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吸取教训
,

加速绿化

四夕11省林业厅

1 98 1年夏
、

秋之际
,

四川省遭到多年未遇的特大暴雨
,

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洪灾
,

给国家
、

集体和人民群众造成 巨大损失
。

遵照省委
、

省政府对洪灾进行科学 总 结 的 指

示
,

我们先后在一部分县对森林植被与洪灾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和初步分析
。

一
、

森林植被在滞洪减灾中有着五要的作用

1 98 1年四川省发生的特大洪灾
,

原因是复杂的
。

直接起因是大气环流形 成 暴 雨 所

致
。

但是暴雨笼罩地区
,

森林植被长期遭到严重破坏
,

到处童山秃岭
,

大面积土地上没

有森林植被庇护和拦蓄
,

暴雨一来
,

径流直下
,

一泻千里
,

势不可挡
,

确是加剧洪灾的重

要人为因素之一
。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森林植被通过林冠截 留和林内枯枝落叶等拦

蓄雨水
,

从而减少径流
,

发挥滞洪作用
。

根据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凯江径流控制站 1 9 5 9

年实测数据
,

森林沟 (复盖率 70 % ) 在 81 小时内降雨 6 7 8
.

5毫米
,

拦蓄系数为 6 6
.

3 %
,

灌 木 林沟 (复盖率 80 % ) 在 68
.

7小时内降雨 6 7 6
.

3毫米
,

拦蓄系数为 51
.

8 %
。

省林科所

1 9 6 2年在川西米亚罗原始林区侧定
,

在中等雨量下林冠截留系数可达 20 % 以上
,

枯枝落叶

拦蓄系数为20 一 40 %
,

加上林地土壤渗蓄
,

基本不产生地表径流
。

相反
,

1 9 81 年暴雨笼

罩地区
,

森林植被稀少
,

到处童山秃岭
,

地面裸露
,

在连续暴雨的冲击下
,

致使洪水横

溢
,

泥沙俱下
,

毁坏农田
,

淤塞水库和河道
,

造成 了严重灾害
。

大量调查材料说明
,

在

同样暴雨的情况下
,

有无森林植被
,

其灾情的大小和抗灾能力的强弱是大不 相 同 的
。

1 9 81 年的特大洪灾
,

主要祸及川中盆地的嘉陵江
、

涪江和沱江流域
。

根据嘉陵江流域武

胜至青川 12 个县
、

涪江流域憧南至平武 13 个县
、

沱江流域富顺至彭县 15 个县 1 9 8 1年 7 月

冷一 15 日的水文资料分析
,

可以看出
,

森林复盖率与各江径流特征的主要因子有一定的

相关性
。

暴雨期间
,

各江流域的降雨量相近
,

嘉陵江和涪江流域的森林复盖率在招 % 以

上
,

其径流系数都在 47 % 以下 ,
而沱江流域的森林复盖率只有 5

.

4%
,

它的径流系 数 则

为5 9
.

7%
。

这种相关性在同一条江河的不同地段
,

也有明显反映
。

嘉陵江流域的青川至

阎中段
,

森林复盖率为 1 5
.

7%
,

间中至武胜段的森林复盖率为 3
.

5 %
,

青川至 l’w 中段的

降雨量为 2 41
.

8毫米
,

其径流系数为 42
.

6 %
,

间中至武胜段的降雨量为 1 1 1
.

4毫米
,

但径

流系数反而上升为 68
.

1 %
。

可见
,

森林复盖率越大
,

它的滞洪功能也越强
。

荣昌县内的

赖河
,

全长 46 公里
,

河床宽 50 一 80 米
,

平均水深 3米
,

最深 15 米
,

过去沿河两岸 80 %的

地段都是茂密的竹林
,

河内通航来回可以不晒太阳 ; 后来竹林被毁
,

河岸裸露
,

泥抄淤



积
,

河床增高 1一 1
.

5米
,

这次暴雨到来
,

洪水渲泄不畅
,

洪峰急剧增高
,

淹没两岸农田

1 6
,

00 0多亩
,

垮塌房屋 1 5 , 4 00 多间
。

乐至县的中和公社
, 1 9 5 8年前森林复盖率为 20 %

,

那时虽然也有过一些旱涝灾害
,

但基本上是风调雨顺
; 19 7 4年以后

,

全社森林复盖率下

降为 6
。

8%
,

失去大面积截留雨水的能力
,

去年 7 月连续两天降雨 4 80 毫米
,

山洪暴发
,

有 5 2
.

6 % 的耕地受灾
,

1 47 处水利工程冲毁 1 00 处
。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
,

沿江两岸种植

芭茅
,

也有较强的水土保持作用
。

嘉陵江边的南部县
,

7 月 12 一 1 4 日共降雨 2 3 7毫米
,

其中 13 日连续 7 小时的降雨量达 1 20 毫米
,

该县元坝公社二大队四
、

五生产队有一 片 长

约 5
,

0 0 0米的芭茅草带
,

暴雨袭来时
,

耕地虽然被淹
,

但土没有被冲走
。

而这个公社五

大队四生产队的江边没有树草
, 1 3 0多亩耕地被全部冲毁

,

变成光石板
,

无法耕种
。

从

上述的事例说明
,

森林具有不可低估的滞洪减灾作用
。

二
、

林业建设的主要经验教训

1 9 8 ,
年的特大洪灾

,

从反面给了我们深刻的教益
。

回顾四川省 32 年来的林业建设
,

主要的经验教训有 以下三点
。

第一
、

对森林资源保护不力
,

破坏严重
,

不能充分发挥森林植被的水源涵养作用
,

加剧了洪水灾害
。

四川省的森林资源
,

在解放 以前就遭到掠夺式的破坏
,

复盖率本来就

不高
,

分布也不均匀
。

解放后
,

由于在经济建设中受
“ 左 ” 的指导思想影响

,

加上缺乏

严格的法制管理
,

乱砍滥伐
、

毁林开荒一直没有制止下来
,

致使森林资源急剧下降
。

一

是五十年代后期的几个
“ 大办 ” ,

使森林资源受到毁灭性的破坏
,

伤了元气
,

至今没有

一个地区恢复到 1 9 5 8年以前的水平 ; 二是长期过量采伐
,

使森林资源大幅 度 减 少
。

目

前
,

全省森林资源年生长量约为 1
,

6 00 万立方米
,

而森林资源的年消耗量达 3
,

00 0万立方

米
,

相当于生长量的两倍
; 三是大规模毁林开荒

,

据粗略统计
,

1 9 5 1年至 1 9 8 1年的 30 年

间
,

全省毁林开荒面积达 2 , 8 00 多万亩
,

相当于建国以来新造林保存面积的 6 1 %
。

令人

不安的是
,

这些间题至今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

森林资源减少的趋势仍然存在
。

解放

初期
,

全省的森林复盖率在 19 % 以上
,

1 9 5 8年 以后
,

降为 9 %
,

经过 20 来年 的 造 林 护

林
,

目前仅仅恢复到 1 3
.

3%
。

有的地方还在继续下降
。

涪陵地区 1 9 5 8年前森林复盖率为

2 3
.

1 %
,

1 9 6 2年下降为 1 3
.

2 %
, 1 9 7 5年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只有 8

.

8 %
。

这次发生洪灾的

沱江
、

涪江
、

嘉陵江流域
,

森林资源屡遭破坏
,

复盖率下降的幅度很大
,

而且它们又主

要分布在上游
,

而且森林质量低
,

三分之二是残次林
,

滞洪的功能减弱
,

不能有效地减

轻灾情
。

第二
、

对森林的作用认识不全面
,

重视了它的直接作用
,

忽视了间接作用
。

森林是

一种可再生的 自然资源
,

不仅有生产木材和各种林副产品的直接作用
,

更重要的还有涵

养水源
、

保持水土
、

调节气候
、

防风固沙
、

保护农田
、

美化环境等多种间接作用
,

而且

间接作用要 比直接作用大得多
。

现在很多国家对此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

据美国计算
,

森林的间接作用比直接作用大 10 倍
,

日本是 25 倍
。

在我国
,

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农业

生产
、

人 民生活中的实际体验
,

森林具有多种效益的观念也正在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

过

去
,

我们思想认识上存在很大的片面性
,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 内把工作重点摆在采伐木材



L
,

以致在原始林区出现集中过量采伐
,

内地普遍出现
“
推光头

” ,

造成了相当严重的

后果
。

不少地方的森林破坏后
,

开荒种庄稼的面积越来越大
,

林业用地面积大量缩减
。

同时
,

宜林地的生态条件也逐渐变坏
,

土层变薄
,

肥力衰退
,

造林难度加大
,

栽树不易

成活
,

森林复盖率至今没有恢复到五十年代初期的水平
。

在林种安排上
,

比较地注重发

展用材林和经济林
,

忽视了因害设防
,

营造水土保持林
,

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四川水土

流失严重的局面
,

留下了洪灾危害的隐患
。

第三
、

造林邃度级怪
,

质 t 不高
,

不能很快提离森林盆益率和充分发挥森林的多种

效益
。

解放后 32 年来
,

全省统计造林面积 1
.

2亿亩
,

而实际保存只有 4 , 0 00 多万亩
,

仅占
_

三分之一
。

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

一是林权多变
,

政策不稳
,

过去讲一大二公
,

只强调

国家和大集体
,

忽视了小集体和社员个人的利益
,

挫伤了群众造林护林的积极性
; 二是

对群众造林事业的扶持不够
,

木材
、

竹材和很多林副产品的价格长期偏低
,

调动不了广

大群众发展林业的积极性
,

同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对群众造林基本上没有经济扶持
;

是缺乏一个全省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
,

农
、

林
、

牧布局不合理
,

比例不协调
,

相互干

扰
,

相互抵销 , 四是没有注意在较大范围内实行水
、

土
、

林综合治理
。

在林业内部
,

也

牲单打
一多

.

林种树种单纯
,

各方面互相配合不够
,

影响了林业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
。

三
、

加强林业建设
,

尽快提高森林复盖率

四川地处长江上游
,

森林涵养水源的作用十分重要
。

森林的防护效益
,

不仅关系四

川省的安危
,

而且对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有极大的影响
。

从现实状况来看
,

全省水土流

失的面积达 3 8
.

4 3万平方公里
,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6 7
.

7%
,

比 1 9 5 8年增加了 6
.

6 %
,

主

要集中在长江上游的各主要江河流域
。

这些地方
,

在 19 8 1年的特大暴雨中受到的洪灾袭

击也最厉害
,

因而尽快提高全省森林复盖率
,

己是势在必行
、

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
。

今

后
,

必须在加强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现有森林资源的同时
,

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

我们初

步规划
,

在 1 9 8 5年末
,

使四川省的森林复盖率由现在的 1 3
.

3 %上升到 1 4
.

3 %
, 1 9 9 0年达

到 15
.

7 %
,

到本世纪末
,

力争达到 20 %
。

实现这个 目标的措施
,

主要有 以下四条
:

第一
、

把四川的造林工作列为曹造长江上游水派涵养林的一项皿点工程来抓
。

从全

国发展林业的布局来讲
,

解决长江上游的绿化问题
,

其重要性不亚于
“ 三北 ” 防护林体

系的建设
。

从省里来讲
,

要本着因地制宜
,

因害设防
,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原则
,

全面

发展林业生产
。

川西北高山原始林区
,

要适当压缩老企业的采伐量
,

同时积极开发新林

区
,

逐步改变集中过伐的状况
,

有效地发挥这片大林 区涵养水源
、

继续提供国家建设用

材的作用 ;
盆周山区

,

要把发展用材林和经济林基地同营造水源涵养林结合起来
,

发挥

提供木材
、

增加收入
、

涵养水源的综合效益
; 在盆中丘陵地区

,

要把植树造林同改善农

业基本条件的工程设施结合起来
,

实行土
、

水
、

林综合治理
; 在平原地区

,

充分利用宅

院周围
,

道路两旁
,

渠系两侧和荒地河滩的土地生产潜力
,

大力栽树种竹
,

尽快形成和

完善 以点
、

带
、

网
、

片相结合的农田防护林体系
。

第二
、

开晨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

推动班个造林缘化工作
。

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

是实现绿化祖国
、

保护国土战略任务的一项重大措施
,

也是加快造林步伐
,

提高森林复



相率的有效办法
。

省政府为了贯彻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
“
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

动的决议
” ,

对全省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制订了具体实施办法
。

要求县以上各级人 民

政府尽快成立绿化委员会
,

统一领导本地区的义务植树运动和整个造林绿化工作
,

按照

各单位统计上报承担义务植树的公民人数
,

把义务植树的任务和地段分配落实到各个单

位
。

开展义务植树的重点是
,

城市要抓好公共绿化
,

名胜古迹和街道绿化
; 场镇要抓好

场头场尾的荒坪空地和街道绿化
;
农村社队要抓好集体地

、

路旁
、

水旁和成片荒山荒坡及

河滩的绿化 , 机关
、

学校
、

部队
,

厂矿等单位要抓好环境绿化
。

搞好全 民义 务 植 树 运

动
,

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
,

把那些长期难 以绿化的地方栽起树来
。

第三
、

进一步落实好山林所有制和林业生产资任制
,

用政策来调动群众护林造林的

积极性
。

落实林业
“ 两制

” ,

是保护森林
、

发展林业的根本性措施
,

是搞好林 业建设的

一项基础工作
。

过去
,

由于林权不稳
,

产生了平调
、

侵占的问题
,

既造成乱砍滥伐
,

又

影响了各方面发展林业的积极性
。

因此
,

落实林权
,

稳定林权
,

就成为林业建设上的当

务之急
。

四川省落实林业
“ 两制 ” 的工作

,

在各级党政的领导下
,

已经全面铺开
,

进行

得比较顺利
。

目前
,

全面落实了
“ 两制 ” 的县已有 1 0 3个

,

约占一半
; 落 实林 业

“ 两

制
” ,

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

第四
、

在营林措施上要采取多种形式
,

加快绿化进度
,

提离防护效益
。

四川省地域

辽阔
,

自然条件差异很大
,

社会经济条件各不相同
,

林地状况也千差万别
,

必须因地制

宜地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
,

恢复和发展森林资源
。

在宜林荒山成片集中
、

自然条件好的

地方
,

要发挥其土地生产能力
,

高标准
、

高质量地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
; 在边远山区

,

荒山面积大
、

人烟稀少
、

人工造林有困难的地方
,

开展 飞机播种造林
; 在残留有母树或

有萌生能力伐桩的地方
,

实行封山育林
; 对现有人工林

、

幼林和天然次生林
,

加强抚育

改造
,

改善林分结构
,

提高生长量
,

促使早 日成林成材
。

总之
,

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各种

自然优势
,

充分发挥多种造林方式和经营方式的有效作用
,

适地适树适法
,

宜造则造
,

宜播则播
,

宜封则封
,

宜草则草
,

宜树则树
,

把发展和保护结合起来
,

就一定能使四川

省林业建设有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
,

收到较好的成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