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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田 公社位于福建省西南 部 的 长 汀

县
。

境内多低山
、

丘陵
,

汀江上游穿越境

内
,

向南流经上杭
,

注入广东韩江
。

全社

山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 7 6
.

6 8 %
。

年 平 均

温度 1 8
.

4 ℃ ,

一月平均温度 7
.

8 ℃ ,

七 月

平均温度 27
.

4 ℃
。

年雨 量 1 , 7 5 0
.

8毫米
,

属

亚热带季风气候带
。

据县志记载
,

清末年间的河 田森林茂

密
,

盛产竹
、

木和土纸
,

曾有
“
五 通 松

涛
” 之美称

,

原是个山青水秀
,

柳树成荫

的鱼米之乡
。

据说有一间名为
“
九厅十八

井
”
的大房子

,

数百根直径可达五十厘米

粗的房柱
,

就是从村庄附近砍来的
。

河 田水土流失由来 已久
,

是本省水土

流失严重地区之一
。

据调查
,

全社水土流

失面积约为山地面积的一半
,

其中
:

强度

流失面积5 6 ,

7 4 7亩
,

占 32 % ; 中 度 流 失

6 2 , 7 1 3亩
,

占 3 5 %
; 轻度流失 5 5 , 0 9 7亩

,

占 3 3 %
。

水土流失不仅 冲走大量肥沃的表

土层
,

将山地冲刷成千沟万壑
,

支离 破

碎
,

变成童 山秃岭
,

甚至连心土层也流失

殆尽
,

形成难 以利用的半风化母质层
。

群

众称
: “

河田种草不活
,

植树困难
” 。

据

统计
,

河田地区每年侵蚀量 ] 一 1
.

8厘米
,

流失泥沙量 2 8 4
.

1万吨
,

致使河道淤 塞
,

河床淤 高
,

成地上
“
悬河

” 。

一般支流 高

出田面 1 一 1
.

5米
,

最高 2
.

7米
。

一 遇 暴

雨
,

沙没良田
,

洪水泛滥
。

在水土流失的

坡面上普遍发生面状侵蚀
、

沟 状 侵 蚀 和

重力崩塌等
。

气候 日趋
“ 干热化

” 。

据气象

资料
,

河田比城关年平均温度 高 0
.

9 ℃
,

地温增高2
.

6℃
。

当地群众流传着这 样 一

个说法
: “

三天无雨闹旱灾
,

一阵大雨水

成灾
” 。

因此
,

做好河 田的水 土 保 持 工

作
,

不仅是改变河田面貌
,

增加农业生产

的重要措施
,

也是根治汀江上游
“
悬河

”

危害的根本途径
。

这是关系河田人 民生命

财产的一项紧迫任务
。

一
、

水土流失的原因

河田的水土流失是 自然因素和社会因

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
。

水土流失的 自然

因素有地形
、

气候
、

土壤和植被等
。

就地

形来看
,

在缓坡地带
,

水土流失轻
。

随着

坡度的增加
,

径流加快
,

水土流失的危害

便愈大
。

此外
,

坡向和海拔高度对降雨 量

及植被生长也有一定的影响
。

影响水土流

失的气候因素如温度
、

降雨等
,

其中
,
以

降雨量的大小
、

季节和集中程 度 影 响 最

大
。

不同的土壤结构
,

其水土流失的强度

也截然不同
。

据调查
,

河田广大地区多为

厚层的花岗岩红壤
,

含砂量一般在 80 % 以

上
,

土壤疏松
,

结构不 良
,

渗透速度快
,

保水保肥差
,

分散度大
。

植被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决定因素
。

河

田 人多
,

燃料供需悬殊太大
,

只有靠植被

来解决
。

植被严重破坏
,

这是造成水土 冲



刷的重要因素之一
。

但更重要的社会因素

是百多年来不合理的土地利用
,

破坏了森

林生态系统
,

导致河田水土流失加剧
。

河田全年 降雨量多集中在 六
、

七
、

八
、

九四个月
,

约 占全年降雨量的 42 %
,

特别是暴雨多
,

强度大
。

国民党反动统治

和 “
十年浩劫

”
对森林植被的破坏摧残

,

使得河田地区水土流失愈演愈烈
,

给人民

生产
、

生活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

二
、

水土保持的措施

水土保持措施的拦泥
、

蓄水作用是显

而易见的
。

据观测
,

这一措施可 以减少年

径流量 50 写
,

减少泥沙 48 %
。

蓄水拦泥效

果随时间
、

办法和治理面积不同而异
。

河

田实践证明
,

只要治理办法对头
,

措施得

当
,

如筑水平梯田
,

植树种草等能收到显

著效果
。

我省安溪县采用等高
、

分段
、

筑

埂
、

挖沟等办法修筑茶园
,

便是水土保持

的成功典范
。

因此
,

在河田农 田区划中
,

要把治山摆在 首位
。

水土保持是治水
、

治

田的核心
,

也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关键
。

在

林业区划工作中
,

认真做好山
、

水
、

田
、

林综合治理
,

才能促进农
、

林
、

牧业全面

发展
,

才能因地制宜
,

合理利用山地
。

河

田的水土保持措施
,

包括农业技术措施
、

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
:

1
、

农业技术措施有带状 间作
、

横坡

耕种
、

深耕
、

种密生作物等
。

2
、

工程措施有修梯田
、

培地埂
、

挖截

水沟和鱼鳞坑等
。

通过工程措施 以减缓坡

度和流速
,

起拦泥蓄水作用
。

修 水 平 梯

田
,

拦蓄了径流
。

凡是搞得好的梯 田
,

一

般倒坡培埂
,

且保留表土
。

在修梯 田过程

中
,

根据劳力
、

地形等条件
,

先 典 型 示

范
,

再稳步发展
,

不贪多
,

不急于求成
。

注意了排灌系统
,

道路修成 S形
,

以免 径

流集中而加剧水土流失
。

3
、

生物措施
,

是水土保持的根本措

施
。

在生物措施中最重要的是营造水土保

持林
、

护岸林等
。

水土保持林可以控制水

土流失
,

改善土地条件
。

它 调 节 地 表径

流
,

涵养水源
,

改善气候
,

固定土壤和改

良土壤
。

其作用正如当地群众所说
: “ 雨

多它能吞
,

雨少它能吐
” , “ 一片林子就

是一个天然水库
” 。

据估算
,

一平方公里

森林能贮水 5 一20 万立方米
。

森林是水的

调节器
,

它可 以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
,

延

长水库寿命
。

此外
,

森林还给社员增加了

收入
。

在一定意义上说
,

造林就是造水
、

造粮
、

造钱
。

三
、

几点建议

根治河田水土流失已是当务之急
。

为

使河 田早 日改变面貌
,

应从治山着手
。

当

前
,

应注意几个间题
:

1
、

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
。

根

治水土流失的关键在于恢复植被
。

特别在

强度水土流失的地带
,

恢复植被是项首要

工作
。

可分阶段按步骤进行
,

先要种植适

应性强
、

生长快的先锋植物
,

如猪屎豆
、

胡枝子等豆科植物及耐早耐痔薄的优良保

土灌木和草本植物
,

如赤楠
、

鹤鸽草
、

芒

箕等
,

待 土壤有一定改 良后再种植马尾松

等树种
,

再大力营造水土保持林
、

水源涵

养林
、

护岸林等
。

在营造水土保持林时
,

要
“ 因害设防

” ,

结合解决群众生活中柴

薪的困难
。

先在最易遭受冲刷地段植树种

草
。

在营造水源涵养林时
,

一般沿等高线

营 :造 带 状 林
,

同时选择最适宜当地生长

的树种
,

促其快速成林
,

以发挥其效能
。

大力发展丛生竹种
,

乔
、

灌
、

草 结 合 护

岸
。

上述水土保持林
,

严禁主伐
。

封山育林是加快恢复植被的一项重要



措施
。

要发动群众制订乡规民约
,

保护幼

林
,

严禁砍伐打枝
,

以发挥其蓄水保土作

用
。

采用人工促进天然更新
,

运用现代科

学技术和多途径提高森林覆盖率
。

2
、

全面规划
,

综合洽理
。

在农业区划

中
,

要因地制宜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按 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
。

在充分 了解

生态规律的基础上
,

生物措施和农业技术

措施
、

工程措施相结合
,

防止单一治理的

毛病
。

在工程措施前
,

对周围环境需深入

调查研究
。

在工程措施上
,

面不要铺得太

广
、

太多
;
要先示范后推广

。

要讲实效
,

讲究经济效益和 技 术 可 能
,

采用
“
小

、

多
、

群
,

层层拦蓄
” 办法

。

从群众生产
、

生活需要考虑
,

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

工程措施应根据水土流失程度不 同而

异
。

在强度和中度水土流失地区
,
以绿化

为主结合工程措施
。

工程上坚持坡
、

沟同

时治理
。

河田公社在坡
、

沟治理中以水平

沟
、

鱼鳞坑为主
,

生物措施中乔
、

灌
、

草

并重
,

改变过去单一树种造林的习惯
。

即

结合工程措施先营造耐早灌木 和 草本 植

物
,

如猪屎豆
、

胡枝子等
,

实 行 封 山 护

林
; 待山地得到一定改 良后再种马尾松

、

木荷
、

油茶等树种
,

营造成针阔混交林
。

这样有利于涵养水源
,

并形成稳定森林生

态系统
。

据广西大明生林场观测
,

在千亩

的集水区
,

在枯水期
,

马尾松纯林的流量

是 。
.

0 1 6 0立方米 / 秒
,

而与阔叶林 (木莲 )

混交的是 。
。

0 3 4 5立方米 / 秒
。

在轻度水土

流失地区
,

我们认为基本以绿化造林
、

封

山育林
、

恢复植被为主
,

对山林草坡加强

管护
,

制订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

3
、

改变农业经济结构和耕作制度
,

提

商土坡肥力
。

农业经济结构合理与否对生

态平衡起重要作用
。

河 田人多
,

过去片面

强调
“
抓粮

” ,

忽视
“
治山

”
偏向

,

导致

生态严重失调
。

因此
,

提高林业在农业经

济结构中的地位
,

改变不合理 的 耕 作 制

度
,

实行 “ 用地养地
”
并举

,

改 变 过 去
“
广种薄收

” ,

实行土
、

水
、

林
、

牧综合

治理
。

首先要把土薄坡陡的山 地 退 耕 还

林
,

改坡耕地为水平台地
,

种植耐旱的牧

草和绿肥
,

做到宜农则农
,

宜林则林
,

宜

牧则牧
,

逐步改善土壤结构
,

提高土壤肥

力
。

4
、

认宾贯彻
“
森林法

” ,

落实山区政

策
,

解决群众能源问题
。

山区生产方针要

因地 制宜
,

实事求是
。

认真贯 彻
“
森林

法
” ,

实行奖惩制度
。

确定山林权
,

执行
“
谁造谁有

”
长期不变的政策

,

发 林 权

证
,

落实生产责任制
。

河 田人 口集中
,

烧

柴紧张
,

每个劳力按每天上山挖树莞
、

草

皮 40 斤计
,

就要破坏山林水上 1 一 2 分
。

目前
,

全社尚有五分之四 社员 (8
,

000 多

户 ) 短缺燃料
,

除了多途径节约能源 (如

使用沼气
、

严格控制用户烧柴 和烧 砖 瓦

外 )
,

发展燃料林
。

解决群众能源的供需

矛盾也是确保森林植被恢复发展的一项重

要措施
。

因此
,

要划 出适当的 自留山 ( 4

一 5 亩 ) 给群众种植燃料林等
。

据水土保

持所调查
,

紫穗槐
、

胡枝子平均每亩烧柴

可达千斤以上
。

若每人经营较好的燃料林

2 一 4 亩
,

就可解决烧柴问题
。

我省 惠安

县群众利用田埂种草
,

既保持水土又解决

部分燃料需要
。

发展燃料林不仅投资少
,

方法简易可行
,

而且不易污染环境
。

有了

燃料林
,

就能确保森林植被恢复
,

发挥水

土保持林
、

水源涵养林的效益
,

有利于改

良土壤
。

要使河 田早 日改变 面貌
,

除了对水土

保持工作的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
,

把它列

入议事 日程
,

并持之以恒外
,

还要加强组

织领导
,

健全机构
,

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