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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远古治水
,

采用疏导策略
,

使泛

滥洪流注入江河
,

东流入海
。

古有
“
禹疏

九河
” 之说

。

当时
,

存在着原始林草
、

天

然湖泊
,

起到了拦沙滞洪的作用
。

以 后由

于农牧业的发展
,

灌溉工程也随之发展起

来
。

与此同时
,

因人 口的增长
,

扩大 了对

耕地
、

草场的需要
,

无计划的垦耕
,

破坏

了天然植被
。

黄河流域的黄土 区 是 我 国

农
、

牧业的发源地
,

也是我 国人口密集地

区
,

植被破坏最早
,

更 以黄土质地松散
,

较易流失
。

到秦代开凿郑国渠 (现在径惠

渠前身 ) 后
,

即有 “ 径水一 石
,

其 泥 数

斗 ” 之说
,

说明当时径河含沙 量 己 经 很

大
。

到二 十世纪三十年代修建径惠渠时
,

相传灌溉面积近百万亩的郑国渠
,

早 已全

部淹没
,

估计是泥沙为害
。

因为同时开的

宁夏秦渠
,

四川都江堰至今犹存
,

两相比

较
,

废存的原因虽多
,

看来含沙量的大小

是其主因
。

因植被破坏的范围越来越大
,

河水含沙量也随之增长
,

天然滞洪湖泊相

继淤塞
,

使黄河洪峰愈高
,

含沙量愈大
。

黄河长期安流大概前后有两个时期
:

前期

是商周至秦
,

后期是东汉初至唐代后期
,

前后合计历时近两千年
。

而河患频繁出现

的时期一为西汉
,

二为唐代后期至明代 中

叶
,

三为明代中叶至解放前夕
。

前一个时

期黄河安流的原因主要由于中游各处森林

草原尚未破坏
,

而且沿河湖泊也还起到调

节水量的作用
;
后一个时期主要是游牧部

落大量迁入黄河中游
,

许多地方又恢复为

草原
。

我还认为后一个时期
,

社会安定
,

生产力进步
,

经济基础雄厚
,

及对少数 民

族政策正确
,

社会条件有利于生态环境的

改善
,

也大有关系
。

很明显
,

黄河为害主

要来 自泥沙
,

泥沙主要来 目乱垦乱牧
,

林

草植被遭到破坏所致
,

可是历代治河却都

着眼于下游修堤堵 口
,

很少言及如何恢复

中游植被问题
。

在长期封建社会形式的小

农经济条件下
,

治河专家即或想到恢复植

被 以减少泥沙
,

也为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条

件所不许
。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
,

虽有专家

曾提出过在 中游搞保打水土及蓄泄兼筹的

治黄策略
,

终因连年战乱
,

未能实现
,

河

患 为害有增无减
。

解放后
,

党非常重视江河 的治理
,

在

黄河下游大力加固堤防
,

创造 了三十年来

黄河不决 日的奇绩
。

而在中游开展了水土

保持工作
,

并且制定了黄河治 理 长 期 规

划
。

1 9 5 8年 以前
,

中游建立 了许多水土保

持 试点
,

探索了水土保持的有效措施
,

逐

渐加 以示范推广
。

自 1 9 5 8年以 后
,

各种政

治运动接踵而来
,

尤其 1 9 5 9年的浮夸风
,

及 以后林彪
、 “ 四人帮

” 十年 浩 劫 的 破

坏
,

水土保持组织被拆散
,

水土保持干部



转业改行
,

再加上片面强调以粮为纲
,

盲目

毁草毁林开荒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至今黄

河年输沙量仍达 16 亿吨
,

造成下游河床连

年淤高
,

使黄河大堤越加越险
。

由于泥沙

影响效益及投资问题
,
己完成的三门峡水

库
,

不能充分发挥设计效益
,

而龙门
、

小

浪堤
、

桃花峪水库兴建方案又迟迟不能决

定
。

上述黄河变化情况就充分说明了泥沙

不治
,

黄河难治
,

更说明了治水必先治沙

的基本逍理
。

治水的主要措施是
“
蓄

” ,

有 了足够的
“
蓄

” ,

才能驯服水
,

才能使

水发挥最大的效益
。

但水库的寿命
,

基本

上取决于进库水的含沙量
,

而水的含沙量

大小
,

又同它的流域植被密切关联
,

从这

个意义上说
,

水土保持是水利的命脉
。

黄河

安危
,

事关大局 , 泥沙不治
,

永无宁 日
。

其他江河的集水面积内
,

如果不大力保护

现存的林草植被
,

不搞水土保持
,

而肆意

破坏生态平衡
,

其后果也必将步黄河之后

尘
。

再就水土流失严重的山 区来说
,

不搞

水土保持
,

也不能提高单产
。

黄河中游的

河 口镇至龙门区 间流域内
,

是水土流失最

严重的 10 万平方公里
,

60 % 的黄河泥沙来

自这里
,

每 亩每年有 7一 8吨表土流走
,

并

有大量肥料随之流失
。

如不抬理
,

土地越

流越痔薄
,

产量越来越低
,

人 民 越 来 越

穷
。

长此 以往
,

不但仅有的
“ 源面 ” 将被

冲成沟壑
,

而 自然灾害也将随之增加
。

就

以宁夏固原地区的严重旱灾趋势看
:

自公

元前 1 04 年到 1 9吐9年的 2 ,

肠 3年间
,

严重旱

灾年为 2 50 年次
,

平均每隔 8
.

2年一次
; 近期

从 1 9 5 1年到 1 9 7 3年的2 3年中
,

严重干早年

发生 5年次
,

平均间隔 4
.

6年一次
,

严重干

早年份发生的频率
,

几乎增加近一倍
。

这

充分说明
,

植被破坏导致严重水土流失
,

故早灾频繁 出现
,

而风
、

沙
、

霜
、

冻等其

他 自然灾害虽无长期历史记载
,

按 自然规

律讲
,

也只能是 日趋严重
。

建国三十年来
,

绝大多数省区的人民

生活
,
特别是农村生活

,

较解放前是有所

提高的
。

但在黄河 中游水土流失的严重地

区
,

如宁夏的固原地区
,

甘肃的定西地区

以及陕北和山西的吕梁山区
,

农民生活仍

有困难
。

尽管在这些生产
、

生活相当困难

的地区
,

我们也发现 了许多因地制宜
、

科

学治理
、

连续治理
、

长期搞水土保持的先

进典型
,

他们连年粮食大幅度增产
,

社员

生活逐步改善
。

如陕西米脂县 的高西沟大

队
,

基本实现了水沙不 出沟
,

每人平均粮

食千斤以
_

匕 社员年平均分配收入 1 08 元
。

甘肃庆阳县的南小河沟经过 20 多年的连续

治理
,

基本达到了水不下源
,

泥不出沟
,

人 口虽然增加 了一倍
,

但每人平均粮食仍

然增加了 3 6 0斤
,

达到 8 9 6斤
。

1 9 5 3一 19 7 2

年晋西共吃供应粮 5
.

1亿斤
, 1 9下2年 以 后

晋西由于水土保持工作发挥了效益
, 1 9了3

年至 19了了年对国家贡献粮食 5
.

2亿斤
。

再

就水土保持对拦泥的效益讲
,

据晋西 11 年

黄河一级支流分析
, 1 9 7。年 以后比 1 9 6 9年

以前
,

汛期降雨量只减少 了 1
.

9 %
,

而 径

流量却减少了 3 4
.

5%
,

输沙量 则 减 少 了

3 8
.

6 %
。

1 9 7 0年大理河开始综合治理
,

到

1 9 7 5年进行了治理前后的对 比
,

径流和输

沙量均减少了一半
。

无数典型 的 事 实 说

明
,

水土保持是发展山区生产 的 根 本 措

施
,

更是削减洪峰
,

拦截泥沙
,

正本清源

的科学治水手段
。

但是经过三十多年对黄

河 中游的水土保持治理
,

为什么黄河至今

泥沙未见减少
,

年输沙
_

茹仍多 达 1 6 亿 吨

呢 ? 就此
,

曾引起 了许多人的怀疑
:

有的

认为水土保持量大
、

面厂
`

,

短期见效谈何

容易 ;
有的则认为

,

以现有人力
、

物力
、

财力一时很难大面积开展
;
还有人认为应

先在下游采取工程措施
,

确保黄河安全为

上策
,

等等
。

由于认识不一致
,

所 以在打

倒 “ 四人帮
”
三年多米

,

仍未得到大力恢



复和发展
。

我们应看到
, 1 9 5 8年以后尤其

经十年浩劫的反复折腾
,

使我们的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

打倒
“ 四

人帮
” 以后百废待举

,

党中央不能不根据

经济效果
,
以有限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安

排各项经济建设投资
。

但是黄河下游的安

危
,

是关系到 25 万平方公里黄淮海平原的

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大事
,

万一发生

决 口灾害
,

其损失之大
,

影响之深
,

远不

能与解放前发生的黄河灾害 同 日 而语
,

必须慎重对待
。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严重水 土 流 失 的

1 23 个县
,

面积共 28 万平方公 里
。

据 1 9 7 7

年统计
,

这些地区有农业人 口两千多万
,

耕地一亿多亩
,

粮食总产 1 36 亿斤
,

每 人

平均粮食 5 90 斤
,

其中 30 多个县低于 解 放

初期水 平
。

这样下去
,

不仅是 经济问题
,

也是政治问题
,

因此对黄河 中上游的水土

保持工作应当重视起来
。

首先应建立健全

中央水土保持机构
,

统抓全国水保工作
。

同时以黄河中上游为重点
,

在严重水土流

失的省 (区 )
、

地
、

县建立健全机构
,

从

速 制定水土保持法
,

严格制止滥垦滥牧
、

破坏植被的事件
。

以学校为主并与现场短

训班相结合
,

大量培养水土保持干部 ; 并

提拔有一定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
、

事业心

强的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
,

对有关县的业

务工作考绩
,

也应以水土保持 工 作 为 重

点
,

实行必要的奖惩
,

使其安心并积极从

事本职工作
。

三十年来投资效果高的水利

建设
,

基本上 已建好投产
,

现有的大型水

利多属投资效果低的工程
,

尤其黄河 中上

游的泥沙为害
,

影响不少水库的兴建
。

因

此有关黄河中上游的省 区
,

首先应该考虑

已有水利工程设施的挖潜配套及水土保持

工程
。

黄河的治理也应在确保下游安全的

前提下
,

适当地从有关部门转移力量来帮

助指导水土保持工作
。

因为泥沙不治
,

下

游所有工程都属临时性的
,

只有上中游逐

渐把泥沙减少到不淤下游河床
,

加高大堤

工程才能基本上停止
。

考虑水土保持工作

的经济效果
,

要把当地的增产及黄河下游

的治理作用综合起来计算
,

更应着眼于它

的长远利益
。

尽管水土保持建设存在着不

少问题
,

但鉴于它的重要性
,

应赶快妥善

解决
,

及早建设
,

及早免除黄河 泥 沙 为

害
,

才能加速改善山区人民生活
。

如何起

步
,

如何进展
,

有关省区 目有打算
。

古代人民就有
“
海晏河清

” 的美好向

往
,

如今也有人认为
,

黄河的祸害如能制

服
,

中国一部饥荒
、

灾难
、

贫穷的农业史

即可结束
。

这样讲并非夸大其词
,

而且具

体说明了水土保持建设的重要性
。

其他江

河也应抓紧水土保持建设
,

否则
,

泥沙下

泻越来越多
,

在一定的年月里
,

将会 出现

第二条
、

第三条黄河
。

综如上述不难看出
: “

水土保特是水

利的命脉
,

是发展 山 区 生 产 的 根 本 措

施
” ,

是造福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
、

千年

大计
,

切望不要掉 以轻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