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环境资源
,

发挥地区优势

四川省环境保护局

一
、

洪灾对环境的破坏

四川省 1 9 8 1年发生的洪灾
,

主要在沱江
、

涪江
、

嘉陵江
、

眠江流域 20 万平方公里范

围内的人口稠密
、

交通方便
、

土地肥沃
、

物产富庶地区
。

这次特大洪灾
,

为什么集中在

几条主要江河
,

涉及如此大的范围
,

损失如此之严重呢 ? 究其原因
,

除不可抗拒的 自然

因素外
,

主要是人为活动破坏了环境和 自然资源
,

生态平衡失调
,

抗御灾害力弱
,

加重

了灾情危害
。

1
、

森林是环境中最大的生态系统
,

具有润节气候
、

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
、

防风固

沙
、

净化大气
、

改善环境等生物效能 , 破坏了森林就失去了生态平衡的主体
,

使环境恶

化
,

后患无穷
。

四川省的森林复被率解放初期为 19 %
,

现下降为 1 3
.

3%
,

资源多集中于

阿坝
、

甘孜
、

凉山三州
,

既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
,

又是四 川 的 绿 色屏障
,

其利用的好坏
,

关系极大
。

但 由于大量的砍伐
,

资源开始枯竭
,

森林效益逐渐减退
,

一

些地方将具有特殊作用的林地也砍掉
。

如弓祯岭 ( 眠江
、

嘉陵江
、

涪江的源头 ) 的水源

涵养林
,

被砍成残林迹地
,

夹壁沟的科研教学林 已伐取殆尽
; 不少保护区的自然景观遭

到破坏
,

一些护坡护岸林
、

山脊林墙被砍伐
,

还有些草原向森林过渡的小块零星林地
,

遭 到毁灭性采伐等
。

这些森林对抗御灾害
,

维持生态平衡
,

保持水土都具有重要作用
。

毁掉了森林这个调节中心
,

势必要影响
“ 天府之 国

” 的农业
,

使长江有变成第二黄河的

危险
。

从这次特大洪灾发生的地点可以看出
,

几条主要江河上游的森林植被破坏都很严

合
,

并同时注意防洪与抗早措施
,

其中应把地质背景作为研究的基础
。

第二
、

防洪除了坚决克服人为的影响或加剧的其它因素之外
,

应充分考虑地质背景

的多方面
,

如地质构造
、

岩石组构
、

水文地质
、

地貌及第四纪堆积物等的变化规律
,

因

为地质背景条件是具有多向性和隐蔽性影响因素之一
。

第三
、

应注意四川的地质背景条件是很复杂 的
,

且随地区而变
,

这又往往容易被人

忽视
。

如地质构造的影响 (即构造
“
格架

” 的控制 ) 主要是掌握它的规 律 性
.

因 势 利

导 ;
地层特征及岩石类型的差异

,

与抗侵蚀强度和暴雨的携沙量有明显的相关性
,

所以

建议防洪先治沙
,

治沙先治岩的办法
。

尤其是抗侵蚀度低的粘土岩类区域和其它易破碎

的岩石 (如花岗岩 ) 地带
,

依据岩石特性
,

积极有效地植树造林
,

稳定岩 层 或 土 体边

坡
,

修建滤沙治沙工程
,

采取合理的耕作制和协调的工业布局
,

这样对防洪必奏良效
。

第 四
、

应普遍加强水土保持工作
,

加速绿化
,

增加森林或植被覆盖率
,

是当前防洪



重
,

流域内复被率很低
,

眠江为 1 6
.

1%
,

嘉陵江 为 13
.

7 %
,

涪 江 为 11 %
,

沱 江 仅 有

6
.

铭%
。

在大致相同的暴雨情况下
,

森林复被率大的
,

灾情较轻
;
复被率小的

,

受灾较

重
。

如嘉陵江畔的苍溪县龙王公社
,

大跃进时把森林砍败
,

1 9 6 4年三天内降雨 2 50 毫米
,

冲毁耕地 1 00 多亩
,

以后大抓了造林
,

森林复被率恢复到30 %
,

这次两天内 降 雨 29 0 毫

米
,

土地一亩未冲毁 ; 沱江流域的资中渔溪区森林复被率为 2 4
.

8 %
,

这次降雨 2 59 毫米
.

淹没和冲毁农作物 1
.

5万亩
,

垮塌房屋 5 73 间 , 而相邻的水南区
,

森林复被率只有 1
.

9 %
,

降雨比渔溪区还少 4 毫米
,

却淹没和冲毁农作物 4
.

3万亩
,

垮塌房屋 1
.

5万间
。

这此都说

明
,

森林有明显的防洪
、

滞洪和保护环境作用
。

许多山区为 了 ,’I 句荒山要粮
” ,

农业跨纲要
,

不顾山穷水尽
,

毁林 开 荒
,

陡 坡 垦

种
,

结果是越垦越穷
,

越穷越垦
,

使生态环境遭至严重破坏
。

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
,

解放 以来毁林开荒和火烧林地达 4 ,

00 0多万亩
,

相当于全省历年造林保存面积的总和
_

不

少山 区县的耕地都比解放初期增加 l 一 2 倍
:

南江县的耕地
,

解放初期为25 万亩
,

现扩

至 5 2万亩 ; 北川县 由10 万亩增至 27 万亩 ; 城口县 由2 。万亩增到42 万亩
,

加上轮歇地为 88

厅亩 ; 通江县 由不到 30 万亩扩大到 5 8万亩
,

算上轮歇地
,

实际为 1 10 万亩
。

植被破坏后
,

加剧水土流失
。

土地是发展农业的基础
,

是环境的重要方面
,

只有 土

地才能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要
,

而土壤的形成非常缓慢
,

要几个世纪才能形成 3 厘米衷

土
,

一旦流失
,

基岩裸露
,

很难恢复
。

因此发展农业再没有比保护土壤更为重要的事情

r
。

保住水土资源
,

才能够保护好农业生态系统
。

四川省的水土流失相当严重
,

每年流

经兰峡的泥沙量达 6
.

4亿多吨
,

相当于 50 0万亩耕地被 冲走表土半尺厚
,

所 带 走 的 氮
、

磷
、

钾肥料约 4 80 万吨
。

19 81 年的特大洪灾对土壤的破环力极大
,

被剥蚀的表
二L 滚 滚而

下
,

受淹地区的场镇
,

洪水退后
,

淤泥达 1 一 2 尺厚
,

长江的含沙量达 7 编
,

比 20 年 前

增加一 倍多
。

据重庆寸滩水文站监测
,

洪水最大流量达 8
.

5万立方米 /秒
,

巫山站监测 为

7 万多立方米 /秒
,

即洪峰期间
,

每小时有 1 80 多万立方米的泥沙出三峡
。

上 游 水 土 流

夫
,

下游遭殃
。

据反映
,

长江上游地区的土壤侵蚀
, :片全流域侵蚀总量的 54 %

,

使下游

的生态系统 日益恶化
,

环境演变
。

洞庭湖是过去的云梦泽被淤积消亡后出现的
,

解放初

期洞庭湖水面为 4
,

3 50 平方公里
,

现在缩小 3 5 %
。

目前湖面已高出江汉平 原 3 米 多
。

如

抗早不容延缓的任务
。

但须注意地质背景中的母岩特征和各种地质营力作用
,

对绿化树

种
、

营造方式及进行步骤起着地域性特殊性限制
。

第五
、

防洪应把疏浚河道
、

修建防洪堤与其它水利工程结合进行
,

但亦需加强工程

地质
、

水 文地质的研究
,

允分考虑地质背景的利弊性
。

第六
、

防洪还应积极加强对派生灾害 (滑坡
、

泥石流
、

地裂缝
、

山崩
、

地陷等 ) 阴

调查分析
,

认真研究地质背景条件与隐患性的联系
,

采取有效的
、

综合性的防治措施
。

第七
、

防洪不仅是一时之计
,

需组织多种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

在监 防洪灾发生的同

时
,

也要警惕早情的发生
,

加强地质背景研究应是综合性防治措施中较重要的方面之一
。

最后
、

鉴于过去工农业布局及修建 中的盲 目性或未注意其广泛后果 (如不少地区不

但破坏 了自然生态
,

而且破坏了土体结构及岩层的稳定性
,

也不予补救 )
,

故建议四川

省应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
,

确保洪早灾害的减弱或根治
。



果洞庭湖被淤积消亡后
,

长江的洪流将另找出路
,

直泻江汉平原
,

将会造成大的历史悲

剧
。

群众说
: “ 长江滚滚向东流

,

流的都是粮棉油
。 ” 大量的水土流失

,

使土地
、

肥料

等农业资源遭受很大损失
。

据绵阳地 区调 查
,

这次洪灾中
,

全区 1 , 3 25 万亩耕地
,

都不同

程度的发生表土流失
,

其 中冲刷严重的4 00 万亩
,

有 40 万亩被冲成大沟小 幽
,

或 成 光 板

板
。

洪灾中损失的表土约 3 , 0 00 多万立方米
,

相当于损失 15 万亩耕 地
。

因 此
,

洪 灾 的危

害
,

莫过于土地资源的损失
,

它使一些人丧失了劳动对象
,

把多年经营的劳动成果付之

东流
,

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

2
、

不少地区和部门违背自然规律
,

在江河上任意设障
,

围河造 田
,

乱排矿渣
,

建

设厂房等
,

打乱水系
,

增高河床
,

缩小过洪断面
,

阻碍泄洪
,

加重灾害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全省共围河造地 34 万多亩
,

在这次洪灾中
,

基本被一扫而光
。

一

如嘉陵江边的南部县

光华公社
,

七十年代围河造田 2 千亩
,

国家投资50 多万元
,

被这次洪水全部冲光
,

很难

恢复
。

旺苍县城
,

地处东河畔
,

去年洪水水位比 19 1 2年还低 10 厘米 ( 当年未淹城 )
,

却

造成四淹县城
。

原因是
,

东河公司
、

75 6厂各在一岸的河滩上拦河筑堤挡水 建 厂
,

堵塞

了分洪道
,

缩小过洪断面三分之二
,

同时当地又在县城下游修筑一条长 60 0米 的百丈堤
,

围河造地 20 0多亩 (计划造地 5 00 亩 )
,

加之厂矿矿渣倾河淤积
,

泄洪不畅
,

堤堵洪峰
,

倒灌淹城
。

撞南县城的金鸭儿坝面积 70 0多亩
,

原是涪江边的一片绿洲
,

19 7 0 年后修筑

一条高14 米的拦洪大堤 (常年洪水位为 10 米 )
,

搞市政建设
,

投资 2 ,

60 。多万 元
,

占 地

4 00 余亩
,

建成 9 个县级局
,

66 个企业
,

共计 13 万多平方米的房屋建筑
,

住 居 民 2 40 多

户
,

被这次洪水夷为乱石滩
。

当地群众说他们
“

付出高昂的代价
,

买到一条洪灾的教训
” 。

洪灾中危害大的是工业废渣
。

实践证明
,

废渣用之是宝
,

弃之是害
。

四川省每年排

放量 3
,

7 00 多万吨
,

除约占 10 % 的废渣利用外
,

大多数被排入江河
,

不仅造成水体污染
,

而且淤塞河道
,

抬高河床
,

加剧灾害
。

如沱江上游
,

把开采矿山剩下的废石 尾 矿 推 下

河
,

使下游受灾
。

金河磷矿每年排渣达 50 万吨
,

使石亭江的广济段河床淤高 2 一 3 米
,

绵远河的汉旺段河床抬升 2 米多
。

这些河段一遇暴雨
,

洪水横溢
,

危害甚烈
。

彭县大宝

镇 1 9 65 年前在百水河上修建一座垮河桥
,

高出河面 4 公尺
,

也因上游排矿渣
,

使河床淤

积
,

高于桥面
,

只好又在旧桥上重架新桥
,

成了闻名的 “ 桥上桥
” 。

3
、

洪灾加剧了地理环境的破坏
。

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技术条件关系
,

不少地方在

深谷陡坡开山炸石
,

挖矿筑路
,

搞工程建设等破坏了地质结构和植被
, 加之 这 次 暴 雨

强度大
,

山岩风化
,

坡积物发育等原因
,

导致洪灾后又发生地裂
、

地陷
、

垮山
、

滑坡
、

泥石流灾害
,

加剧了地理环境破坏
。

据全省 18 个地州市不完全统计
,

有 80 个县发生了垮

山
,

滑坡共 6 万处 ; 有 20 个县发生了泥石流危害
。

广元县军师庙火车站附近的猪咀岩
,

在洪灾后发生垮山
,

当场砸死十多人
,

并将宝成铁路铁轨推向河对岸
,

造成河水暂时中

断
。

成昆铁路的利子伊达沟
,

山洪暴发后
,

形成强大的泥石流
,

龙头高达 20 多米
,

席卷

着几吨至几百吨的巨石
,

呼啸而下
,

将河上 12 5米长的铁路大桥 冲毁
,

坠入大 渡 河
,

造

成重大的交通事故
。

4
、

洪灾对生态环境带来新的污染和潜在的危容
。

四川省每年废水排放量达 2 6
.

5亿

吨
,

其中经治理后达到标准排放的约 5 亿多吨
,

占18 % 左右
,

绝大多数有毒有害的废水

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
,

污染环境
。

有人说这下很好
, “
一场大水把污染物都冲跑了

” 。



其实不然
,

洪灾给环境造成 了新的污染
,

带来潜在的威胁
。

洪灾冲毁许多农药厂
、

仓库
、

化工原料
,

以及一些三废治理设施和其它污染物
。

此期间
,

仅据绵阳
、

内江
、

南充
、

重

庆
、

成都
、

永川六地市初步统计
,

被洪水冲走的农药和有毒有害物质达 60 余种
,

数量约

3 ,

55 0多吨
,

污染水体
,

危害农田
,

给人民健康带来新的危害
。

如重庆东风化工 厂 含铬

渣
,

被水淹后
,

浸出大量高浓度含铬废水
,

据市监测站分析化验
,

含铬量高达 20 一 25 毫

克 /升
,

超出地面水质标准 2 00 多倍
; 西南制药一厂

,

一个醋酸醉储罐进水
,

冒酸雾
,

使

30 多人急性中毒
,

一人病危
; 渔南县反映

,

洪水淹后的粮食
,

农民用作饲料
,

有的猪吃

后发生腹胀
、

拉稀
,

有的中毒死亡
,
合川县城区有 3 万多人

,

洪灾前每天 门诊病 人50 0

人左右
.

洪灾后
,

每天门诊病人猛增至 3 , 0 00 一 4 ,

00 0个
。

南充地区被洪水冲毁的柑桔
、

桑树等经济林木 4
,

8 52 万株
,

树苗 1
.

66 亿株
,

不少树木被洪水淹后大量死亡
。

二
、

吸取洪灾教训
,

加强环境管理

我们从惨痛的洪灾中总结经验教训
,

得到启示
。

凡是搞好环境资源增殖 保 护 的 地

方
,

洪灾危害较轻
,

损失较小 , 反之灾害加重
,

甚至受到大 自然的报复
。

因此
,

搞好人

类生存环境的保护管理
,

势在必行
。

环境问题
,

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活动而存在
,

并随着

人类活动的强化而发展
,

特别是在人口激剧增加
,

以空前的规模开发 自然资源的今天
,

环境问题显得更加严峻
,

更加需要认真对待
。

加强环境管理
,

尤为重要
,

以便正确处理

经济发展 与保护环境的关系
。

以往的环境管理仅限于工业
、

交通和城市的污染控制
,

对

大自然环境缺乏管理
。

事实证明
,

大环境的好坏
,

对小环境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

因此
,

研究合理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
,

维护生态平衡
,

成为环境管理的重要内容
。

!
、

大力植树造林
,

治山
、

洽水
,

提高植被复盆率
,

发挥森林多功能作 用 和 公 益

性
。

森林是陆地上起主宰作用的生态系统
,

破坏 了它就会失去生态平衡的主体
,

使环境

恶化 ; 保护了森林绿色屏障
,

就能发挥巨大的生物效益
,

有效地保护 自然环境
。

如名山

县在几个 “ 大办 ”
期间把森林砍败 了

,

1 9 6 4年洪灾县城进了水
,

冲毁农田 2 万多亩
,

倒

塌房屋 7 千多问
,

以后封山育林 20 多万亩
,

森林起了防护作 用
,

去年洪水 比 1 9 6 4 年 还

大
,

没有酿成灾害
,

水稻增产 工千多万斤
。

射洪县青堤公社六大队从 1 9 6 4年起坚持三年

造林 1 千多亩
,

1 9 6 7年又 造了一条 3 公里的防洪护堤林带
,

在这次特大洪水中
,

虽淹没

了全大队 2
,

1 00 多亩土地
,

由于森林的保护
,

耕地未冲走
,

还淤积了 肥 泥 4 一 , 寸厚
。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
,

有林才能保土
,

有土才能保水
、

保肥
.

保住农业的根基
。

谭启龙

同志指出
:
四川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洪水灾害

,

究其原因
,

最主要的还是四川长江 上游

森林遭 到严重破坏
,

水土流失严重
,

一遭暴雨
,

山洪暴发
,

一泻千里
,

势不可挡
。

今后

要减少洪灾最根本的一条是保护森林
,

制止乱砍滥伐
,

山区要大力开展荒山造林
,

有计

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
; 要逐步调整农业结构

,

保护生态平衡
; 要通过这场灾害

,

教育人

们
,

再不要干那种
“ 吃祖宗饭造子孙孽 ” 的蠢事了

。

2
、

发挥水利工程设施拦洪
、

滞洪
、

削减洪峰
、

`

减轻洪灾的盆要作用
。

水利建设要

全盘考虑
,

统一规划
,

对每一个流域都应全面安排
,

特别是江河上游要兴建一些大中型

水利工程
,

既能灌溉
,

又能防洪排涝
,

一水多用
,

保护水源
。

四川省在发生 特 大 洪 灾



中
,

水利工程设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

7 月中旬
,

全省降雨总量达 2 00 多亿立方米
,

水库工

程拦蓄水量 17 亿立方米
,

占降雨量的 8 %
,

其中嘉 陵江
、

涪江
、

沱江流域 的拦蓄洪水量

为 12
.

7亿方
,

大大减轻了沿江两岸的损失
。

如正在修建的南部县升钟水库 (库容 13 亿立方

米 )
, 7 月中旬库区内暴雨量为 20 3毫米

,

入库洪峰流量为 4
,

3 00 立方米 /秒
,

吸洪 3 亿多

立方米
,

洪水经库容调减后
,

出库流量为 1
,

30 。立方米 /秒
,

减轻了西河下游升钟
、

元山
、

定水
、

王家等公社场镇及农田的危害
,

并使嘉陵江流经的南充市洪水深度降低 0
.

5一 0
.

6

米 ; 白龙江广元三堆水文站 以上的集雨面积为29
,

2 47 平方公里
,

7 月中旬降雨量为3 59

毫米
,

流量为 8 , 5 50 立方米 /秒
;
清江河广元上寺水文站 以上的集雨面积为 2

,

4 50 平方公

里
,

7 月中旬降雨量为39 2毫米
,

流量为 8
,

6 61 立方米 /秒
。

为什么在大致相当的雨量下
,

白龙江的集雨面积比清江河大 10 倍
,

河水流量反而小呢 ? 原因是
,

白龙江上游修有碧口

电站蓄水 5 亿多方
,

调减了洪峰
,

减少了下游危害
。

3
、

加强江河的治理和管理
。

长期以来
,

江河的治理和管理被忽视了
。

重利用
,

轻

保护
,

许多地 区和部 门从局部或本部门的利益出发
,

各 自为政
,

各行其 事
,

在 水 源 上

游
,

滥伐森林
,

毁林垦种
,

乱采矿山
,

倾倒矿渣
,

排放污染物
,

把江河当成纳污场所
;

有的地方和单位违背 自然规律
,

侵 占高河漫坝
,

围河造地
,

修厂建房等 以邻为壑
,

把河

堤伸向河心
,

冲向彼岸
,

缩小过洪断面
,

改变河道流向
,

破坏江河生态环境
。

因此
,

加

强江河管理
,

实行综合整治
,

十分重要
。

首先应抓好河道的疏浚
,

用经济手段和法制手

段
,

限制盲目围河造 田
、

河滩建厂
、

向水体弃置矿渣废物和排放有毒有害废水等
。

今后

凡是对江河采取的任何措施
,

都要考虑对环境的影响
,

包括远距离的
、

长期的后果
; 无

论排放废物
,

采伐森林
,

垦荒种地
,

兴建大中型水利工程等
,

都要作好环境质量影响评

价报告
,

真正管理好水域生态环境
。

4
、

切实保护好环境资源
。

特大洪灾暴露了四川省在森林保护
,

水土资源保护
,

水

利建设以及利用 自然资源方面存在的许多突出问题
。

可以看出
,

过去我们在 生 产 建 设

中
,

忽视了环境保护
,

生态平衡
,

自觉不 自觉地用牺牲环境代价去换取经济发展
,

教训

是惨痛的
。

洪灾是 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必然结果
,

反过来它又在更大范围内
,

更深的程

度上
,

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
,

形成了大的恶性循环
。

洪灾又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环境

的破坏
,

确实比工业 “ 三废
,
造成的污染更为严重

。

环境污染 了
,

可以从工艺
、

技术改

革上
、

节约能源上加以治理
; 国民经济农

、

轻
、

重的比例关系失调 了
,

花一些时间可以

调整好
。

而生态环境破坏后
,

就难 以恢复
,

有的甚至不能恢复
。

洪灾使我们付出了巨大

的经济损失
,

但破坏最大
、

影响最烈的还是水土资源的冲毁
。

四川省的耕地
,

每人平均

只有一亩
,

冲毁了耕地
,

就要影响农业基础 ; 环境质量下降
,

就要危及人类赖 以生存的

条件
。

四川是祖 国的大后方
,

又地处长江上游
,

环境和 自然资源保护的好坏
,

对长江下

游乃至于全国的关系极大
。

因此
,

保护好四川省的环境资源意义重大而深远
,

一定要采

取强有力的措施保护好 57 万平方公里的环境
,

管好
、

用好七山一水二分地的自然资源
。

保护是为了利用
,

为了长期稳定的利用
。

破坏了环境再来谈保护
,

那就晚 了
。

四川省的

环境污染和破坏 并没有控制住
,

环境状况还在继续恶化
。

因此
,

保护环境必须建立在生

态观和经济观的基础上
,

走生产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道路
,

既考虑环境资源的保

护
,

又照顾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
。

而环境的污染和破 (下转 29 页 )



导和组织各生产
、

事业部门的权力机构来 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这既要医治近三

主持全国的水土保持工作
。

千年历史留下来的水土流失及由此而引起

的生态灾难
,

又要预防在建设中发生新的

五 水土流失
,

进一步还要维护和改善生态系

成立一个全国性质的水土保持机构的 统的进程向有利于我们的 方 间 发 展
。

所

建议
,

即使是合理的
,

但它涉及体制
、

经 以
,

水土保持利
一

学的发展和提高
,

在我 国

费
、

人力以及各部 门的相互关系和习惯势 芳非常重要灼
。

但是
,

更重要的却是党对

力
,

其实现尚需时 日
。

但水土保持科学研 这 门科学的领导
,

为此
,

建议国家科委恢

究则属生产需要
,

应该及早进行
,

先走一 复水 卜保持组
,

并再一次敦请全国科协批

步
。

恩格斯说
: “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

,

一 准成立全国水土保了于学会
。

全国水土保持

开始就是由生产所决定的
。 ” 在我国

,

水 学会除应完成一般学会的目的和要求外
,

土保持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正是如此
。

「位于水土探持科学综合性强
,

在我国又长

西北黄土高原是中华文化 发 展 的 摇 期处于多头领导灼既成事实之中
,

通过学

篮
,

农业开发的历史悠久
,

水土流失很早就 会活动则可 以更有利于百家争鸣
,

各抒 己

被注意
。

如何与水土流失作斗争
,

历史上积 见
,

取长补短
,

相互提高
,

求同存异
,

消

累了丰富的经验
,

从唐代开始对国外也有 除隔阂
,

加强团结
。

正可以全而发挥向各

良好的影响
。

进入 20 世纪 以来
,

尽管仍在旧 级领导提供建议的参谋作用
,

同时也可以

社会
,

唯有水土保持作为一门科学在世界 防止长期在多头领导之下形成 的 门 户 之

上形成和发展
,

我国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见
,

干扰领导决策
。

其次是可以克服长期

时至今 日
,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发展的 以来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各 自 为 政
,

速度和潜在危险已十分突出
; 我国热带和 自由发展

,

无效劳动很多
; 而许多坚持在

南亚热带
“ 红色沙漠

”
仍在扩大

; 甚至东 第一线克服困难取得的成 果
,

得 不 到 推

北平原上缓坡漫岗水土流失也在告急
。

这 广
、

应用
、

鉴定和提高
。

学会的成立还标

对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不论从广度和深度 志着对水土保持是一门科学的公认
。

本来
,

上都已提 出更高的要求
。

在当前就迫切要 不论在世界 上和在我国
,

长期 以来的实践
,

求水土保持科学进一步来指导水土保持工 早已应是无可置疑的事
:

但在今天
,

由于

作
。

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所决定
,

正式承认水土

我国要在山区 占了一半 以 上 的 土 地 保持月:一门科学
,

对真正投身于水土保持

上
,

将近 10 亿人 口
,

主要要靠 自力更生进 科学事业的人
,

将是莫大的支持和鼓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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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只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

要求开发部 门和综合

利用部门
,

从整体出发
,

认真考虑发挥有限资源的持续利用和合理开发
,

做到真正发挥

地区优势
,

取得良好的环境效果和经济效果
。

党的六中全会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

义强 国
。

保护环境和 自然资源是关系到我们千秋万代的大事
,

关系到祖国的未来
,

人类

的希望
。

我们不仅要考虑我们这一代人的需要
,

还要为子孙后代负责
。

我

老一辈革命家
,

过去抛头颅
,

洒热血
,

正是 为了我们的明天和子孙后代
。

的先烈们和

此
,

我们既

们飞因

要为子孙后代 留下光荣的革命传统
,

还应给他们留下一个青山绿水的优美环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