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化河滩 有益防洪

一四川省射洪县青提公社六大队的经验教训

四川省射洪县科委

四川射洪县青堤公社六大队
,

位于涪江东岸边
,

半山半坝
,

有 10 个生 产 队
,

2
,

3 00

夕、
,

耕地 1 , 了39 亩
,

宜林荒山 4 00 多亩
,

河滩 8 00 多亩
。

十七年前
,

那里是五里 河 滩一面

坡
,

山光滩光早洪灾害多
,

农业生产水平很低
。

19 6 4年开始山
、

水
、

林综合治理
,

在乱

石河滩上大窝客土造林种草
,

修筑一条高 2 米
、

宽 2 米
、

长 2 , 0 00 米的卵石泥土顺 水 护

岸堤
,

同时在荒山上采取大窝多株密植的办法
,

营造柏木
、

恺木
、

马桑等混交林
。

经过

几年艰苦奋战
,

到 1 9 6 8年全大队荒山和河滩 1 ,

20 0亩 以及四旁全部绿化
,

形成了山上郁郁

葱葱的水土保持林
、

河滩成行成带的护岸林
、

纵横交错的四旁林 网组成的农田防护林体

系
。

这些林带
、

网系统既解决了社员的烧柴和部分间伐的小径用材
,

又为农业创造 了一

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

促进 了农业和其他各项工
、

副业的全面发展
,

并改变了早
、

涝灾害危

害严重的局面
,

成为全县综合治理山河
,

以林促农
、

林茂粮丰五业兴旺的先进典型
,

受

到了省
、

地
、

县的表扬
。

19 8 1年 7 月 13 日
,

全县遭受 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
,

9 月中又遭受了两次洪水

洗劫
,

给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巨大损失
。

沿江两岸
,

洗劫一光
,

然而这个大队却是另一

种情景
。

虽然这次特大洪水
,

水位高达 31
.

4米 (比 1 9 5 4年还高 1
.

8米 )
,

洪水主流改道
,

洪峰经过其境
,

全大 队除山坡地外全被淹没
,

水深 1一 5 米
,

河面扩至两岸山脚
,

宽达

2
,

50 0米
,

洪水流速每秒 5
.

9米
,

流量每秒达 25
,

20 0立方米
。

人们 以为这个大队的面貌将

造一片乱石光滩
,

一物无存
。

但它却只护岸河堤冲垮四个缺口
,

林木冲毁60 0 多 亩
,

林

带最宽处一百余亩混交林完全巍然屹立无损
,

农作物被淹
,

而土地未受破坏
,

还淤积了

2 。厘米厚的淤泥
。

河滩被 冲倒的林木也还可以利用萌发更新和补植成林的约 3 00 多亩
,

恢

复河滩芭茅 20 。余亩
,

是全县农业损失较小
,

河滩林和护岸堤保存最好
、

防洪效益较大的

唯一的一个大队
。

这样大的洪水
,

这个大队的生产
、

河岸
、

林木没有受到毁灭性灾难和损失
,

有些经

验教训值得记取
,

其中主要有三点
:

1
.

抗早与防洪并重
,

生物和工程措施结合
,

实行水
、

土
、

林综合治理
。

这个大队治

理河滩
,

同时治山
,

荒山上营造乔
、

灌
、

草结合高度密植的水土保持林
,

同时解决社员

燃料 ; 坡地改为水平梯土
,

梯面内斜
,

内开背沟挖由沉沙
;
梯埂栽桃树

、

苹果
、

桑树固
臼限吮

埂
,

做到水不乱流
,

泥不下山
。

这次洪水
,

不但坡地没有一处垮塌
,

而且
,

坡下土地
、



塘
、

库也未被沙泥淤塞
,

水库也安然无恙
。

在营造河滩护岸林时
,

注意了生物措施和工

程措施相结合
,

起到各施所长
,

互相促进
,

发挥了单一工程措施难起的作用
。

1 9 6 4年开

始造林时
,

经水 电部门规划修了一条短
、

小顺水的卵石土堤
。

生物措施就围绕这条河堤

做文章
,

堤外全部栽芭茅
,

河堤上栽麻柳
、

洋槐
、

芭茅等形成了树草结合的宽 30 一50 米

的林带
。

靠近农耕地也栽芭茅
。

这样以芭茅和树护堤
,

以堤保护林带和农田
。

在常年洪

水时
,

水不越堤
,

河水从下游漫入农耕地淤土
,

对农业生产大为有利
。

在较千旱的 1 9 7 8

年
,

利用林内淤泥面地
,

粮食增产 30 多万斤
。

如遇洪水超过河堤
,

洪水越堤 直 冲 入 农

田
,

但堤上有树
,

堤内有林带
,

大大减缓了洪水的流速和减小对堤内农耕地的冲刷力
,

保护 了农田
,

减轻了洪水危害
。

如这次特大洪水
,

洪水越过 矮 堤
,

河 面 扩 大 1
,

0 00 多

米
,

不减少过洪断面
,

水位大为降低
,

就减轻了损失
。

2
.

植树与种草并举
,

选择适合河滩造林的树草
,

因 地制宜
,

乔
、

灌
、

草混种
。

这个

大队经多年的实践
,

选择芭茅作为绿化河滩的主要草类
,

因芭茅适应性强
,

耐早耐湿
,

根系发达
,

茎叶茂密
,

能淤沙固土
。

洪水淹后茎叶顺水流方向倒伏在地
,

既对洪水没有

大的阻力
,

又不减少过洪断面
,

同时还保护 了表土不被洪水冲刷
。

除此之外
,

芭茅栽植

技术简单
,

成活高
,

发展快
,

经济价值高
,

能提供大量的烧柴
,

群众乐于栽植和管理
。

在树种选择上开初栽恺木
、

洋槐
、

按树
、

柳树
、

麻柳等多个树种混栽
。

经过多年实践证

明
,

这个大队河滩造林树种以麻柳为好
,

柳树
、

按树
、

洋槐
、

档木次之
。

麻柳主根粗而

深
,

侧根须根都发达
,

耐湿耐淹
,

不易倒伏
,

树干高大
,

树干被泥沙埋没后
,

在树干上

又长出不定根
,

和主根一起在土中盘根错节
,

固结土壤
,

成了土河堤的
“ 钢筋 ” 。

这个

大队在其上游渡 口下的顺水处
,

营造麻柳
、

芭茅 30 多亩
,

五年淤沙 2 米多厚
,

成为一道

自然生物土堤
,

这次洪水后
,

土堤和树依然存在
。

在河滩植树种草中
,

过去有的社 队把树栽在 只有很少泥土的卵石缝里
,

扎根浅
,

生

长不 良
,

经济收入差
,

又经受不 了洪水冲刷
,

全被这次洪水冲毁
。

而六大队很重视河滩

造林质量
,

在卵石滩上
,

把卵石拣起来
,

形成一米见方一米多深的大坑
,

在山脚挑土把

坑填满
,

再在窝中植树种芭茅
。

这样不仅成活快
,

而且生长良好
,

能在 3 年内为幼林和

芭茅提供养料
,

以后芭茅长大
,

开始淤泥
,

补充大量养分
。
大窝客土造林种草

,

虽然花

工多 (一个劳力能完成 l 一 2 个 )
,

但效果好
,

扎根深
,

不易被洪水冲走
。

3
.

农林并重
,

采取管理
、

改造
、

利用相结合的措施
,
发挥其 . 大经济效益和最大的

防护作用
。

造林不易
,

护林更难
。

长期以来
,

这个大队坚持农业耕作地区不靠防护林和

河堤
,

坚持办好大队林场
,

确定专人划片包干护林
; 同时订立护林制度

,

发 动 群 众 护

林
,

特别是养牛户分片放养
,

护好责任 区的林木
;
抚育间伐

、

修枝割草等都由林场专人

负责
,

严格按制度和技术规格执行
,

统一进行分配
。

十几年来
,

在河滩林的 改 造 利 用

上
,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
:

从 1 9 6 8年起
,

每年为社员提供烧柴 1 00 多万 斤 (每人平均

50 0多斤 )
,

为农业提供枯枝落叶等有机质肥 70 余万斤 , 十几年来
,

共提供木材 6 30 立方

米
,

为大队修了学校
、

保管室
、

猪场
、

高温窖等公共用房 1 10 多间
,

添制家
、

农具 2 00 多

台件
。

洪灾前实测有河滩林木蓄积 2 ,

70 0多立方米
,

群众从河滩造林取得了 直接 的经济

实惠
,

解决了烧柴
,

节约劳力投入农业基本建设
。

1 9 6 8年以来
,

全大队坡改 梯 3 00 亩
,

土改田 4 62 亩
,

沙改壤 4 00 亩
,

修引水渠 17
,

4 00 米
,

修电灌站一座
,

打机井 3 眼
,

90 % 的



地能排灌
。

同时
,

这个大队山上有水土保持林和河边河滩有林带包围着
,

加之四旁树
,

形成 了一个农 田
.

防护林体系
,

树木复盖度达 40 % 以上
,

为农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

境
,

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

造林前的 19 6 4年
,

这个大队粮食总产 54 万斤
, 19 7 8年粮食总产

达 1 72 万斤
,

比造林前增长了 2倍多
,

收到了以林促农的效果
。

洪灾后
,

砍伐被 水 冲倒

的木材 3。余万斤
,

解决了灾户整修房屋的用材
,

其余社员每人分得木材 10 0多斤
。

这个大队经过这次洪水的考验
,

也明显地看出有三点值得以后吸取的教训
:

1
.

在舰划上缺乏全菌考班
。 1 9 6 4年开始造林时

,

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
,

对

造林的主要目的考虑经济效果多
,

考虑防洪少
; 为本大队考虑多

,

为河流左右岸
、

上
一

卜

游考虑少
; 为近期利益考虑多

,

为长远着想和防洪效能考虑少
,

所 以这次遭 到了损失
。

如这个大队河对岸的柳树五大队处于河道弯道的直冲地段
,

为了保住河滩农耕地
,

国家

拨款 25 万元修筑一条长 8 00 多米的卵石水泥大堤 ( 团结堤 )
,

六大队自发在原顺水堤上修

了三条 100 一 150 米的挑堤
,

并在堤外大量植树
,

向河心推移
,

而河对岸的柳树四大队又

在团结大堤尾的近水边用条石和水泥修了一个鱼嘴
,

把水的流 向直接拨 向青堤六大队
,

致使青堤六大队的顺水河堤尾冲开 50 多米宽的缺口
,

冲垮了最下面一道挑堤
。

洪水入堤

后
,

冲倒树木
,

并将开荒地冲成一条沟
。

而对岸的团结堤也被 冲 毁 60 0多米
。

这种河西

修堤冲河东
,

河东还击修挑堤的以邻为壑的作法
,

造成两败俱伤
,

人为造成灾害
,

这是

一条沉痛的教训
。

2
.

致林开荒
,

破坏了林带的完盆
,

减少了防护效益
。

19 7 4年前这个大队河滩的经营

管理比较合理
,

发挥了这片林木的经济和防护效益
。

1 9 7 4年全县掀起了毁林 开 荒 的 热

潮
,

对这个大队影响很大
。

为了增加粮食产量
,

将河堤内淤泥较厚的林木毁」卓
,

开成农

耕地种粮食
,

办农科队
、

药材场等
,

同时在堤外大量植树
,

每年不断向河边推移
。

几年

来在堤外植树 30 0余亩
,

影响了洪水排泄
。

这种毁林开荒扩地
,

造成了重大损失的教训
,

应为今后治理河滩认真吸取
。

3
.

曹林技术措施上不够科学合理
。

这次几处垮堤冲毁林木
,

多是密度过大的纯林和

林带较窄的农科队
、

药材场等
。

因林木较密
,

林下芭茅难以生存
,

成了林下无草复盖的

裸露地
,

又因恺木根系较浅
,

洪水一来
,

密林阻力较大
,

受的冲力也大
。

水受阻就产生

乱流
,

卷走林下无复盖的泥土
,

树根裸露
,

当受到了水的冲力和大的风吹时 很 快 被 冲

倒
; 而密度较小

,

林下有芭茅租其它灌木的混交林
,

受的损失就小得多
。

可见
,

护岸林

要根据河水的不同情况
,

要有一定宽度
。

这次垮的四处河堤都是堤内无树的地段
。

从这

个大队的林带来看
,

在堤内至少需 30 一 50 米宽的林带才能发挥作用
。

堤外一 般 宜 栽 芭

茅
,

以免影响过洪
。

综上所述
,

治理河滩要有一个全面观点
,

左右岸
、

上下游兼顾
,

生物措施和工程措

施结合
,

水
、

土
、

林综合治理
,
要选择适合的树草种

,

在常年洪水位下宜种芭茅
,

个别

河道最宽处在不影响过洪断面和常年洪水位以上
,

营造树
、

草 ( 芭茅 ) 结合的疏透结构

林带
。

这样既能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

又能发挥最大的防护作用
,

切忌只顾当前经济效

果
,

不顾长远利益和防护效益的毁林开荒
,

破坏防护林带结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