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
,

小流域治理更有成效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吉县委员会

吉县位于晋西 吕梁山脉南端
,

属于梁状黄土丘陵沟壑区
,

总面积 1 ,

7 77 平方公 里
。

沟壑密度每平方公里 4
.

n 公里
,

水土流失严重
。

全县有 11 个公社
, 1 03 个大 队

,

是 7
.

1万

农业人口的山区小县
。

建国以后
,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
,

经过各级党委和广大群

众的努力
,

水土保持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绩
。

但由于
“
左

”
的影响

,

方 向不明
,

措施不

力
,

管理不善
,

水土流失的严重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

三中全会后
,

我们解放思想
,

放宽政策
,

适应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
,

积极有效地开展了小流域综合治理
。

三年来
,

我

们坚持
“
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

,

以生物措施为主
”
的方针

,

大搞小流域治理
,

做

出了合作化以来从未有过的新成绩
:

动土石 5 ,

87 8万立方米
,

全县每人年平均 2 76 立方米
,

其中
,

坡面挖水平阶 4 , 4 00 万米
,

鱼鳞坑 2 , 2 00 万个
,

卧牛坑 5 万个 , 沟底打坝 14 7 条
,

改 良和新增坝地 3
,

63 0亩
;
源面椽帮捻 5 60 亩

,

大平大整基本农田 4 , 9 00 亩
,

梯 田 2 , 1 00

亩
,

补壑 6 万多个
;
种植首楷

、

沙打旺
、

草木挥等水土保持草 6
.

6万余亩
,

每人平均近 1

亩
。

荒山造林 30 万亩
,

每人每年平均 1
.

4亩 ; 发履核桃
、

苹果
、

桑园等经济林 2 万 亩
。

以这些措施初步治理小流域共 38 个
。

事实说明
,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
,

不但能够继续

开展小流域治理
,

而且可以比过去搞得更快
、

更扎实
、

更有成效
。

搞好小流域治理
,

关键在于抓根本

三中全会后
,

我县逐步推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
。

到去年秋收前
,

全县 61 7个生产队
,

都已实行各种联产计酬形式的责任制
。

其中
,

专业承包
、

联产到劳的占2 6
.

7% , 专业承

包
、

包产到户的占3 4
.

8% , 专业承包
、

「

专业承包
、

定额管理的占7
.

5%

尤其是专业承包
、

包千到户的占2 9
.

9 责任制
,

是农业生产 关 系 上 的

一个重大调整
。

面对这种情况
,

有些 { 产生 了动摇
:
说什么

“ 一家一户

各干各
,

流域治理用 不 着
” , “

社
,

产队有了 自主权
,

公社
、

大队没

实权
,

搞小流域治理 失 去 主 动权
, 。

还有少数干部信心不足
,

撒手

不管了
。

因而
,

破坏水土保持的现象 有随意开荒的
,

有盲 目放牧的
,

还有乱砍国家山林和 集 体 树 木的
。

县委及时调查研究
,

进行认真分析
,

深深感到
,

出

现这些情况
,

原因很多
,

但从根本上说
,

是各级领导的认识间题
。

在农村生产关系的调

整时期
,

不断提高县
、

社
、

队三级干部的思想认识
,

仍然是搞好小流域治理 的关键矛我

们总结了外地和本地的经验
,

主要从以下三方面
,

使大家认识到开展小流域治理
,

搞好

水土保持
,

确实是吉县生产建设的
a
生命线

” :



( 一 )摘好小流域洽理
,

是吉县实现农业总体规划
,

调盛农业经济结构的基本功
。

吉县的自然特点是
:

两道川
,

十个源
,

一里以上的沟道九百三
,

梁筛山头近两千
。

每人

平均川
、

源地只有 1
.

5亩
,

而可利用的沟坡面积就有 31 亩多
,

发展林牧业有着优越 的 条

件
。

但长期以来
,

人们沿袭小生产经营方式
,

单一粮食经营
,

盲 目广种薄收 , 每人平均

种到 8亩地
,

致使水土流失严重
,

自然资源荒废
,

农业结构失调
。

19 7 8年
,

农林牧三者

在全县农业总收入中所 占比例分别是 95 %
、

2
.

57 %
、

2
.

43 %
。

三中全会后
,

我们为了从

根本上改变山区面貌
,

调整农业结构
,

经过 自然资源普查和 区划
,

从发挥本县土地优势

出发
,

确定了
“ 以林牧为主

,

农林牧副全面发展
”
的生产建设方针

,

制定了
“ 在 全 县

22 6万亩可利用面积中
,

五成造林
,

三成种草
,

二成建设基本农田
”
的

“ 五三二”
农 业

总体规划
。

但实现规划
,

应从何处着手 ? 回顾历史的经验教训
,

使我们找到了小流域治

理这条新路子
。

六十年代
,

吉县主要搞过水利建设
,

曾提出
“
蓄住天上水

,

截住长流水
,

挖出地下水
”
的口号

,

国家
、

集体共投资 41 万元
,

搞 了 13 处机电灌站
,

修筑 27 处引水渠

道
。

但一遇干早
,

往往是河水断流
,

加之管理不善
,

大部分工程成了
“
聋子耳朵—

中

看不中用
” 。

实践证明
,

单一从抓水入手不行
。

七十年代
,

又大抓沟坝地建设
,

全县动

土石 2 70 万方
,

打了近干座坝
。

但由于治下不治上
,

治沟不治坡
,

一遇 洪 水
,

多 被 冲

垮
。

尤其是地处黄河沿岸的红山公社
,

三年筑起 3 60 多座土坝
, 1 9 7 5年 8 月 12 日一 场 暴

雨
,

一洗而空
。

这证明
,

单一从抓土入手也不行
。

而城关公社小府大队柏凡头生产队
,

1 9 7 8年
,

对小流域面积为 2
.

3平方公里的苏村沟进行综合治理
,

糠面整地 4 30 亩
,

坡地造

林 5 80 亩
,

种草 1 10 亩
,

沟底打坝造地 85 亩
,

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
,

调整了农业结构
。

19 7 8年
,

每人平均收六 由47 元提高到71 元
,

每人平均粮食由56 3斤增加到 80 3斤
。

事实告

诉我们
,

只要以小流域为单元
,

一个流域一个流域地进行糠
、

坡
、

沟综合治理
,

按小流域

建立防护体系
,

才能具体落实
“ 宜林则林

,

宜草则草
,

宜田则田 ” 的原则
,

实现 “ 五三
一

” 总体规划
,

创造 良好的生态环境
,

建立合理的农业经济结构
。

(二 ) 搞好小流域治理
,

是吉县农民由穷变富的根本大计
。

马连滩大队清川河生产

队的前后变化
,

使我们深深认识 到这一点
。

该 队地处清川河小流域
,

面积 8
.

26 平 方 公

里
。

很早以前
,

山坡上草木茂盛
,

沟底河水清澈见底
,

人民安居乐业
,

因而得名 “ 清川

河 ” 。

但后来
,

由于毁林开荒
,

乱垦滥伐
,

这里成了
“ 山上光溜榴

,

沟里水断流
” ,

不

仅粮食亩产只有20 一 30 斤
,

每遇干早
,

群众连吃水也很困难
。

到 19 5 7年
,

70 多 户 的 村

庄
,

就迁走 50 来户
。

1 9 5 9年
,

县委带领解众根治清川河小流域
,

满沟栽植刺 槐 2 ,

00 0 多

亩
。

如今
,

清川河重显生机
,

清水终年不断
,

迁走的人也陆续返 回
。

全队 71 户
, 2 91 口

人
,

在沟里打坝造地
,

修渠引水
,

建设水浇地 73 亩
。

1 9 7 9年每人平均粮食 1 , 0 54 斤
。

更

可喜的是
,

森林为群众开扩了生财之道
,

养蜂有蜜源
,

喂畜有饲料
,

煮饭有柴烧
,

种地

有肥料
,

仅林副产品一项
,

每户每年搞家庭副业平均可收入 5 00 余元
,

多的达到 1
,

0 00 余

元
。

事实告诉我们
,

水土流失是造成山区贫穷的根本原因之一
,

吉县过去穷
,

就穷在水

土流失
。

全县沟壑纵横
,

支离破碎
,

半数耕地是 “ 瓢一块
,

碗一块
,

丢个草帽盖一块
” ,

沟蚀面蚀都很严重
,

每年约有 1 , 7 00 万吨的泥沙注入黄河
。

长此下去
,

再不治理
,

人 们

就会失去生存的基础
。

农民要从根本上断掉穷途
,

走上富路
,

就必须开展小流域治理
,

搞好水土保持
。

正如群众说
: “ 山区要想富

,

必须保水土 , 要想保水土
,

必须根治小流



域
” 。

( 三 )搞好小流域治理
,

是吉县建立商品基地
、 活跃农村经济的战略措施

。

没有发

达的商品经济
,

就不会有农业现代化
。

所谓小流域治理
,

就是从当地实际出发
,

充分利

用水土资源
,

彻底改变自然经济的习惯 , 以小流域为单元
,

建立商品生产基地
,

为实现

山 区农业现代化服务
。

因此
,

开展小流域治理
,

是山区发展商品经济重要环节之一
。

这一

点
,

从吉县几个治理较早的小流域
,

就能看清楚
。

西关大队 4 10 户
, 1 , 5 90 多人

,

过去只

在 2 ,

00 7亩耕地上打主意
,

全年可作交换的产品只有 4
.

5万斤粮食
,

价值 4
,

00 0多元
,

每人

平均收入只有 30 一 40 元
。

他们从 1 9 5 9年开始
,

治理结子沟
,

现有用材林 1
,

3 60 亩
,

经 济

林 4 00 亩
,

还开办了木材加工等工副业
, 1 9 8 0年进行农产品交换收入达到4万元

,

商品率

已提高到 21 %
,

全年总收入达到 2 3
.

4万元
,

每人平均 80 元
,

每个工值 1
.

15 元
。

再如中垛
、

红山两个公社供销社
,

同是 19 5 0年建社
,

服务的人口一 样多
,

农副产 品收购额都是 7 , 0 00

多元
,

销售额 3 万余元
,

但 20 多年来
,

中垛靠近红旗林场
,

十几条沟道 已经根治
,

供销

社的农副产品收购额达到 12 万元
,

比建社初提高 16 倍多
,

销售额达到 44 万元
;
而红山公

社大多数沟道还未治理
,

坡上少树
,

沟底缺坝
,

供销社的收购额只有 7 一 8 万元
。

两相

对 比
,

差异悬殊
。

认识提高后
,

各级干部都把小流域治理当作关系国计民生
、

裨益当代
、

造福后代的

大事来抓
。

从县委正副书记
,

县长
,

到公社
、

大队的主要领导成员
,

人人包沟
,

落实责

任
,

限期组织群众彻底治理
。

这样
,

县干部包大沟
,

社干部包中沟
,

队干部包小沟
, 一

人一条沟
,

共包了大小 2 39 条沟
。

适应各小流域的生产力 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

农村各种联产责任制的兴起
,

给小流域治理的经营管理提出新的课题
。

为了适应形

势发展要求
,

我们反复实践
,

大胆改革
,

把建立小流域治理责任制纳入农业生产责任制

的轨道
,

坚持了两个责任制一齐抓
,

有效地提高了小流域治理的经济效益
。

但由于各小

流域的面积大小
、

沟壑密度
、

劳力多少
、

生产工具等各不相 同
,

要求生产责任制应有多

种组织形式和计酬形式
。

目前
,

全县动工的 51 个小流域
,

已有 95 %建立了治理责任制
,

大体有以下 6 种形式
:

(一 ) 联社
、

联队包沟
。

主要适用于跨社跨队的沟道治理
。

如柳沟小流域
,

全长45

华里
,

总面积 7 7
.

2 2平方公里
,

横跨中垛
、

红 山两个公社
,

内含 12 个大 队
,

63 个生产队
。

为了保证综合治理
,

由县上成立指挥部
,

分别和社队签订合同
,

实行包任务
、

包投资
、

包效益
,

超奖减罚
。

各公社又按照统一规划
,

对大队
、

生产队实行
“
统一标准

,

划段施

工
,

分级管理
,

责任到人
”
的办法

。

在这样社与社
、

队与队联合承包的工程中
,

我们始

终坚持 自力更生的方针
,

主要依靠集体力量
,

辅之以国家资助
。

在政策上
,

认真坚持谁

受益
,

谁 负担 , 受益大的多负担
,

受益小的少负担
,

不受益的不负担
。

对于劳力少不能按

期完成的骨干工程
,

我们认真贯彻等价
、

互利的原则
,

不搞平调搞好协作
。

协作的办法

是
:

1
、

以工换工
。

底贴生产队
,

去年夏季平整土地 2 40 亩
,

需投工 7 ,

20 0个
,

完成这项



治理任务
,

本队还缺 2 , 7 00 个工
。

公社就组织了邻近 3 个队的 90 个劳力帮助他们平 整 土

地
。

秋季
,
他们又帮助协作队植树造林

,

还主 1
, 1 00 个

,

其余逐年还清
。

2
、

以 资抵工
。

安坪大队第二生产队
, 1 9 7 9年核桃整地和栽植的任务较大

,

没有外

来劳力支援完不成
。

大队就组织第一生产队 15 个劳力
,

支援他们
,

记工 130 个
。

他 们 从

自己的苹果收入中
,

按一 队三年平均工值付给工钱
。

。
、

以 物抵工
。

1 9 8。年春季造林时
,

柳沟大队面积大
,

缺劳力
,

但苗木有余 , 而中

垛大队面积小
,

劳力多
,

但缺苗木
。

公社组织两个大队协作
,

以工换树苗
,

以苗顶工钱
,

这两个大队都按期完成了任务
。

4
、

受益分成
。

柳沟大队的沟道治理任务大
,

短时间完成不了
,

而南坪大队没有沟道

治理任务
。

为了加快治理速度
,

两个队自行调整
,

南坪也下沟治理
,

和柳沟实行收益分

成
。

5
、

国 家补环
。

国家给予的治理补助费
,

我们坚持根据任务大小
,

困难大的多补
,

困难小的少补
。

我们对联队承包的沟道治理
,

同样采取这种办法
。

如高楼沟小流域
,

沟
一

长13 华里
,

总面积 9
.

8平方公里
,

由东城公社的 4 个大队承包治理
。

他们采取了统 一 规

划
,

统一标准
,

以 队为单位
,

任务到人的管理措施
,

一年多时间
,

造林 4 , 3 00 多亩
,

种植

沙打旺 2 , 1
`

00
一

亩
,

基本完成
`

了生物治理任务
。

目前
,

全县实行柳沟
、

高楼沟这种 “
联包

”

办法的还有 7 个小流域
,

共 83 平方公里
。

( 二 ) 以队包沟
。

这种办法适于一个核算单位的小沟道治理
。

坡头沟小流域
,

仅 7 平

方公里
,

只有42 户 157 人的一个生产队
。

县水利局根据规划内容标准
,

分年度和他 们 签

订治理合同
,

包任务
、

包投资
、

包效益
,

超奖减罚
,

三年完工
。

这样
,

国家
、

集体
、

个

人三方面的积极性都很大
。

二年时间
,

己造林 3 , 8 00 亩
,

动土石 8
.

6万余立方米
,

打坝 1 1

条
,

造地 27 3亩
。

(三 ) 联户包沟
。

主要适用于山庄窝铺的小支沟治理
。

充分发挥这一部分力量
,

刘
-

加快治理速度
,

填补治理空白有着显著作用
。

窑曲公社的丰收岭村
,

共 n 户 53 人
,

地处

小流域的偏僻上游
。

为了治好村西的一条小支沟
,

1 9 8 0年
,

他们坚持以多投工多受益
、

不投工不受益的原则
,

实行
“ 按工分成 ”

的办法
, 4 户社员联合承包了治理任务

。

经过

一 年半的努力
,

造林 73 亩
,

打坝 3 座
,

造地 17 亩
。

去年
,

他们按照投资
、

投工的多少
,

划分了

林权和坝地使用权
。

这样做
,

社员收到实利
,

集体收到了实惠
,

调动了社员开展小流域

治理的积极性
。

(四 ) 专业包沟
。

主要适用于治理任务大的重点工程
。

窑曲公社的东垣和屯里的胡

家凹连片生物治理 区
,

是县上一项规模较大的重点工程
。

1 9 8 0年 6 月
,

我们和社
、

队签

订合同
,

承包给公社专业队
,

坚持连续治理
,

集中治理
。

在计酬上
,

采取定额包工的办

法
,

每造一亩林国家补助 4 元
,

实行了三定 (定面积
、

定质量
、

定报酬 ) 三包 ( 包栽
、

包括
、

包管护 ) 一奖惩 (超奖减罚 ) 的责任制
,

队员们积极性很高
。

建队一年来
,

已造

林和整地 2
.

05 万亩
。

(五 ) 以户包沟
。

主要是给社员划分治理区
,

集体给提供治理所需的苗 木
、

种 子

等
。

实行谁治理谁管理
,

一包几年
,

收益分成
。

具体要求是
“ 两必须和两不准 ” ,

即
:

必须按照统一规划和标准治理
,

必须按期完成治理任务 , 不准买卖
,

不准开荒
。

曹井公



社在蒜峪沟治理中
,

把小流域内 2 , 7 00 亩宜林面积
,

全部分段划片
,

按劳力分 包 到户
,

群众积极性很大
,

去秋一季就造林 3B 5亩
。

(六 ) 刹余劳力自由组合包工
、

包沟
。

实行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后
,

有些多劳户农活

不够干
,

出现了劳力过剩
。

为了充分发挥劳动潜力
,

保证重点工程
,

包怡理
。

小流域主

管单位按照包工者完成的工程量
,

达到质量标准
,

经过严格的检查验收
,

付 给 应 得 报

酬
,

收入全部归己
。

在长安沟的治理中
,

非流域内的兰古庄大 队刘拴柱
、

葛立成等九名

社员
,

包了 3, 2 00 立方米的一座土坝
,

工程单位按每立方米 0
.

35 元共付款 1 ,

02 0元
。

造地

3 5亩
,

每亩造价 2 8元
。

不断研究新情况 及时解决新矛盾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
,

尤其是搞 了包干到户的地方
,

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

矛盾
。

如集体提留
,

劳力组织
,

社员个人搞水土保持等
,

都必须及时拿出妥善的办法
。

实践中
,

我们初步解决了三个问题
:

( 一 ) 积累和消费的矛盾
。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

搞小流域治理
,

是扩大再生

产 的一项手段
,

属于积累范畴
。

集体没积累
,

治理搞不成
,
但积累过多

,

会加 重 农 民 负

担
,

影响当年生产和社员生活
,

小流域治理也不可能持久
。

积累多少比较合适 ? 从督
的实践看

,

社队用于小流域治理的投资
,

一般以占农业总收入的 5 一 7 %为宜 ; 富的队

宜多点
,

但最多不能超过 15 % 多 困难队宜少些
,

但也不能一点不搞
。

社员投入小流域治

理 的工 日
,

每年在 40 天左右为宜
。

掌握这个比例
,

加上责任制
,

可以办很多 事情
。

那

么
,

如何提取积累呢 ? 这是一个突出问题
,

解决不好
,

小流域治理就无法进行
。

目前
,

吉县的办法有 6 种
:

1
、

是从社员交 纳包购任务的商品粮款 中统一提取 多

2
、

是划出部分经济田
,

3
、

是从林业收入中提取 ;

4
、

是从副业收入中提取
;

5
、

是由社员户分摊钱粮
。

这种办法
,

主要用于家庭副业较好的队
,

但执行起来 比

较困难
,

个别社员抗住不交
,

就会影响治理工作
;

6
、

是按劳力摊工不记酬
,

实行活劳动积累
。

在一些比较困难的队
,

暂时提不出现

金积累
,

则把小流域治理工作任务
,

分摊到劳
,

限期完成
。

目前
,

全县采取这种办法的

有 50 % 以上的生产队
。

(二 ) 组织专业队同土地承包到户的矛盾
。

专业队是小流域治理的骨干力量
,

没有

它就不能搞好较大型的重点工程
。

但实行农业
“ 双包 ”

责任制的队
,

多数以人口劳力比

例划地
,

个别的还按人数划地
,

这给组织专业队造成一定困难
。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

蔑
们强调三条

:

农业上无论实行什么责任制形式
,

都必须确定专业人员参加治理
; 坚
滋

劳包地
,

反对按人数划地
,

专业人员不包地
,

对少数按人数包地的队
,

做好工作
,

积极

引导
,

妥善纠正
;
暂时还没纠正过来的队

,

也必须确定专业人员
,

从多劳户 中 抽 人 参

加
。

这样
,

全县社社队队都有治理专业人员
,

共 2
,

4 21 名劳力
,

占全县总劳力的 1 1
.

5 %
,



组成县
、

社
、

队专业 队1 1 8个
,

坚持常年治理
。

(三 ) 土地承包一定几年和理年治理的矛甘
。

近几年
,

多数耕地都 已承包到户
,

并

和生产队签订了一定几年合同
。

但在小流域治理中
,

有些土地藉要平整
,

解决这一矛盾

的主要办法有三个
:

一是加强年度计划
,

使群众几年早知道 自己承包的土地何时退耕或平整
,

以便有计

划地安排作物
。

二是对退耕面积过大的农户实行退农转业
,

有的继续包耕
,

搞林粮间作 , 有的转包

其它多种经营
,
有的搞

“ 自留人 ” ,

从事副业活动
。

官庄大 队月庄生产 队
,

有两户社员

承包了50 多亩挂坡地
,

在去年退耕计划之内
。

春播前
,

在生产队统一安排下
,

一户核减

了包产指标
,

搞林粮间作
,

一户参加了小流域治理专业队
。

三是对平整的土地
,

承包的农户不变
,

包产指标逐年调整
,

一般是 以原 指 标 为 基

础
,

当年减一半
,

二年减三成
,

三年和原产平
,

四年逐步增
。

这样
,

保证了治理规划的

落实
,

全县还林还草 8 万余亩
,

平田整地 4
,

9 00 亩
。

狠抓管理 扩大效益

实践还使我们感 到
,

治理效益要扩大
,

管理必须认真抓
。

人们常说的
“ 三分治

,

七

分管
” ,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道理
,

也是搞好小流域治理必须遨循的一条原则
。

一边治
,

一边管
,

治理搞结束
,

管理不撒手
,

治一条沟
,

就管一条沟
。

在管理方法上
,

专管机构

和群众管理密切结合
,

跨社跨队的小流域设立
“
管理委员会

” ,

一般小流域设立
“ 管理

小组
” ,

小沟配备管护员
,

并实行严格岗位责任制
,

有责有权有 利
,

按劳取酬
,

奖惩兑

现
。

柳沟小流域管理委员会
,

配备了一名十八级的国家干部
,

担任主任
,

下有 60 个辅助

劳力当管护员
,

分段划片
,

认真负责
,

保证整个工程完好无损
。

全县成立了管理系统
,

县上确定一名副县长
,

水利局
、
林业局

、

畜牧局各由一名副局长
,

各公社
、

大队分别选

派一名副主任
,

专搞管护工作
,

形成一个管理网
。

这样
,

各级干部抓管理
,

使工程的经

济效益不断扩大
。

从全县看
,

主要有三个明显变化
:

一是水土流失减少了
。

过去
,

我县植被稀少
,

黄土裸露
,

侵蚀严重
。

群众说
: “ 山

是和尚头
,

地无绿被褥
,

十里不见树
,

歇晌晒 日头
” 。

据实测
,

多 年 平 均 径 流 模 数

4 7 ,

20 0立方米 /平方公里
,

侵蚀模数 1 1 , 0 09 吨 /平方公里
。

现在
,

全县面貌开始发生 了变

化
,

社社队队办林场
,

家家户户有树木
, 水平阶

、

鱼鳞坑鳞次栉 比
,

各条大 路 绿 树 成

荫 ; 沟底大坝相连
,

壕面方田相接
,

节节拦蓄
,

处处设防 ; 初步形成一个水土保持的综

合体系
。

目前
,

全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到 26 %左右
,

水土流失面积已初步治理了 30 %
,

地表径流域少约 30 %
。

据观测
,

10 年生的油松林和刺槐林
,

地表径流减少 31 %左右
; 当年的

水平阶可减少坡面地表径流 7。 %左右
,

侵蚀量减少 35 %左右 , 2年生沙打旺地 比耕地减

少地表径流 23
.

1%
,

尤其是经过综合治理的柳沟
、

长安沟
,

坡头沟等
,

基本上做到了全

蓄全拦
,

水土不出沟
。

二是农业经济结构改变了
。

过去
,

单一粮食经营
,

长期广种薄收
,

丰富的土地资源

没有得到利用
,

全县土地利用率只有 45 % , 现在
,

荒山荒坡上大力造林种草
,

土地利用



如何加强小流域治理的技术力量

陈 谦 杨西民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 )

五十年代初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治理试点的水土保持工作
,

由于种种原因
,

几经周

折
,

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应有的发展
。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
,

认真总结了过去的经

验教训
,

小流域治理工作才走上了健康发展 的轨道
。

由于小流域综合治理便于上下游
、

左右岸
、

坡沟滩
、

农林牧统筹安排
,

克服了东沟

打坝
、

西坡修地
、

南山栽树
、

北梁种草等零敲碎打
,

治理分散的弊病
,

具有速度快
,

质

量高
,

投资少
,

效果好的优点
,

所以仅两年多时间 ( 1 9 80 一 1 9 8 2年 )
,

陕西省治理的小流

域就达到 5 61 余条 (其中有中游治理局试点流域 10 条
,

省重点流域 68 条 )
,

治理速度为面

率已提高到 5 5
.

7%
。

过去
,

商品生产很不发达
,

主要靠几颗粮食
,

全县农业 商 品 只 有

38 % , 现在
,

通过小流域治理
,

饲草多了
,

三年中
,

大牲畜增长 3 7
.

6%
,

猪增长 1 3
.

2%
,

蜂增加 2
.

5倍
,

兔子增长了 1 1
.

3倍
,

加上林副产品收入
,

可供交换的产 品 明 显 增 多
。

1 9 8 1年农业商品率已提到 4 0
.

8%
。

过去
,

全县 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
,

每个劳力每年仅

能生产粮食 1 ,

70 0斤 , 现在
,

挂坡地减少了 7一 8 万亩
,

农业能够精耕细作
,

开始向集约

经营过渡
,

去年每个农业劳力生产粮食 已增加到2 , 6 0 0斤
,

比 1 9 7 8年提高 53 %
。

过 去
,

单一抓粮
,

85 % 的人搞饭吃
,

投入林牧业 的劳力很少
,

农业和林 牧 业 的劳 力 结 构 是

85
: 1 5 , 现在

,

开展综合治理
,

投入林牧业的劳力大幅度增加
,

农
、

林
、

牧三者劳力结构

大体成了
“ 7 : 2 : l ” 。

过去
,

林牧业收入在农业总收入所 占比例很低
, 19 8 0年

,

农
、

林
、

牧三者在总收入中分别占到 87 %
、

7
.

2% 和 5
。

8%
。

这种结构虽然还不能适应人 民生

产生活的需要
,

但随着小流域治理的发展
,

正在 日益 向更合理的结构转变
。

三是农民致富的基础坚实了
。

吉县曾是有名的四缺县
:

养畜缺饲料
,

种地缺肥料
,

烧火缺燃料
,

修造农具缺木料
。

广大农民长期过着
“
刨个坡坡

,

吃个窝窝
”
的苦 日子

。

现在
,

经过初步治理
,

出现了万亩林公社 7 个
,

千亩林大队 61 个
,

百亩林的生产队 4 00 多

个
,

共有 24 个百亩果园
,

10 座万株核桃山
。

全县每人平均 6 亩用材林
, 2 株苹果树

, 4

株核桃树
。

我们就木材算过一笔帐
,

再过三五年
,

我们绿化了全部荒山
,

到 2。。。年
,

全县

人口增加到 10 万人计
,

每人就有 12 亩成林
,

每亩蓄积 6
.

5立方米木材
,

单价按 1 60 元计
,

每人平均就可积累 1
.

2万多元
。

如果每人每年 间伐一亩
,

仅此一项
,

就可收入 1 , 2 00 元
,

加上农业
、

畜牧
、

林副产品
、

工副业
,

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每人平均收入 1
,

0 00 美元的目

标
,

是完全可能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