失
、

早 涝 和 维 持生 态平 衡
,

起 着重要 的 屏 障 作用
。

其生 态 环 境 的优 劣直 接 影 响 着

整个西 江水 系 诸河 流 的 水量 和 洪害 , 影 响 着 全 广西 的水 土 保持 和 工 农业 生 产
。

而 近 年 来 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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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水土 流失 面积 越 来越为 早 涝 灾害 越来 越严 重 , 很 大程 度上 与石 山 地 区生 态 环 境 恶 化 有

关
。

红 水河 是 西江水系 的 干流 , 也是 广 西石 山地 区 的主 要 河流
,

_

巨是 中国 水 电资 源 的 三 大
“ 富矿 ” 之 一

。

但 多年 来 , 由于 上 游森林 和沿 河 两 岸的植 被遭 破坏
,

每 年流 入 河 内的 表土不

计其 数
。

近 年 来红 水 河 河水 含沙量 仅 次 于 黄 河
,

极 值 达 2 1
.

5公 斤 / 立方 米 , 经武 宣 水 文站溯

量 , 每年 流 经武 宣 的 泥 沙近 五千万 吨
,

占全 广 西 的 三分 之 二 多
。

红 水 河 流 沙增高 不 仅影响沿

岸 各县 的小水 电站 的正 常 发 电和 抽水 灌溉
,

给 正 在 开 发的 各级 电 站 带来 疏浚 河道和 排沙 的 困

难 , 还 使 下 游 河床 泥沙 淤塞 影 响水 路运 输
。

全 广 西 发源 于 40 片 水 源林 的36 4条 中 , 小 河 流
,

近 二 十多 年 来
,

由于 上 游森林多 次 乱 砍

伐和 石 山 地 区 生 态平 衡失调
,

造 成 流 量减 少 三 分 之 一 的河 流 有 146 条
,

流 量 减 少 二 分 之 一 的

有102 条
,

基 本干 涸 断 流的 有21 条
,

因水 源 枯 竭而 效 益 下 降的水 库有 600 多 座
,

中
、

小 电站 1400 多

处 , 水 利灌 溉 设 施 数万个
,

高稳产 田 减少数 百 万 亩
。

198 6年全 广 西 因 旱灾有 1 809 0座 山 塘
、

水 库 干涸 , 34 87条河溪 断 流 , 3 56
.

5万 人 和 14 6
.

8万 头 牲畜 饮水 发生 困 难
。

广 西石 山 地区 的 水 土 流 失 也 因生 态 环 境遭 到 破坏而 日益 严 重
。

据有 关 资 料 分析
,

石 灰岩

山 地每 年每 平方 公里 只 能 自然 风化 形成 7~ 26 吨 土 壤 , 如 按广 西每 年能 溶蚀 0
.

08 一 0
.

3毫米计

要 形成 20 厘 米 厚 的 耕作 土层 , 则 需 要 2至 7
.

5万 年
。

然而
,

石 山 地 区 一 方 面 石 山溶 蚀成 土 难 ,

另 一方 面 水 土 流 失却是 非 常的严 重
。

在 没 有经 过治 理 和 森 林
、

植被 遭 到破 坏 的地 区
,

山高 坡

陡 , 岩 石 裸 露
,

保 土 保水 能力 极差
,

一 场大雨 就能 使数 万 年 溶蚀 所得 的 土 壤 流 失殆 尽
,

仅 存

下石 穴 石 缝 的少 量 土 壤 , 水 土 流失 已经 到达无 土 可流 的惨 状
。

根 据珠 江 水利 委 员 会 19 8 6年的统计分 析
, “广 西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达 3万 平方 公里

,

占土 地 总 面

积 13 %
。

水 土 流 失原 因 除 了 桂 东 南和 沿海地 区 的崩 岗
、

沟 蚀和 桂 东北 的 崩 坡
、

泥 石 流 外
,

主

要 是石 灰岩地 区 的 面蚀
。

由此而 造成 表 土 流 失
,

地 力 下 降
,

河 流 年 载河 沙 量 增 高
,

水 源 枯

竭 , 河床 淤塞 , 洪 涝 灾害增 高 , 河道 通航 里程 缩 减
。 ” 广 西每年有 10 万 亩 良田 被 泥 沙 掩 埋

,

每 年流 失 的表 土 折 合氮
、

磷
、

钾 养分 175 万吨
。

据有 关资 料计 算
,

全 广 西 每 年 因 水 土 流 失 而

损 失的 粮食 达 105 亿 斤 , 相 当于正 常年 景 粮食产 量 的4 0% 左右
。

造 成 石 灰岩 山 区 “ 面 蚀 ” 除

了 石 山 地 区 岩溶 裸 露 面 积大
,

另 一 个 重 要 原因是 国家 长 期没能 对 这些 地 区 进行 有计 划的 国 土

整 治和 综 合 治理
。

综上 可 见 , 石 山地 区生 态 环境 恶化 , 给 广 西的环 境 带来的 影响是 非常严 重 的
,

它影 响全

广 西的水 土 保持 , 影响着 广西 的工 农 亚生 产
。

对 占全 广 西 土 地 面 积 3 2
.

2% 的 石 山 地 区 的 治理

已不 仅是解 除贫 困 落后 的症 证 , 不 仅是 局 部 国 土 整 治 的 问 题
,

而 是 关系 到全 广 西 国 土 整治和

造 福于 子 孙后 代的 大 事
。

二
、

从 “ 老
、

少
、

边 ” 地位看 , 综 合 洽理 是 一 项 刻 不 容 级 的 重 要 任 务
。

石 山 地 因 是 老革 命根 据地 , 同时 又是 一 个多 民 族 的聚居 地
,

也 是 祖 国 南部 边疆 的 国防前

哨 , 集 “ 老少 边山 穷” 于 一 体
。

过 去 为 了 中 国革命 的胜 利
,

为 了 保 卫祖 国 的安全 , 石 山 地区

各族 人 民 作出 了 很 大 的牺 牲
。

今天 , 综合 治理 与开 发石 山 地 区
,

帮助 这 里 的人民 摆脱贫 困
,

对 于加 深党和 老 区 人 民 的鱼 水 之 情 , 加 强各 民 族 的 团 结
,

促 进 边 疆 的 安定
,

巩 固 国 防 都有 着

重 要 的意 义
。

让老 区 人 民尽 快过 上好 日子 , 让先 烈 的遗 愿 得 以 实 现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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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右江 一带和 河 池 地 区 是有 名 的革命根 据 地
。

早在 第 一 次国 内 革命 战争 时期
,

韦 拔 群 同

志 就在 东 巴凤一 带组 织领导 了农 民 运 动 , 开 办 了 广 西 第 一届 农 民 运 动 讲 习 所
,

建 立 了 各 级

农 民 协会
。

第 二 次 国 内 革 命战 争时期
,

邓 小平
、

张 云 逸
、

李 明瑞等 同 志 在 这 里 领导 了 百色起

义 和 龙 州起 义 , 建 立 了 红 七军
、

红 八 军
,

石 山 地 区 成 千上 万 的优 秀 儿女加入 了 红 军
、

赤 卫

军
,

参加 了 起 义
,

掀 起 如火 如 茶 的 武装 斗争
。

当红 军 主 力 北上
,

留下 来 继 续率 领 二 十一 师 坚

持 斗争 的韦拔 群
、

陈 洪涛 同 志
,

因 叛 徒 出 卖
,

不 幸牺 牲
,

革 命暂 时 转入低 潮
。

在 极其 艰 难 的

斗 争岁 月 里
,

石 山 地 区 的 各族人 民在 中国 共产 党 的领导 下
,

坚信 “ 星 星 之 火
,

可 以 燎 原 ” ,

为 了 摆脱 苦难 的 命运
,

过上 幸福 生 活
,

前 赴 后 继
,

进 行 了不 屈不 挠 的斗 争
。

在 革 命战 争时期

仅 “ 东
、

巴
、

凤 ” 就有 2 160 0人 参 加 红 军
、

赤 卫 军 和 游 击 队
,

其 中 3797人 为革 命英勇 献 身
。

在 国 民 党 反 动 派对 右江 革 命根 据地 实行 轮番 “ 围 剿” , 封 山 锁 寨
,

烧 屋 并村
,

实行 “ 三 光”

时
, “ 东 巴凤 ” 共 有 25 10。多 户 的房 屋被 烧

,
5675人 惨遭杀 害

。

东 兰 县 192 8年 总人 口 为 1 1
.

8万
,

到 19 34年 只 剩下 5
.

7万 人
。

韦 拔群 同 志 家乡 一 带
,

被 烧毁 村 屯 13 个 , 被杀 害 群众 700 多 人
,

韦

拔 群 一 家 20 口 ,

牺 牲 了 17 人
,

陈 洪涛 一 家 7 口 ,

牺牲 了6人
。

由于 国 民党 反 动 派 的残 酷镇 压 以

及 多
:

次 对 根 据地人 民 进 行 清洗
,

使 得这里 的生 产基 础受 到毁 灭 性 破坏
,

人 民 生 活 极 其 艰难
。

革 命 胜 利 了
,

人们 忘 不 了 曾为 胜利 做 出牺 牲和 贡献 的老 区 群众
。

党和 政 府 曾努 力 为 这 里

的 群 众恢 复生 产和 提 高生 活 水平 提 供 各种 条 件
。

然 而 由于 自然 和 人 为的 许多 因素 的 影 响 , 当

社 会主 义 建设 向 四化 迈进 时
,

许 多老 区 的群 众
,

贫 困 面 貌仍 得不 到 根本 的改 变
,

绝 大多数 群

众 仍 没 过 上 好 日子
。

1 98 6年 全 广 西农 民人 均 纯 收入 306 元
,

石 山 地 区 农 民 人 均纯 收入 186 元
,

而 曾是 革 命 老根 据地 的河 池
、

百 色两 地 区 农 民 人均 纯 收入分 别为 17 8
.

59 元 和 1 65
.

84 元
。

其

中 “ 东
、

巴
、

凤 ” 现在 仍 是 广西 有名 的贫 困 落 后 县 (表 l)
。 “ 东

、

巴
、

凤 ” 不 仅经济 贫 困
,

科

表 1 东
、

巴
、

凤 三县 经济状 况简衰 (1 085 年 )

石 山地 区

人 均 工农 业 产值 ( 元 )

人 均农 业产 值 ( 元 )

人 均 口 粮 ( 公斤 )

人 均财政 收入 ( 元 )

东东 兰兰 巴 马马 凤 山山

309
。

9 6

18 6
.

9 0

178
.

4

2 0
。

6 8

技文 化也 很 落后
, 198 5年 三 个 县 10 625名 国家干 部 中

,

大专 文化 占8
.

6%
,

中专 占 34
.

2%
,

高 中 占

18
。

2% , 初 中 以 下 占40 % , 280 个 乡镇 企 业
,

从业人 员20 00多 人
,

没有 一个 中专 以 上 的 技 术员 ,

14 岁 以 上 人 口 中 , 文盲
、

半文 盲 占50 %
。

凤 山 县是 个 以 林 为主 的县 , 仅有 一个 林业 工 程 师 ,

巴马 县 300 多 名 医 务人 员
,

没 有一 个主 治 医 师 , 9个乡
、

镇 的卫生 院 连割 阑尾炎 这样 简单 的手

术也不 会 做
。

这些 曾为 革命 做 出 巨大 牺牲 和 贡 献 的老 区 人 民
,

如 今生 活 仍 然 这 样贫 困
,

科技

文化这 样落 后
,

经 济 发展 这样缓慢
,

不 能不 说是 个严 重 的间题
。

在 改 革不 断深 化的今 天
,

如

不 尽快 帮 助 这里 的人 民 铲 穷根
、

治 恶 水
,

不 加快 这里 的经济 发展进 程
,

就不 仅仅 是 经 济 间

*

东兰
、

巴 马
、

凤 山三 县
,

由于 地域 相连
,

具有共 同的光荣传 统和风土 人 情
,

习 惯称 东 巴凤
, 。

巾 单振蜂 《 先烈的遗愿为何 未能 实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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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而 将演 变为 政治 问 题
,

将会 动 摇人 们 对社 会主 义 制度和 我们 党 的方针 政 策的 信任 , 还 涉

及 到在 国际 上 的 政 治影 响间 题
。

为此
,

必 须 加快 对 石 山 地 区 的综 合 治理 与开 发 , 让 老 区人 民

早 日能得 到温 饱
,

过上 好 日子
,

让 先 烈们 的遗 愿得 以 实 现
。

2
.

让 “ 民族 大 团 结和 共 同 繁荣 ” 在 石 山 地 区 开 花 结果

石 山 地 区 聚 居 着 壮
、

瑶
、

苗
、

松 佬
、

毛 南等 多 个 民 族
,

人 口 81 3
.

83 万
,

占全 地 区 人 口 的
87

。

7%
,

是 广 西 少 数 民族 人 口 的 5 3
。

7%
。

居 住 在 石 山 地 区 的 少 数 民 族 由于 历 史 上 受 民 族 压 迫 之 苦
,

频 繁迁 居
,

远 离平 坝
, 以 深 山 老

林 为 屏 障
,

过 着食不 裹腹
、

衣不 御寒
、

住不 避 风 雨 的贫苦 生 活
。

解 放 后虽 然 党和 人 民 政府 对

居 住在 深 山 及 边 远 山 区 的少数 民族 群 众 的生 活 给 予 很 大 的救济和 照 顾
、

尽 可 能 利 用 各种 条

件
,

帮 助他们 发展 生 产
。

但 由于 地 理 环 境恶 劣
,

几 千年 形 成 的封 闭
、

保守 的 自 然 经 济 和 落

后 的 社会 意 识 对群众 的束 缚
,

以 及我们 工 作 上 多 次 的失 误
,

这 些 地 区 的 生产 力 水平 仍然 很

低 下 夕 商品 经 济意 识 非常 淡 薄
,

有 的地 方甚 至很 愚 昧
、

落后
。

少 数 民族 聚 居 的 大 石 山 区 目前

还 较普 通 存在 “ 吃 饭难
,

用 钱 难
,

住 房难
,

上 学 难
,

看 病难
,

饮水 难
,

养猪 难
,

特 困户 多 ” ( “ 七

难 ” “ 一 多 ” ) 的 问 题
。

据环 江 毛 南族 自治县人 民 政 府 调 查 组 对 该县 上 南
、

下 南
、

木 论
、

长 美 四 个乡 的 调 查材 料 , “ 七 难 ” “ 一 多 ” 具体 反 映在
:

一
、

吃 饭 准
: 1 9 8 5年 人 均 产 粮 1 5 3

.

5

公斤
夕 口 粮 仅有 11 1

.

5公 斤
,

一 年 内有 四 个 月 断粮
,

严 重 缺 粮 户 33 03户
,

占 四 乡 总 户 数

4 3
.

4%
,

其 中上南 乡 每人 每月 口 粮 6公 斤
,

百分 之 八 十 农户 要 吃 救济 粮 和 统 销 粮
。

二
、

用 钱

难
: 198 6年 四 个 乡 有 1 508户 农 民领 了 粮证 无 钱购 买

,

大部 分 农 民 买 猪
,

买 牛 没 有 资全
,

其 中

木 论乡 缺 买猪 钱
、

缺 买 牛 钱户 占总 户 数 19
.

1%
。

三
、

住 房 难
:

四 个乡 住 房 困 难 的群众 有 387 户 ,

分 别住在 岩 洞
、

草 房
、

危 房 和 四 面 通 风 的空 架 房
。

四
、

上 学难
:

四 个 乡 适 龄儿 童 入 学 率 有

70 %
,

巩 固 率仅 达功 %
,

上 学 读 书的 学生
,

中午餐 用 一些 炒玉 米 和 南瓜 充 饥
,

冬 天 上 学 光脚 仅 穿

一 两件 衣 服 的 学 生 占50 肠
。

五
、

看病 难
:

各村 没 有卫 生 室
,

群 众 有病 难求 医
,

其 中 上 南乡 1 9 75

年 至 1 98 5年 全 乡有 23 人 因病 得不 到 治 疗 而 死 亡
。

乡 卫 生 院卫 生 人 员 少
,

设备 奇缺
,

平 均 每个

乡 卫 生 院器械 不 足 300 元
。

六
、

饮 水 困 难 : 全乡 1797 5人 饮水 困 难 占总人 数 43
.

32%
,

情 况 正

如 老 百 姓 常唱 的歌 瑶 “要 水好 比 采 金 难
,

钻进 岩 洞九 曲 弯
,

半天 挑来 一 担水
,

三 斤 汗 水 洗 个

凉 ” 。

七
、

养 猪 难
:

缺 粮
.

缺水
、

缺 饲 料 , 猪瘟 死亡 率高
。

八
、

特 困 户多 , 四 个 乡 全 部家产

不 值 一百 元 的 有21 8户
,

其 中长 美村 拉 养 队 蒙玉 昌一家 五 口 ,

妻 子 双 目失 明
,

全 家 只 有 一 个

床 铺
夕

为 糊 口 , 1985年将 九 岁 孩子出 卖换 粮食 ; 木 论 乡下 荣村 洞 江 队 覃 吉光
,

六 口 人 仅 有 一

间 1 5平 方 米 的危草 房
,

家 产不 值 30 元
, 198 4年 被 迫 把 14 岁 的 女孩 出 卖 换 粮食 ; 上 南 乡 上南 村

上 艾 屯 覃庆修
,

一家 10 口 人 住 在 四 通八 达 的房 子里
,

三 个 无 垫 的 光板 床
,

七 个碗
,

老 娘 把烂

布 围 腰 当 作裤 子
,

白天 不 敢 外 出劳 动
。

上 南
、

下 南
、

木 论
、

长 美 四 乡 这 样 的贫 困 状 况 在 石 山

地 区 的 少数 民 族 聚 居 区 内还 是具 有一 定 代 表 性 的
。

以 民族 大 团 结和 共 同繁 荣 的战 略方 针 和 既

定 国策 来看
,

少数 民 族 地 区 过于 贫苦是 不 利 于 民 族 团 结 和国 家 安定 的
,

对 于 这 些 地 区 必 须尽

快 从根 本 上 治 理 自然环 境和 提 高劳 动者的 素质
,

使 其 铲 除穷根
。

让 民 族 团 结共 同繁 荣 之 花 在

这 里盛 开

3
.

综 合 治理
,

使 边境 国 强 民 富
,

促 进 安 宁

广 西 地 处于 我 国 西 南的 边 境 重 地
,

与 越 南紧 相 邻
,

具 有 重要 的 战略 地 位
。

三 十 多 年来 一

直 处于 前 线 和 长 期备 战 的 状 态 五 十年 代 援 越 抗法
,

六 十年 代 援 越抗 美
夕

七 十 年 代 末
,

八 十

年 代初 对越 自卫 还 击
。

广西 各族 人 民 为祖 国 的安全 和 全 国 人 民 生 活 安宁 作 出 了很 大 贡 献和 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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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
。

处 于 最 前 线的 石 山地 区 有 几 百 公 里 的边 境 线 , 靖西
、

那 坡
、

龙 州
、

大 新 等县 与 越 南 紧 相

邻
。

多 年 来
,

这 里的 人 民 配 合人 民解 放 军 为 了 保卫 国 家安 全 做 出 了很 大 的 牺 牲和 贡 献
。

然 而

由于 处于 前线 和 长 期备 战也 给经 济 建设 带来 种种 不 利的因 素 , 影响生 产建 设 和 迟 缓 了脱 贫 致

富的 进 程
,

各 县 基 本 上 均是 民 贫县 困
。

例 如靖 西 县
, 1 987年全 县人 均工 农 业 产 值22 。元

,

人 均 国

民 收 入 1 68 元
,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152 元
,

仅相 当 于 广 西 石 山 地 区平 均水 平 的 60 ~ 80 % ; 相 当于

广西 平 均 水 平 的 40 一 50 %
,

全 县仍 有 70 % 的 农 民 尚未解 决温 饱
。

靖西 县不 仅 民贫 , 县级 财政

也 很拮 据
,

仅 1 988年 1一 4月
,

县级 财政 已 有 400 多 万元 赤 字
。

贫 困 在 困 扰着 这 些 边 境 县
,

也

在 影响 着 边 境 的 安宁
。

越 南人 隔 山 叫喊 “ 要在 三 年超 过 中国 ” 且 不 时常 来 骚 扰
。

可 见 民 贫县

困 对 边 疆安 宁 的 压 力 之 大
。

地 处 边 境 的 广 西 石 山 县不 仅是 卫 士
,

还 是 窗 口 ,

在 某种程 度 上
,

它对 外 代表 着广 西
,

代 表 着 中华人 民共 和 国 的 形 象
。

对 这 些 地 区进行 综 合治 理 , 加 快 经 济 建

设步 伐
,

使 人 民 脱 贫致 富
,

对 边 境 的安 宁
,

对加 快 祖国 的社德维趁义 建设 都是 至 关 重 要 的
。

民

富国 才 强 , 边 境 县
、

乡 都 富 强 了
,

国 防 才能巩 固
,

边 疆才能 安 宁
。

三
、

从 石 山 地 区在 广 西 经 济 发 展 和 大 西 南 开 发 的 区 位 看
,

综 合 洽 理 已 迫 在 月 魄
。

在 具 有一 定科 技水 平基 础 上
夕

国 家 建 设
、

经 济 发展
、

人 民 生 活 水平 的进 一 步 提 高 所 依赖

的是 自然 资源
。

广 西 的资源 在 山 区 , 经 济 发 展 需 要 的 重 点 原 料在 石 山 区
。

水 能 电力 资 源 和 矿

产 资源 的 “ 富矿 区 ” ,

建材工 业 发 展 的 天 然 原 料仓 库
,

宜 林
、

宜 牧 的 土 地 资源 和 珍稀 的 土 特

产 品 , 林 木 蓄 积 量 等 等都 是石 山 地 区 的现 实 资源 优 势
,

且 开 发的 潜力很 大
。

这 些 资 源 是 平

原 和 沿 海地 区 所不 及 的
。

广 西 要进 一 步 发展 经 济
,

要 缩 小 与全 国 的差 距 , 重要 一 条是 发 挥 自

然 资源 的优 势
,

进 而 将 其 变 大商 品 经 济 优 势
,

变成地 方产 出 优 势
.

而 广 西 石 山地 区 的 自然 资

源 的开 发和 对 生态 环境 的治理 以 及 经 济社 会 的 发展
,

都 将 给广西 的 经济 建 设 提供 丰富 的物 质

资料和 良好 的生 态 环 境 以 及 减 轻地 方 财 政 的 压 力
。

否 则
,

贫 困 落 后
,

生态 环 境恶 化 形 成 的沉

重 包 袱
,

将 使 广西 经济 发 展 步 履 维 艰
。

可 以 说
,

综 合治 理 石 山 地 区对 于 广 西 经 济 发 展 来 说
,

如 同 逆 水行 舟
,

不 进 则 退 !

石 山 地 区 地 处 桂 西 北 和 桂 西 南
,

_

巨具 有以 百 色 为 中心 枢纽 的 桂滇 黔水 路
、

公 路 运 输 网 ,

以崇左 为 中 心 枢 纽 的 桂西 南 铁路
、

水
、

陆运 输 网
,

以 河 池 宜 山 为 中心 的黔 桂铁 路运 输 线
。

尽 管

石 山 地 区 月前 基 础设 施 差
,

但却是 我 国 大 西 南 通 往 祖 国 南大 门 ( 沿 海 ) 的便 捷 通 道
,

由 于 石

山地 区 处在 东西 部 的 中转地 位
,

又 是 我 国 通 向越 南铁 路和 公 路 的通 道
,

还 有几 个 县 与 越 南接

壤
,

因 此 战 略位置 十分 重要
。

随 着国 家经 济 建 设 的 发 展 需 要
,

开 发祖 国 大西 南 资源 已提 到国

家 的议 事 日程
。

如 果 交 通 运 输 不 发 达
,

则 资源 不 能 开 发 ; 生 产不 发展
,

则 经 济 不 振 兴
夕

人

民
r

也不 可 能 富裕
,

势 必严 重 影 响 祖 国 大 西 南 的开 发 和 国 家 的 经 济建设
。

如 果 石 山地 区 长 此 贫

困 落后
,

将 会 成 为 大西 南 出 海 口 通 道上 的 拦 路 虎
,

其 结果 于 国 于 民 都 是 非 常 不 利 的
。

综 上所述
,

石 山 地 区 具 有 的 重 要 地 位
,

提 醒我 们 : 必 须加 快对 石 山地 区 进 行 综 合治理
,

以 使 它 早 日脱 贫
,

一

早 日能 为 国 家经 济 建设 发挥 力 量
。

对 石 山 地 区 的 综 合治理
,

实际 也是 人 与 自然环 境
、

自然 资源 之 间如 何协 调 相处和 共 同 发

展 的问题 , 人 们 开 始意 识 到这 个间题 的 重 要
,

并 开 始在 注意 其相 互 间的协 调 发展
。

如 在 “ 严

格控 制人 口 增 长
,

合理 利 用 自然 资 源
,

保 持 良好 生 态环 境 ” 下 发展 农 业 生 产 , 制 定 乒县 经 济
、

科技社 会 发 展 急体 规 划 ; 不 少群 众 饱 尝 生 态 环 境遭 受破 坏而 给 自身 的 生 产
、

生 活 带来 的 恶 果

中觉悟起 来
。

近 年 来经 过 治理 之后 , 摘 掉贫 困 落后 帽 子 , 走 向致 富的村
、

屯
、

户不 断 涌 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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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平果 县 的果 化乡 陇劳 生 产 队
、

忻城 县北 更 的石 叠 屯
、

马 山 县 古零 乡 古 零村 弄拉村
、

罗 城县怀 h

群乡 剑江 村肯 王 屯
、

德 保 县马 隘乡 古 学 村
、

那 坡县龙 合乡 智合村 ( 详见典 型经验 汇 编 )
。

他

们 当 中有封 山 育林 发展 林牧业 脱 贫致 富 的典 型
,

有 因地 制 宜 发展 土 特产 摆脱贫困 进入温 饱甜
、

典型
,

有 以 种 养业 为 主 发展 多 种 经 营摘 掉穷 帽 子 的 典 型
·

一
。

总 结这 些典 型 的经 验 最 重要的一

是对 旧 习 惯
、

旧意 识进 行改 革 和 更 新
,

在 发 展 商品 生 产 中吸 收 新 的 观 念 和 思 想
,

实行 封山

育林
,

逐 步 改善 受破 坏 的 生 态 环 境
,

逐 步 恢 复 大 自然 对 农 业 生 产应 有 的 生态效 应
,

同时在 改

革 和 生 产 实践 中造 就 了 一 批能 人
,

由此 而 带动一 片
。

这 些 村户 的事 例说 明
,

群 众 已 开始 认 识

到人 与 自然 关 系 中 , 人 既 是大 自然 的主 宰 , 也是生 态系统 的一 个 组 成 部分
,

人类 的活 动 ( 生

产行 为 )
,

应 与环 境 和 资源 相 协 调
,

同发展
。

有了 这些 思 想 基础 和榜 样
,

我们 对石 山 地 区 的

综 合治理 也 就 有 了 办 法
,

脱 贫致 富是 完全 可 以 实 现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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