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理坡耕地
,

控制水土流失
,

促 进 农 业 生 产

四 川 省 农 业 厅

王98 1年 7一 9 三个月
,

四川省连遭暴

雨和特大洪水
,

给农 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
。

被淹
、

被冲耕地达 1
,

2 00 多万亩
、

其 中
,

冲毁农田 2 20 多万亩
,

有 40 多万亩被 冲 成

乱石滩
,

光板板
,

近期内难以复耕
。

总结

这次洪灾的经验教训
,

究其发生的原因
,

固然主要是由于大气环流的变化所造成
,

但从我们的工作上检查
,

也 是 值 得 深省

的
。

在治理坡耕地上
,

速度慢
,

面积小
,

有

的质量还不高
,

综合治理也不够
,

因而抗

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弱
,

未能把这次洪灾的

损失减小到最低的限度
,

这是一个沉痛的

教口聪
。

我省地域辽阔
,

人多耕地少
,

可垦荒

地有限
,

80 % 以上的耕地分布在丘陵山区
。

丘陵地区林被率低
,

坡耕地多
,

坡度陡
。

全省 5
,

00 0万亩旱地中
,

坡度在 1 0
“

以上的

约 占63 %
,

其中 25
“

以上的约占 1 / 4
。

地理

景观决定了我省水土流失的必然性和严重

性
。

据有关部门测定
:

坡耕地的坡度 3 一

5
“

的
,

年亩流失泥沙 0
.

55 一 2 立方米
; 6

一 1 0
“

的为 3 一 5 立方米 ; n 一 15
“

的为 6

一 9 立方米 ; 16一 2 0
“

的为 10 一 n 立方米 ;

20
“

以上的为 12 一 15 立方米
,

比未垦 殖 的

荒坡隙地的泥沙流失量都大
。

水土流失的

结果 L层越来越薄
, 一

上壤越来越瘦
,

面

积 日趋缩小
。

蓄水
、

滞洪
、

抗旱防涝的能

力削弱
。

南充市红光公社八大队有坡地 7 76

亩
,

22 年前
,

耕作层普遍在20 厘米 以上
,

现在有 18 9亩的耕作层不到 17 厘米
,

5 5 亩

冲成光石滩
,

不能再耕种
; 坡土泥沙入田

.

使好田变坏
,

全大队有 8 9
.

6亩变成 了粗砂

夹脚田
,

占农田的 19 %
。

涪陵县清溪公社

立石大队
,

1 9 5 7年前有60 亩一等土
,

土层

都在 50 厘米以上
,

由于水土流失
,

到 19 7 9

年普遍降为 25 厘米
, 1 30 亩三等土的 土 层

由 1 7厘米以上变到不足 17 厘米
。

坡耕地的

泥砂年复一年的流失
,

不仅使弄地更劣
,

还造成塘
、

库淤塞
,

加速塘
、

库的死亡过

程
。

射洪县青堤公社六大队
, 1 9 5 6年建成

一座库容为 31 万立方米的水 库
,

历 经 2 4

年
,

就淤沙 12 万立方米
。

巫溪县羊桥坝寨

沟水库
,

库容 6 0万立方米
,

仅 20 年就淤满

了泥沙
,

水库变成了沙库
。

从五十年代后
,

在总结群众改造坡耕

地
,

防止水土流失
,

增强土壤抗旱能力经

验的基础上
,

通过试验
、

示范逐步地开展

了治理坡耕地的工作
。

20 多年来
,

全省共

改造坡耕地 1
,

10 0万亩 (坡土改梯 土
、

梯

田 8 1 7万亩
,

传土改土 27 9万亩 )
,

改造低

产田
、

冬水田 1
,

5 00 多万亩
。

通过改 造 的

坡土
,

坡度减缓
、

变平
,

土层增厚
、

变壤
、

变肥
。

据典型调查和理论计算
,

土层 50 厘米

以上
、

总孔隙度50 一 60 % 的土壤
,

可纳蓄



20 0 毫米的降水
,

可抗早 10 多天
。

由于土

壤的抗早能力增强
,

为改革耕作制度
,

发

挥 良种优势
,

停耕还林
,

发展多种经营
,

创造了有利条件
。

四川省农业生产的发展

与20 多年改造低产田土的成果是不可分割

的
。

改造低产田土取得显著成效的地方
,

对发展农业的作用更加突出
,

对减轻今年

洪灾的损失更加明显
。

遂宁县上宁公社
,

土壤为遂宁组母质
,

质地松散
,

属强水土流失区
。

五十年代就

开始治理坡耕地
,

改坡土为梯土
,

采取工

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 结合
,

进 行 综 合 治

理
。

20 多年来
,

共建成梯土梯 田 8
,

80 0亩
。

地块背有沟
、

边有山
,

埂有树
,

径流汇集

处有蓄水池
,

丘湾顶部有塘
。

在 1 9 8 1年 7

月
, 8

.

5小时内降雨 19 9毫米的情况下
,

耕

地没有被冲毁
,

沙沟
、

沙山淤 积 不 到 一

半
。

粮食产量没有因灾减产
,

反而创造历

史最高水平
,

比上年增产 1 00 多万斤
。

邻近

的南江区
,

土壤母质仍为遂宁组
,

由于没

有治理坡耕地
,

去年 8 月 17 日2 4小时内降

雨 16 1毫米 ( 比上宁公社降雨强度小 )
,

山

洪横溢
,

泥水俱下
,

冲毁地埂 1
,

8 26 根
,

田埂 2 , 7 06 根
,

淹没农田 8
,

93 9亩
,

冲毁耕

地 4
,

。04 亩
,

5
.

6万亩早地的地边沙山
,

基

本上淤满了泥沙
。

清淤工作量比往年增加

1邝以上
。

资阳县太平公社一大队
, 1 9 6 4年最大

降雨量 8 9
.

1毫米
,

有 1 , 0 00 多亩沟槽 田 被

水打沙压
,

花了 1
.

5万个工
,

用了三 个 月

时间才挑完了淤沙
。

在这以后
,

他们采取

综合措施
,

改土
、

造林
、

疏通坡面水系
,

到 19 81 年止
,

全大队坡土改 梯 土
、

梯 田

1
,

17 3亩
,

占早地的92 %
,

森林复盖 率 达

20 %
。

1 9 8 1年一天降雨 29 5毫米
,

除 三 亩

槽田因水利工程不牢产生水打沙压外
,

其

它农田安然无恙
。

简阳县董家埂公社六大 队四小队
,

从

19 6 4年以来
,

年年改造坡耕地
。

全 队 2 21

亩早地
,

除 2亩未改造外
,

都改成了梯土
、

梯

田
,

同时合理地布局了坡面水系
,

逐步深耕

深翻
,

增面田泥
,

增施有机肥
,

培肥地力
,

每年每亩用原粪 1 , 5 00 斤以上
,

渣肥 几 千

斤
,

面田泥 2 00 多挑
。

土层 由过去的 20 厘

米增加到 50 厘米 以上
,

土壤由红石骨子土

变乌黑色壤土
,

增强了蓄水抗早能力
。

近

年来
,

粮食亩产稳定在 1
,

3 00 斤以 上
,

棉

花亩产在 1 40 斤 以上
,

比全社平均亩 产 高

出 1 / 3
。

19 8 1年 7 月
, 3 6小时内降雨 1 6 0毫

米
,

水不乱流
,

无泥下山
,

梯地无垮埂
,

沟田无淤沙
,

全年总产仍然上升
。

石柱县漆辽公社
,

山大石头多
,

每人

平均耕地 2
.

8亩
,

历来广种薄收
。

从 19 7 5

年起
,

共改造坡耕地 1
,

18 0亩
,

每人平均 6

分
,

加上原有的好田好土
,

每人平均达到

8 分
。

播种面积虽有减少
,

单位面积产量

显著提高
。

1 9 7 9年粮食总产比 19 7 5年增加

7 3
.

7 %
,

腾 出的土地发展漆树
、

核桃
、

杉

树等经济林木 2 6
.

4万株
,

农副业总产值比

19 7 5年增长 1 1 4 %
。

实践证明
:

改造坡耕地
,

是有效控制

水土流失的一个重要方面
,

既能有效促进

粮食生产的发展
,

又能为发展多种经营创

造有利条件
,

更是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措

施
。

四川省治理坡耕地
,

已进行20 多年
。

在治理过程中
,

有经验
,

也有一些失误和

教训
。

总的说来
,

治理坡耕地的方向是对

的
,

效果是显著的
。

但 由于我们对治理坡

耕地的 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条件研究
、

认

识不够
,

决心不大
;
在实践中

,

重当前
,

轻长远
,

没有把当前生产与基本建设结合

起来
,

因而改的速度不快
,

面积不大
。

在

一段时间里
,

由于
“

左
”
的错误干扰

,

思想上



急于求成
,

贪多图快
,

质量不高
,

甚至干

了 一些违背 自然规律的蠢事
。

.1 认识自然
,

下定决心
,

坚持不懈
,

是加速洽理坡耕地
,

提离统御洪早灾容能

力的关健
。

我省地处亚热带
,

气候温和
,

雨

量丰沛
,

但分配不均
,

月际差很大
,

早拱

灾害年年都有
,

只是出现的地区和面积大

小不同而已
。

同时
,

全省人多耕地少
,

坡

耕地比重大
,

以农业人口计算
,

每人平均

,
.

1亩耕地中
,

坡耕地就占 4分
。

全省 5
,

0 00

万亩早地中
,

有 3
,

8 00 万亩坡耕地
,

土 层

薄
, 一

{: 质瘦
,

坡度陡
,

多数底层是岩石
,

水上流失严重
,

含蓄水分
、

抗御干早的能

力很弱
。

这些坡耕地
,

既是产量低而不稳

的地方
, 一

也是洪早灾害最敏感 的地方
.

一

些县
、

社
、

队在长期的坡耕地生产中逐步

认识到
,

治理坡耕地
,

必须从这一实际情

况出发
。

他们瞻前顾后
,

把长远建设和当

前生产紧密结合起来
,

认真贯彻党的方针

政策
,

依靠专业人员和群众的力量
,

坚持

不懈地进行治理
,

取得了显著成绩
。

简阳

县 廷 旱 涝 灾害较为频繁的地区
。

他们狠

抓农田水利建设
,

在水利条件有很大改善

的情况下
,

狠抓坡耕地和冬水田
、

低产田

的改造
。

近 6 年来
,

平均每年以 10 多万亩

的速度改造低产田土
,

目前全县 已改造坡

耕地 3 1
.

3万亩
,

改造冬 水田
、

低产 田 33 万

亩
,

共计 6 4
.

3万亩
,

占耕地面积的 40
.

3 %
。

经过改造的坡耕地
,

一般由 1 5
。

左 右 降至

5
“

以下
,

土层由 13 一 20 厘米增 至 50 厘 米

以上 ; 有 10 万亩坡耕地建成 了水平梯田
。

改造过的下湿低产田
, 一

般 都
“ 三 沟 ”

(排洪沟
、

截泉沟
、

灌溉沟 ) 配套
,

能灌

能排
,

水早轮作
。

这对就地涵蓄径流
,

通

畅排泄径流
,

减轻洪灾
,

提高抗旱能力
,

保护耕地
,

发展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

尽管

1 9 8 1年 7 月一次暴雨达 1 60 一 31 0毫米
,

除

沿沱江两岸受灾较重外
,

丘陵区无收面积

仅 4
,

2 00 多亩
。

芦霞公社一大队二生 产 队

的张家坝
,

有冲田 86 亩
, 19 7 3年一次降雨

仅 80 毫米
,

就冲断田埂 16 根
,

田内沙堆
、

田幽就有 20 多个
,

沙压面积达 6
.

0亩之多
。

去年 7 月暴雨量和强度都比 1 9 7 3年大
,

由

于改造的田土起到了层层蓄洪
、

滞洪
,

排

水沟导洪的作用
,

没有冲断一根田坎
,

田

内也未受到沙压
。

三台县近年来共改坡地

为梯地
、

梯田 1 8
.

2万亩
,

改造冬水田低产田

19 万亩
,

水早轮作田由 10 万亩扩大到 3 4万

亩
,

水稻面积达到 40 万亩
,

过去除涪江
、

凯江两岸有少数的两季田外
,

大部分都是

冬水田
; 现在成沟成槽 的梯级条田和丘坡

上梯地到处可见
。

这对抗御早涝灾害
。

为

夺取农业持续增产打下了可靠基础
。

全县

粮食连续 5 年获得增产
,

粮食总产由 1 9 7 6

年的 6
.

6亿斤
,

上升到 19 8 0年的 9
.

7亿斤
。

去

年 7 月虽遭到 4 70 多毫米特大暴雨的袭击
,

未能实现原订粮食总产达 10 亿斤的计划
,

却仍可基本保持 1 9 7 9年的水平
。

相反
,

些地方只顾当前
,

不顾长远
,

甚至把当前

与长远对立起来
,

不明确治理坡耕地既为

搞好当前生产又是建设基本农田
.

动动摇

摇
,

时打时停
。

儿十年来
,

田土面貌改变

不大
,

洪早灾害频繁
,

农业生 产 时 土 时

下
,

很不稳定
。

2
.

因地制宜
,

综合洽理
,

分级利用
.

是治理坡耕地
,

保持水土的方向
。

坡耕地

是人们生产活动的产物
,

但又是暴雨袭击
,

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
。

要治理坡耕地
,

应根据坡度大小
,

土壤条件和当地经济情

况实行综合治理
,

分级利用
。

在水利解决

了的地方
,

重点应是改土为田
,

和改造冬

水田
、

低产田
,

扩大水早轮作面积
,
坡度

不陡的坡耕地
,

改为梯地
,

发展农作物或

果树
、

茶树
。

坡改梯可以一次改成
,

也可

以一步厚
、

二步平
、

三步变地形
,

逐步改

成
。

这不仅改善 了土壤理化性能
,

提高 上



壤肥力
,

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
,

提高土地生

产率
,

而且对拦蓄洪水
,

减少水土流失
,

抗御洪早灾害
,

都是必不可少的
。

坡度陡

的地方
,

在搞好基本农田的基础上
,

逐步

退耕还林
,

植树种草
,

发展多种经营
,

发

挥 自然优势
。

由于山丘坡面的坡形改变
,

土层增厚
,

蓄水能力 增加
,

从而减少了径

流量
,

减缓了径流速度
,

减轻了冲刷
,

防

止了水土流失
,

进而使土壤得到了改良培

肥
,

又进一步提高了土壤涵蓄 水 分 的 能

力
。

所以坡改梯有蓄洪
、

滞洪
、

保水
、

保

土
、

保肥
,

促进植物生长的作用
。

因此
,

近些年来
,

各地在开发利用坡地上
,

无论

是种植农作物或果
、

茶
,

都采取梯地的办

法
,

甚至是在植被稀疏的荒坡上植树造林

也采用梯台或水平撩壕整地的方法
。

资阳

县重洛公社二大队是浅丘陵地形
,

他们采

取在丘顶
、

陡坡植树造林
,

丘腰 以下改成

低埂窄梯
,

种植农作物 ; 埂上植树种草
多

坡面建立背沟
、

沿山沟
、

沉沙幽
、

蓄水池
、

作为拦洪
、

蓄洪
、

滞洪
,

排洪的水系
;
坡

脚开沟拦截岩层水
,

排泄山洪水
,

保护沟

槽田
。

去年 7 月一次三天特大暴雨 达 2 95

毫米
,

比 1 9 6 4年大四倍
,

田土基本上未遭

到损失
,

获得了丰收
。

而一些社
、

队
,

未

按客观情况综合治理
,

分级利用
,

效果明

显下降
。

3
.

保证质 ,
,

是充分发挥治理坡耕地

效益和保护群众积极性的中心环节
。

治理

坡耕地的 目的
,

是为创造涵蓄水分
,

增加

抗御早涝灾害
,

防止水土流失
,

适宜于农

(林
、

牧 ) 业高产稳产的土壤条件
。

坡地

达到了平
、

厚
、

壤
,

可以拦洪
,

蓄洪缓流
,

增加土壤水分
,

抗御 自然灾害
,

提高产量
;

梯地无地埂就难以拦土
,

坡面无水系就难

以拦蓄径流
、

减洪
、

滞洪
、

防冲
,

梯地成

果也难以保住
;
地埂

、

荒坡隙地无植被
,

就难滞洪缓流
,

地埂也难以巩 固
。

一个时

期
,

对治理坡耕地的目的性不甚明确
,

强

调了改形
,

忽视了改质
; 注意了改土

,

放

松了治水
,

忽视了绿化
。

没有 把 改 造地

形
,

与改 良土壤质地统一起来 , 没有把改

土治坡
、

治水治坡
、

绿化治坡统一起来
。

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
,

必须统一起来
,

才

能达到充分利用坡地水土资源
,

合理改造

利用坡地的目的
。

这不仅关系到治理的成

果间题
,

还关系到群众改土是否能长期坚

持下去的问题
。

射洪县平安公 社 建 设 大

队
,

人多地少
,

每人平均耕地不足 0
.

4亩
,

过去是吃粮靠供应
,

用钱靠贷款的后进大

队
。

1 9 6 4年 以来
,

大 队针对烂泥 田
、

坡坡

土
、

光秃 山多的实际情况
,

紧 密 结 合 生

产
,

依靠群众
,

用十多年时间
,

把 4 43 亩

坡耕地全部建成了平坦 的梯地
,

坝上的50 0

亩冬水烂泥田
,

改为能排能灌
,

水早轮作

的条田 , 坡面上修建沿山沟 14 条
,

长 14 公

里
,

沙幽 1 0 0多个
,

蓄水喷灌池 48 个
,

山

平塘 12 口
,

可蓄水 7 万多立方米
多
还兴建

机电提灌站 4 处
,

做到沟
、

幽
、

池
、

塘
、

站相连
。

丘顶
、

陡坡成片造林 6 5 0亩
,

现

已茂密成林 , 利用 田边地埂
、

隙地栽桑种

果树 13 万多株
,

基本控制了水土流失
,

保

住了治理坡地的成果
。

这十多年来
,

粮食

产量基本上是年年上升
,

群众对治理开发

坡耕地积极性很高
。

近五
、

六年来粮食亩

产过吨粮
,

棉花亩产超 2 00 斤
。

去年 7 月

遭受了 3 03 毫米的特大暴雨袭击
,

除 涪 江

溃堤
,

淹没数百亩坝田
,

造成 巨 大 损 失

外
,

44 3亩坡上早地安然无恙
,

沟幽 淤 泥

也不如往年多
,

全大队粮食产量仍可保持

1 9 8 0年水平
。

简阳县柏林公社劳动大队
,

前几年搞的 3 5 0亩坡改梯
,

由 于 注 意 了

平
、

厚 (有的搞成了反坡土 )
,

纳蓄雨水

的能力很强
,

但由于忽视 了水系和修筑地

埂的质量
,

有的断面太小
,

有的太高
,

有

高达 3米的
,

埂上绿化也差
,

在去年 了月



3 1 0毫米特大暴雨下
,

水无出路
,

加之坡

埂又单薄
,

导致 50 一 70 % 的地埂垮塌
,

严

重的占 5 %
,

约有 20 亩作物无收
,

造成了

不应 有的损失
。

尽管地埂垮得多
,

修复量

大
,

但因梯地面积大
,

山洪相对减少
,

泥

沙下坡不多
,

没有影响冲槽田
。

前些年
,

由于对治山
、

治水
、

改土
、

改形与改质结

合得不好
,

做了一些事与愿违的鸯事
,

不

仅未达到改造
、

利用坡耕地的目的
,

反而

造成 “ 得不偿失
” “ 劳民伤财

” ,

挫伤群

众积极性的后果
。

4
.

保护好 未 改造的坡耕地
。

暴雨
、

山洪年年都有
,

改造坡耕地又是花工
、

费

时的工作
,

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把所有的坡

耕地都改造好
。

就是改造好 了的
,

仍然分

布在丘陵面上
,

稍有疏忽
,

仍有造成严重

水土流失的可能
,

还需要加强管理养护
。

四川省农民群众历来有种坡耕地的经验
,

由于多种原因
,

有些好的经验也搞掉了
,

因而水土流失有所增加
,

坡耕地的旱涝灾

害也更频繁了
,

应当大力提倡推广行之有

效的传统经验
:

首先应恢复
、

建立
、

健全坡

面水系
,

做到排水有沟
,

改直冲为横冲
,

沉沙有幽
,

蓄水有池
,

避免山坡上的径流

冲入地块
。

去年特大暴雨中
,

凡是坡面水

系不健全的
,

冲刷跑土的情况都很严重 ,

再者
,

修筑地埂
,

地边有埂
,

就是地块未

改平
,

也可以拦阻地 内土壤不流失或少流

失
。

群众说得好
: “

地无埂
,

土地要薄一

寸 ” , 其三是应大力推广横坡耕作法
,

如

横坡开行
、

横坡分厢
、

横坡带状间作
、

高

矮杆作物间作
、

直立和葡甸作 物 间 套 等

等水土保持耕作法
。

据科研
、

生产单位试

验
,

横坡耕作
,

水分流失可减少 29 %
,

泥

沙流失可减少 7 9
。

9 % ,
棉花与花生间作比

棉花单作减少水分流失 1 9
.

n %
,

减 少 泥

流沙失 1 6
.

5 %
,

每亩棉花可增产 4
.

26 %
,

多收花生 4 6
.

3斤
。

几点建议
:

1
、

要制订治理坡耕地的规划
。

四力}

省 1 亿亩耕地中
,

83 % 分布在 山 丘 坡 面

上
,

潜在着水土流失的危险
,

特别是 35 %

的坡耕地如何改造
、

利用好
,

对全省经济

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
。

国家应把治理坡耕地 (或改造低产田

土 ) 纳入 国民经济建设计划
,

逐级下达
。

县
、

社
、

队都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拟定

规划
,

分期实施
。

治理坡耕地的规划
,

应

结合农业 自然资源调查
、

农业区划统一进

行
,

提 出改造利用方案
,

并安 排 专 项经

费
。

2
、

农田基本建设
,

是农业的一项基

本建设
,

社员群众有义务参加这项工作
,

规定一定数量的劳动 日
,

作为劳动积累
。

并把这项工作纳入人民公社经 营 管 理 范

围
,

在公社资金中
,

分一定比例作为购置

工具
、

爆破物的资金
,

提留一定的口粮补

贴
。

3
、

治理坡耕地是水土保持的一项主

要内容
,

合理改造利用坡耕地
,

是个多学

科
,

综合性的工作
。

建议农业院校设置水

土保持专业课
,

定为必修课
,

把治理坡耕

地作为重点
。

农业科研部门
,

亦应把坡耕

地的治理
,

合理开发利用
,

列 为 专 门 课

题
,

进行总结
、

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