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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是辽宁西部山区农业生产中

长期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
。

这 里 风 沙 干

旱
,

植被稀少
,

属低 山丘陵地带
。

总土地

面积 39
,

89 7平方公里
,

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2 8 , 87 0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的 7 2
.

4%
。

而

朝 阳
、

阜新地区水土流失 面 积 约 21
,

8 50

平方公里
,

占全省水土流失面积 55
,

9 :31 平

方公里的 3 9
。
o%

。

这里的侵蚀模数很高
,

大凌河流域上游
,

每年从每平方公里土地

上流失的泥沙
,

平均为 1
, 6 9 3
.

2吨
,

仅次于

黄河
,

每吨土壤要带走 6
.

2一 1 0
.

2公 斤 有

机质
, 0
.

2一 1
。

2公斤氮
, 1
.

9 一 2
.

6 公 斤

磷
。

侵蚀的结果
,

使土壤肥力越来越低
,

土壤性状全面恶化
,

严重影响作物生
一

长和

农业产量
。

广大群众深切感到
,

要改变山

区贫困面貌
,

非搞好水 土保持不可
。

搞好水土保持
,

必须制定一个全面规

划
。

我们认为
,

辽西低山丘陵区水土保持

总的方针应当遵循
:

全面规划
,

综 合 治

理
,

集中治理
,

连续治理
,

沟坡兼治
,

以

坡为主
,

生物措施与工程 措施相结合的原

则进行
,

充分利用广阔的土地资源
,

促进

农业生产发展
。

通过反复实践
,

近儿年摸

索出一条按小流域进行综合治理的路子
,

这是我国水土保持工作的新发展
。

按小流

域进行综合治理有以下几点好处
:

1
.

符合治理水土流失的容观规律
。

一

个小流域是产生径流泥沙的单元
,

按流域

从上到下因害设防
,

把治坡与治沟
,

生物

措施与工程措施更好的结合起来
,

有效地

控制水土流失
。

根据黄河泥沙来源和输移

问题的研究成果
,

黄河泥沙主要来源于黄

土丘陵沟壑区的土壤侵蚀
,

而在这一地区

泥沙输移 比接近于一
,

如果在小流域拦截

一吨泥沙
,

可以使进入黄河泥沙也减少约

一吨
。

这就明显的看出
,

按小流域进行综

合治理的重要意义
。

2
.

是山区致富之路
。

能够按照 自然特

点
,

有效的开发利用水土资源
,

合理安排

农林牧业生产
,

改变农业生产结构
,

提高

土地利用率
,

加速农业经济发展
,

使农民

尽快富裕起来
。

阜新县池本扎兰公社白玉

都大队
,

解放前是个
“ 山上和尚头
,

河滩

不长草
” 的穷山沟
,

粮食亩产 50 斤左右
。

1 9 6 4年开始
,

大搞治山治水
,

生物措施与

工程措施相结合
,

对坡耕地
、

沟壑
、

河滩

进行了综合治理
,

现 已基本改变了山村面

貌
。

每人平均有林地 12 亩
,

治理水平梯田

4
,

00 0亩
,

林网方田 2
,

0 00 亩
,

实现 了一人

一亩水浇地
。
1 9 7 9年粮食总产 5 3 1万斤

,

平

均亩产 79 0斤
,

每人平均收入 2 30 元
。

综合

治理的小流域比没治理的小流域
,

年径流

量削减 71 %
,

泥沙量削减 56 %
。

3
.

有利于农村发展盆体规划
,

正确处



理当前与长远
,

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

充分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

加快水土保持工作的

步伐
。

此外
,

便于农
、

林
、

牧
、

水等各方

面科研力量协同作战
,

使 小流域治理速见

成效
,

治一片成 一 片
,

逐步推广
。

辽西地

区近年来凡是按小流域综合治理的
,

都收

到了控制水土流失的 良好效果
。

一
、

搞好小流域综合

治理规划的几个基本原则

( 一 )改单一农业结构为半农半牧经济

辽西地区最大 的优势是土地 资 源 丰 富
,

地广人稀
。

气候特点是风沙大
,

雨量少
,

十年九旱
。

过去单纯强调粮食生产
,

广种

薄收
,

到处开荒
、

轮荒
,

使土 地 越 种 越

薄
,

生态条件遭到破坏
,

水土流失严 重
,

人 民生活越来越贫困
。

制定小流域规划
,

根本 目的是控制水土流失
,

发挥山区优势
,

使人 民尽快变富
。

辽西地区最大的优势是

土地资源丰富
。

如何发挥这个优势 ? 必须

大力造林
,

种草
,

改单一农业结构为半农

半牧经济
,

使农林牧三者都得到发展
。

这

样
,

既可改变土壤肥力 的恶性循环
,

也可

有效的保持水土
。

很多社队的生产实践表

明
,

凡是林
、

草上去了
,

社员 的烧柴
、

养

猪
、

养羊都得到解决
,

粪肥也大大增加
,

土壤肥力很快提高
,

粮食产量显著上升
,

农林牧各业都会得到发展
,

生态体系也逐

渐得到恢复
。

这种农林牧全面发展的经济

结构比单一粮食生产的经济结构
,

有很多

优越性
,

使山区面貌在短期 内得到改变
。

(二 ) 规划要注意
“ 长短 ”

结合
,

工

程措施
、

生物措施结合
。

制定规划时
,

既要有长远 的 致 富 规

划
,

又要有当前的抓富措施
,

使农民在实

现规划的过程中收入稳步上升
,

吸引广大

群众投入到小流域 治理活动中来
,

使水土

保持工 作速见成效
。

在水 土保持措施的配

置上
,

应 以生物措施为主
,

工程措施紧密

结合
,

只有这样
,

小流域水土流失才能得

到有效的控制
。

(三 ) 抓住小流域的主要矛盾
。

辽西地区虽然整体上都属 于 低 山 丘

陵
,

但每个小流域各有不 同的特点
。

在制定

规划时
,

不要千篇一律
,

抓住主要矛盾
,

分

清轻 重缓急
,

分期分批逐项落实
。

在流域内

采取预防与治理并重
,

治理与养护结合
,

上下兼治
,

沟坡兼治
,

工程措施
、

生物措

施各有特点
,

避免上下干扰
,

前后矛盾
,

工程 重复
,

浪费人力物力
。

二
、

小流域

综合治理规划的步骤

作为重点小流域规划应满 足 以 下 条

件
:

(一 ) 小流域的面积要适当
,

过大不

易速见成效
,

过小对水土保持 的 意 义 不

大
,

最好 以 10 一 20 平方公里为宜
。

(二 ) 社队领导积极性高
,

群众有要

求
,

治理有基础
,

能在 3 一 5 年做出成效

的
。

(三 ) 小流域有一定 的代表性
,

开始

治理选在交通比较方便 的地方
,

以利于推

广
。

制定小流域规划可 以分 以下步骤
:

1
.

自然状况调查与社经调查
。

调查 内

容包括
:
( 1) 土壤调查
:

地形
、

地 貌
、

坡度
、

坡 向
、

植被
、

土地利用等情况以及

土壤类型
、

理化分析等
, ( 2) 水文 气 象

调查
:

气象
、

降雨
、

洪峰
、

洪量
、

泥沙
、

风力
、

早情等资料 , (3 ) 森林资源调查
:

林地面积
,

宜林地面积
,

林相
,

木材蓄积

量
,

不合理砍伐等情况
; ( 4) 土壤 侵 蚀

调查
:

陡坡开荒
,

侵蚀类型
,

沟壑面积
,



牧场沙化等情况 ;( 5 )农业经济调查
:

人

口
、 l

土地面积
、

劳 力
、

畜 力
、

亩 产
、

总

产
、

社队总收入
,

农
、

林
、

牧
、

付各业收

入 比例
,

动力机械等情况
。

通过调查
,

摸

清全流域的历史状况及变化规律
,

水土流

失和经济结构的现状
,

找出阻碍农业发展

和山区贫困的根本原因
,

为综合治理规划
t

提供依据
。

2
.

土地分类
。

土地分级划类是确定土

地利用方向
、

制定农林牧全面规划的重要

依据
。

土地分级是根据土层厚度
、 ·

坡度
、

·

侵蚀程度来确定的
。

根据生产实 际
,

农林

牧付渔自然资源利用情况
,

辽宁西部丘陵

地区土地可划分五级
:

I 级— 土地坡度在 5
。

以下
,

存在轻

度侵蚀
,

采取一些适当的保土措施 (等高

种植
、

修地埂等 ) 就可 以安全的进行农作

物种植
。

亚级— 土地坡度在 5 一 15
。

之 间
,

土壤在利用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

需要进

行集中治理 (此级土地可采取修筑梯田等

措施 )
。

l 级
·

— 土地坡度在 15 一25
。

之间
,

土

壤在利用上受严格限制
,

容易遭受侵蚀
、

干旱危害
,

需要经过特别治理
,

才可种植

农作物
。

W级— 是有林地或宜林地
。

土地坡

度很陡
,

可能受到强烈侵蚀
。

本级土地应

建立永久植被
,

发展用材林
、

经济林和各

种果树
。

V 级
,

— 荒山秃岭
、

沟壑
、

河滩
,

最

好用天然植被来保护
,

可发展 水 土 保 持

林
、

薪炭林
、

护岸林
,

种植牧草等
。

3
.

技术资料的分析与计算
:

( l) 测绘小流域地形图
。

比例 尺 采

用五千分之一较适用
。

绘制河道固定断面

图
。

收集整理流域的各种地理参数 (如地

形
、

地质
、

地貌
、

植被
、

土壤
、

水文
、

气

象等 )
, 为设计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做好

准备
。

(2 ) 计算天然来水帐和工程水文帐
。

天然来水帐包括年来水量
、

来沙量
、

洪峰

和洪量四个方面
; 工程水文帐是在天然来

水的基础上
,

决定建筑物规模 (如坝高
、

库容
、

效益面积
、

溢洪道断面
、

河宽及护

岸坝高等 )
。

4
.

综合规划
。

根据 已掌握 的资料和分

析计算数据
,

结合规划的原则
,

对 农
、

林
、

牧及农田基本建设等方而提出切实可

行的技术指标和技术措施
,

着重解决 以下

J七个问题
:

( l) 陡坡地加速种草
、

造林
,

提高利

用率问题
;

( 2) 农林牧三者用地比例问题
;

(3 ) 控制水土流失
,

增加地力
,

提高

单位面积产量 问题
。

最后绘制土地利用分

布图
、

农 田建设工程布置图等
。

5
.

经济效益估算和规划投资预算
。

由

于综合规划改变了落后的农业经济结构
,

各项收入比例发生很大变化
,

根据各项规

划措施
,

实事求是的计算出各年增长的比

例
。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拦泥效果
,

降低

侵蚀模数的指标和粮食增产指标等
。

根据

辽西地区的实际情况
,

小流域治理应达到

如下标准
:

(1 ) 流域内的水土流失面积
,

基 本

得到治理
,

林草面积 占宜林
、

宜草面积的

80 % 以上
。

(2 ) 建设好基本农 田
,

提高 单 位面

积产量
,

在保证粮食 自给有余的前提下
,

压缩粮谷面积
。

( 3) 社员人均收入增加 30 一 50 %
。 .

投资计划应本着 自力更生为主
,

国家

扶持为辅的原则
。

对于群众解决不了的主

程材料
、

苗木草种
、

机械耗油等费用
,

由

国家给予投资
。

根据 辽宁省实际情况
,

小流



域治理投资每平方公里不应超过一万元
。

三
、

低山丘陵区小流域综合

治理规划的主要内容

1
.

农 田规划
。

为了改 变单 一 农 业 结

构
,

把辽西地 区变成半农半牧基地
,

首先

要建成一定数量 的高产稳产农田
。

这部分

农 田能够做到早能灌
,

涝能排
,

施肥水平

达到 s
, 0 0 0一 1 0
,

0 0 0斤农家肥
,

平均 亩 产

6 00 斤左右
,

高产地块达到 8 00 一 1
,

00 0斤
,

每人平均 占有 1
.

5一 2亩
,

这样就能保证粮

食 自给有余
。

地块选在较低洼地势或坡度

较小的地段
。

如果是坡地
,

要修成高标准

水平梯田
,

梯 田上部有生物措施保护
。

肥

力不足的社队
,

可实行粮草间作
,

轮作
,

绿肥压青等措施
,

不断提 高土壤肥力和有

机质含量
。

2
.

牧业规划
。

辽西地区建成半农半牧

基地
,

关键 问题是增加草场建设
,

提高饲草

产量
。

发展畜牧业没有草场和饲草是根本

办不到的
。

辽西畜牧业发展重 点 是 牛
、

羊
,

饲料组成草占60 %
,

农副产物 20 %
,

饲料作物 20 %
。

这样每人必须拿出 1一 1
.

5

亩耕地作为草场
。

当前辽西比较优 良的草

种是草木择
、

沙打旺
、

紫花首箱等豆科牧

草
,

可根据土质
、

气候条件普遍推广
。

这

些豆科牧草
,

比玉米秸
、

高粱秸等禾本科

青饲料及禾本科牧草营养价值丰富得多
,

而且也是猪
、

兔的好饲料
,

同时可提高土

壤肥力
。

除加强人工草场建设外
,

对天然

草场也要加以保护
、

改 良
、

利用
,

草场退化

严 重的
,

可以改 成林地
,

用新的草场代替
。

3
.

林业规划
。

植树造林是加强水土保

持 的根本措施
,

也是 山区致富 的 必 由 之

路
,

在规划中应占重要位置
。

林地规划要

因地制宜
,

不 同区域安排不同林种
。

远山

应 以 油松
、

刺槐为主
,

近 山以果树等经济

林为主
,

沟壑
、

水土流失严重的山坡栽植

棉槐等速生林
,

河岸两旁及水源好的地块

栽植杨树
、

柳树
。

因辽宁西部气候干旱
,

林木生长较慢
,

群众烧柴是个很大的实际
-

问题
,

要加强新炭林建设
。

这个问题解决

不好
,

群众到处砍柴
、

搂草
,

影响整个流

域规划的实施
。

在当前
,

根据社队具体情

况
,

可分给社员一部分 自留山
、

自留沟
,

叫群众自己造林
、

种草
,
以尽快解决烧柴

问题
。

此外
,

辽西地区
“
小老树

” (栽植

时间很长
,

但林木生长速度很慢 ) 面积很

大
,

要加强更新改造
。

4
.

水利规划
。

辽西地区水利建设应 以

蓄水为主
,

蓄
、

提结合
,

努力扩大水浇地
面积
,

各流域都要以实现每人一亩早涝保

收 田为努力方向
。

水利工程措施要紧密为

农
、

林
、

牧业生产服务
,

提供水源
,

改善
-

生产条件
,

发挥水利资源的有效作用
。

有

条件的地方可开发水 田等兴利措施
。

水利

措施主要包括小水库
、

塘坝
、

引水渠道
、

排水系统
、

谷坊
、

治河等工程
。

治河应本

着先治上
、

后治下
,

沟河齐治
,

因害设防

原则 , 控制水土流失应从产生 径 流 处 开

始
,

采取从上而下
,

由沟头到沟底进行层

层控制
。

工程措施要与生物措 施 紧 密 配

合
,

以扩大工程效益
。

5
.

果树规划
。

辽西地区果树有很大发

展前途
,

果品产量 占全省第四 位
,

是全省

重点苹果产区之一
。

目前除进一步加强管

理水平外
,

要积极发展
、

建设新果园
。

除大

力栽植苹果
、

梨树外
,

要积极发展干果
、

大枣
、

扁杳及其它木本油粮
。

在管理措施

上狠抓肥水
,

解决水源
,

深翻改土
,

大种

果园绿肥
,

提高单株产量
。

改变现有品种

单纯和低产品种过多的不利状态
,

加强幼

树树体保护和病虫防治工作
,

搞好机灌配

套和保水工程
,

逐步推行滴灌
,

做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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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长江变成
“

第二条黄河
”
!

今年 7
、

8 月间
,

四川连续两次遭到洪水泥砂的巨大危害
。

洪峰到达重庆时
,

长江流量
8 万多立方米 / 秒

,

含沙量达 0
.

7% 以 上
。

即洪峰期间
,

每秒钟有 50 0多立方米的泥沙流

出三峡
,

淤到长江中下游
。

这给四川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惨痛损失
,

给长江中下游人民

带来的严重灾难
,

实在惊人 l

洪水过后
,

到处留下无数泥砂砾石
,

一般厚尺许
,

有的厚达 2 尺以 上
。

沿江两岸那
种水冲砂压的惨景

,

触 目惊心
。

素称山青水秀的天府之国
,

— 四川
,

为什么遭此浩劫 ?

人们说
,

这是 由于近一
、

二十年来
,

滥砍滥垦
,

四川暴雨地区森林遭到毁灭
,

大肆陡坡

开荒
,

植被彻底破坏
,

农田水利年久失修
,

田 间工程无人管理
,

招致水土流失严重
; 日

积月累
,

发展到这次暴雨成灾
,

洪水泥砂暴发
,

一泻千里
,

造成水上流失的登峰造极
。

这话有理
。

违反 自然规律
,

不能不受到 自然 的惩罚
。

中共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同志视察 了灾情之后
,

沉痛地说
:

过去有人说长江要

变成第二条黄河了
,

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

今天看看长江的水同黄河 的水
,

还有

什么两样 ? 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

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 植树造林
,

绿化荒山
,
已成为

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

必须下决心解决
。

否则
,

我们将要犯大错误
,

祸及子孙
,

贻害尤

穷
。

我们不能
“ 吃祖宗饭
,

造子孙孽
” !

这话语重心长
,

表达了广大人民急切的心情和强烈的愿望
。

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个沉

痛的教训
,

立 下雄心壮志
,

采取科学措施
,

决不 能让长江变 成第二条黄河 !

—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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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
,

使果园达到高产
、

优质
、

低成本的 范
、

推广先进科学技术
。

生产大队建立果
二

目的
。

树
、

林业
、

农 田建设专业队伍
,

并配备相
_

6
.

技术人员 培训规划
。

实 现 上 述 规 应 的技术员
,

有计划
、

有组织的开办各种

划
,

需要建立一支科技骨干队伍
,

同时要 技术训练班
,

培养青年技术骨干力量
,

以

大力 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科学技术水平
,

以 便顺利完成小流域治理规划
。

适应 农业现代化 的要求
。

因此
,

各流域基 总之
,

制定小流域规划
,

一定要本着科

点要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 人
。

生产 学的态度
,

既要按 自然规律办事
,

又要按

大队建立农业科学技术组
,

生产队设农业 经济规律办事
,

力戒片面性和主观臆断
。

科技小组
,

根据生产需要
,

配置不脱产的 坚持因地制宜
、

实事求是原则
,

这样才能
卜

农业技术员
,

在上级科研人员指导下
,

示 达到预期规划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