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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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的 7倍
,

充分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
。

但是
,

小流域治理 的迅速普及发展 与基层水土保持技术力量不足
,

工作指导不力
,

形

x]J 尖锐的矛盾
。

就延安地区来讲
,

由黄河中游治理局
、

省水土保持局
、

陕北建委抓的小流

域治理共计 2 5涤
、

一

经费达90 0多万瓜 而地区的水土保持陇 所只有彝从
、 远远满足不

J
’

工作的需要
。

象大理河 6 条小流域的治理
,

地
、

县
、

社领导亲 自抓
,

并建立了统一机构
,

只

因技术指导跟不上
,

所 以 1 9 8 0年修的1 , 7 17 亩水平梯田有50 %布局不当
,

质量不高
,

起

不到基本农田的作用
。

鉴 于当前水土保持机构新 (大部为新恢复的 )
,

人员少
,

其中还有

新工人多
,

行政干部多
,

技术力量薄弱的具体情况
,

如何搞好流域规划
,

作好技术指导
,

管好用好这笔专款
,

使之充分发挥效益
,

使流域治理工作能健康地 向前发展
,

确实是一

个贩待研究解决的新课题
。

靠等待分配专业技术人员以解决燃眉之急
,

很不现实
,

主要应

饭足对现有人员的培训和提高
。

近两年我们在 6 地
、

4 个类型区的45 条流域进行了调丧了

解
,

主要有 以下几种做法
:

一
、

灵活多样地进行技术培训
,

提高现有职工业务水平

1
、

送出去
。

选送部分有一定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知识的业务干部
,

参加水利电力

部
、

林业部和省局举办的学习班
,

或选送高校进行深造
。

仅 19 8 1年通过各种渠道就培训

了 12 0多名
,

成为流域治理上的骨千力量
。

2
、

请上门
。

选送学习时间长
,

数量少
,

解决不了燃眉之急
。

不少县或流域都选择

治理前的有利时机举办短期训练斑
,

请来教师
、

专家进行讲课
。

如合阳县金水沟流域指

挥部
,

为了搞好秋季治理
, 19 8 1年 10 月举办了由41 个生产队 (有 47 名生产队土专家 ) 及

社队领导干部参加的 1 18 人的训练班
,

请地
、

县水土保持
、

林业部门的同志讲课
,

实 际

操作
,

现场 表演
。

学员看得见
,

学得到
,

记得牢
,

同时还印发了治理
、

验收标准
,

有章

可循
。

学习班一结束
,

立即进行规划
,

指导操作
,

有理论
,

有实践
,

群众口服心服
。

乾

县水土保持站从西北农学院请来教师
,

现场讲解土壤侵蚀原因
、

规律及防治措施
,

对搞

好规划及开展洽理都起了促进作用
。

3
、

千中学
。

今年彬县小流域治理 已由去年的 l 条增加到 8 条
,

任务增大 r
,

而水

七保持 站只有 7人
,

县政府和农委为了解决技术力量不足
,

作规划
、

安排工作量大的矛

盾
,

由公社水土保持员计 13 人共同组成规划队
,

统一要求
,

划分三个组
,

分赴各流域进

行规划
。

这样既解决了技术力量不足问题
,

又在具体实践中为基层培训了干部
。

延安地

区水土保持队还采取新老结伴
、

以老带新 的办法
,

使一批新生力量迅速成长起来
,

很快

能够独立工作
。

二
、

各业务部门协同作战
,

取长补短

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涉及到农
、

林
、

牧
、

水
、

电等多方面的知识
,

技 术 复

杂
,

一

雏靠水土保持站
、

水利工作队抽调强有力的骨干或水土保持部门单枪独马
、

孤军作

战是 不行的
.

必须各部门相互配合
,

协同作战
,

才能有效地解决人员不足
、

技术力量薄弱
、



资金缺乏的被动局面
,

现有不少小流域治理已开始这么做
。

象长武县鸦儿沟流域
,

县政

府把各业务部 门组织起来
,

在 统 一 规划
、

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各负其责
,

农业局管科学

种田
、

种草
,

林业局管造林
,

水土保持站管四 田建设
,

水电局管库站及高低压线路
,

交

通局管流域内道路建设
,

物资局管材料供应
,

等等
。

三
、

紧密结合试验研究
,

加强技术培训和指导

小流域在发展 生产上是重点
,

在综合治理上是典型
,

在科学试验上是基地
,

不仅出

成果
,

出经验
,

还是培训技术力量的大课堂
。

近年来
,

渭南地区为了解决沈河水库的淤

积问题
,

地
、

县水利电力局与省水利 电力局
、

水土保持局
、

水文地质二队
,

西北大学地

理系等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一起
,

在治理的同时
,

进行了水土流失成因及防治措施的定

点研究
,

多次召开学术讨论会
,

为地
、

县培训了10 多名干部
。

还有彬县的李家川水库
,

由陕晋水坠坝试验组与县上业务部门协作
,

进行了水坠筑坝施工试验
,

取得了重粉质壤

土施工资料 ; 西安冶金学院
、

省水土保持局在宝鸡等地进行了空腔爆破筑坝
、

修地 , 省

水土保持局与清涧水利水保局在红旗沟流域进行快速绿化试验
,

一年造林
,

两年成林郁

闭
,

并举办训练班传授技术等等
。

总之
,

在各级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
、

共同战斗的同时
,

既开展 了治理
,

取得了科研成果
,

又解决 了基层技术力量不足的矛盾
,

培训了一批技术

干部
,

起到了播种机和宣传队的作用
,

推动了流域治理工作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
。

四
、

以点带面
,

推动全盘

1
、

集中力 t
,

突破一点
,

做出示范
。

延安市今年小流域治理增加到 35 条
,

水土保

持队和林业局为主
,

重点抓两条流域 (中庄沟和武装沟 )的治理
,

由于规划合理
,

任务明

确
,

要求具体
,

今春 中庄沟巧天就高质量连片造林 33 亩
,

零星植树 3万株
,

种草 8 00 亩
,

开渠 3 00 米
。

4月初召开现场会
,

使各流域治理学有样子
,

干有办法
,

做有标准
,

防止了

技术力量分散
,

以较少的人力指导 了较多的流域治理
。

合阳县金水沟流域大
,

沟道长
,

他们分成上
、

中
、

下三段
,

一年投资一段治一段
,

社员思想明确
,

领导和技 术 力 量 集

中
,

治理质量好
,

效果明显
。

还有永寿县马坊沟等较大流域
,

采取集中技术力量
,

搞好

一条支毛沟带动整个流域的作法
,

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

2
、

借助外援
,

抓好样板
。

象淳化县今年充分利用西北林学院在该县实习的良机
,

县
、

社抽调力量
,

紧密配合
,

在交通方便的枣坪沟流域进行治理规划试点
,

摸索经验
,

树立样板
, 4 月初召开全县 18 个流域现场会

,

从而使规划工作在全县迅速而 顺 利 地 铺

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