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理左程河小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湖北省大悟县金鼓水土保持站

一
、

流 域 概 况

(一 ) 自然概况

左程河小流域位于大悟县城东南勃公里的刘集公社金鼓管理毯
,

属摄水千流上游西

支
。

流域境内有四条溪河均匀分布
,

汇流而成左程河
。

集水面积 25 平方公 里
,

主 流 长

17
,

3公里
,

河床比降为 6 编
,

河床平均海拔高程为70 米
。

本流域封闭状况 良好
,

呈一典型扇形
,

岩性和构造奠定了本流域地形
、

地貌发生和

发展的基础
。

其特征是
:

四周高山环抱
,

渐向中部低落
,

形成以金鼓管理 区为中心的浅

丘盆地
。

该区山重水复
,

路径纵横
,

山坡坡度平均为 30
。 。

本流域内
,

光照充足
,

雨量充沛
,

常年平均气温 17 ℃ ,

无霜期 2 4 1天左右
,

稳 定 通

过 10 一 20 ℃ ,

活动积温 4, 7 90 ℃
。

年降雨量在 1 ,

10 0毫米左右
,

最大年降雨量 1 , 655 毫米

( 1 9 8 0 )
,

最大 日降雨量为 2 87 毫米 ( 1 9 6 0 )
,

最大洪峰流量为3 24 立方来 /秒
,

最 小 枯

水流量为氏 5立方米 /秒
。

流域内成土母质主要为花岗岩和花岗片麻岩
,

属大别山黄棕壤地带
。

土 壤 粒 径 较

粗
,

透水透气性强
,

有机质胶体含量少
。

平均含水率只有 16
.

8%
,

干阜时
,

含水量仅有

4 %
,

因此
,

土壤水稳性能极差
。

抗蚀能力较弱
,

水
、

肥
、

土流失严重
,

严重地段年平

均每平方公里流失表土层 5 ,

办78 吨之多
。

下游河床逐年淤高
,

严重者达 2米 左 右 ( 治理

前 )
,

致使沿河两岸 2 ,

45 6亩农田 变成了落河冷浸田
。

土壤侵蚀类型主要为片蚀 (面蚀 ) 和沟蚀两种
,

且以沟蚀表现严重
,

局部沟深达 5

米以上
。

在陡坡分水岭处
,

母质裸露
,

部分地段侵蚀到了基岩
,

大面积的山 上 寸 草 不

生
。

(二 ) 社会概况

流域内有金鼓
、

大顶
、

铁寨
、

合山 4 个大队
。

72 个自然村庄
,

70 个生 产 队
, 1 , 6 84

户
,

计 7, 盯 8人
,

男女劳力 3, 5 73 人
。

现有耕地面积 4 , 8 43 亩 (其中水 田 4 ,

09 3 亩
,

早地

7 6 0亩 )
,

古总面积的 22
.

8 0% , 山林面积 2 7 , 2 3 3亩
,

占7 2
.

4% ;

塘库 1 , 50 0亩
,

占4 , 8 % ;

河流 7 2 3亩
,

占1
.

8 % ; 道路 7 0 0亩
,

占1
.

6% , 房屋村庄 1
,

4 5 0亩
,

占4
.

5 % ,
其他 7 3 3亩

,

占1
.

8%
,

是一个每人平均 6 分地
,

一

3亩 5 分山林的丘陵地区
。

种植亚生产以粮食为主
,

粮食主姿是水稻
,

经济作物主要以花生
、

油 菜
、

红 薯 为

主
,

其次是烟叶等
。

1蛇。年前
,

这里功青水秀
,

森林茂密
,

生态条件良东 看不到水土流失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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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以后
,

由于国 民党反动派对大悟老苏 区的围剿和盘踞
,

使这里森林遭受 过 3 次 大 的

破坏
:

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时期
,

国民党反动派做碉堡扎木城
,

砍伐了大量的树木 , 第二

次是抗 日战争时期
,

日本侵略军在这里驻扎 4 年之久
,

山上树木又遭砍伐和破坏 , 第三

次是解放战争时期
,

国民党军队在这里更加疯狂至极
,

又烧又砍
,

使山林 又遭受一次毁

灭性的破坏
。

解放后
, 19 5 8年大办钢铁期间

,

又将存下来的稀疏残林败树基本砍光
。

总

之
,

几十年的历 史
,

是本 流域生态破坏
,

水土流失 日益严重的演变史
,

给金鼓人民带来

了深重的灾难
。

从此后
,

年复一年
,

日复一 日
,

山上成了和尚头
,

山下变成了白沙洲
,

鸟不做窝
,

兽不入宿
。

人们就这样穷在田上
,

苦在河边
。

长期以来
,

金鼓人 民吃尽了水土流失的苦

头
,

他们用一首歌谣来形容这里的自然情景
,

这首歌谣是
“ 一进金鼓川

,

四周癫痢山
,

一场暴雨过
,

沙随水下山
,

河涨田低落
,

几担箕挑破
,

庄稼不见苗
,

生活无着落
” 。

由于农田年年水打沙压
,

粮食亩产一直在 20 0斤左右
,

群众食不糊口
,

就 自 发地在

陡坡上开荒种植
,

广种薄收
,

水土流失加剧
,

造成 “ 越穷越垦
,

越垦越 穷
”
的 恶 性 循

环
。

据统计
, 1 9 4 9年至 1 9 6 2年这 13 年中

,

本流域内 4 个大队每年平均用于挑沙和农田恢

复工就达 6
.

3万个
,

花费0
.

63 万元
。

由于生态条件遭到破坏
,

土壤肥力衰退
,

水
、

肥
、

气
、

热失调
,

农业生产条件逐年

恶化
,

禾苗枯稿
,

收获甚微
,

抗御 自然灾害的能力随之下降
。

例如
, 1 9 5 2年 于 早 30 余

天
,

免全区粮食征购任务 ; 1 9 5 4年在一场 日降雨 10 0毫米的情沂下
, 理个大队冲毁 农 田

36 0亩
,

当地不仅无力对国家作出贡献
,

反而年年吃返销粮
,

最多的 1 9 5 7年吃返销 粮 达

9 2万斤
。

二
、

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成绩与效益

左程河小流域早在解放初期
,

即列为全省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之一
。

在党和政府的

关怀和各级水利部门的支持下
,

于 1 9 6 0年春建立了金鼓水土保持综合推 广 站
。

30 多 年

来
,

在水土保持工作上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 1 9 4 9一 1 9 5 9年
,

采取简陋的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并举的方针
,

兴建了一

些水利工程
,

也搞了些植树种草工作
,

但 由于 旧 自然创伤大
,

群众底子薄
,

治理措施受

各种条件所限
,

因而步子迈的不大
,

水土保持收效极微
,

在 日降雨量 10 0毫米的情况下
,

土壤仍有冲蚀现象
。

第二阶段是 1 9 6 0一 1 9 6 8年
,

我们从加强组织措施入手
,

开展重点治理
,

树立典型
。

1 9 6 0年建站后
,

接着成立了水土保持指挥部
,

组织了 10 0人的水土保持专业队
。

首 先 在
“ 三步堰

”
56 亩荒山上进行治理 (站 内重点山 )

。

我们针对该山地形情况
,

采取了工程

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治理方法
,

沟里做谷坊
,

坡面挖截流沟
、

鱼鳞坑和植树种草相

结合
。

经过三年的治理
,

逐步控制了水土流失
,

水害变成了水 利
。

三步堰取得效果后
,

1 9 6 4年转战金鼓大队下寺沟
,

这时我们除推广三步堰治理方法外
,

并注重把水土保持与多

种经济生产结合起来
,

大力发展茶
、

果等经济作物
。

经过三年的连续奋战
,

3 00 亩 治 理

面积效果良好
,

在 日降雨量 10 0毫米的情况下
,

不产生流失
,

基本上达到了初步控 制 的



标 准
。

群众高兴地说
, “ 今 日下寺沟

.

,

水随人意流
,

五业大发展
,

林茂粮丰收
” 。

通过

三步堰和下寺沟的治理实践
,

进一步丰富了治理经验
。

金鼓大队在下寺沟治 理 的 启 示

下
,

全大队全面开展了水土保持
,

到目前为止
,
已初步控制流失面积 6 , 6 70 亩

,

占 全 大

队流失面积的 6 5 %
。

全队 8 ,

88 4亩山林面积
,

其中已初步绿化的有 6
,

0 00 亩
,

占总面积的

67
.

5 % ; 达稀林程度的有 2 , 350 亩
,

占26
.

4 % ; 荒山 53 4亩
,

仅占6
.

1 %
。

在 日降雨 量 1 54

毫米的情况下
,

荃本上见不到水土流失现象
。

第三阶 f 之
,

是 1 9 6 8年后
,

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
,

水土保持工作从三步堰和金鼓大队

这两例典型示范到全流域推广
。

其具体作法有以下三个方而
:

( 一 ) 治水
。
已建小 I 型水库一座

,

蓄水 3 40 万立方米 ; 小 l 型水库 3 座
,

蓄水 12 。

万 屯方米
,
修建当家塘 22 口

,

蓄水 18 1万立方米 ; 整修扩建塘堰 6 04 口
,

共蓄水 1 81 万 立

方米
,

四个大队总蓄水能力达 8 22 万立方米
,

是解放初 24 0万立方米的3
.

4倍
。

利用 独 石

冲水库高水头的灌溉用水
,

建成了装机 2 x 75 千瓦的水力发电站和两处自压 喷 灌 蓄 水

池
。

( 二 ) 治山
。

四个大队共有山林面积 27
, 2 33 亩

,

已绿化 ( 用材林 ) 18
, 0 33 亩

,

占总

面积的 66
.

2 % ; 达稀林程度的 7
,

1 17 亩
,

占26 % ;
岩石山 i

,

20 。亩
,

占 4
.

6 %
。

建立 了 一

支 3 92 人的水土保持队伍
,

创建了林
、

茶
、

牧场 14 个
,

护林 哨所 8 个
,

共建房 1 56 间
。

在

山
_

_

匕修建大小石谷坊 1 , 。25 座
,

挖鱼鳞坑 15
,

2 00 个
,

截流沟 2 02 条
,

约 10
.

4公里 ; 种植青

茶 8 9 0亩
,

板栗 2 0
,

5 5 0株
,

苹果
、

桃
、

李共 25 , 2 2 5株
。

平均年产值达 1 9
.

3 9万元
。

特别是

有声誉的金鼓毛尖茶
,

为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资金
。

在 以副养农中
,
四个大 队

现 己拥有各种农用机械 2 52 台共 1
,

0 58 马力
,

板车 3 43 辆
。

这些都为发展生产
,

改 变 农业

生产条件
,

加速水土保持
_

E作的进程
,

起了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

( 三 ) 治土
。

本流域原有冷浸落河田 2 , 4 56 亩
,

通过治理
,
已改出 1 ,

1 20 亩
,

占总而

积的朽 %
。

坡改梯变
“ 三跑 ” 为 “ 三保

” 2
,

88 0亩
,

占应改而积的 4 8 %
。

调查及试 验 表

明
,

经治理的冷浸田的产量较未治前
,

平均每亩增产 2 00 斤 ; 经治理的水平梯地比 未 治

前
,

每亩增产 120 斤
。

除以上工程外
,

还治小河 (裁弯取直 ) 4 条约 9
.

2公里
,

开机耕路

2 0条约 60 公里
,

架设公路桥 5 座约 75 米
。

经过以上治水
、

治山
、

治土和封山造林等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山林覆盖率达 40
.

6 %
.

现在基本能控制 日降暴雨 1 50 毫米不产生山洪灾害
,
已初步达到 5 年一遇设计标 准

。

粮

食亩产由 19 4 9年的20 0斤提高到 72 5斤
,

每年向国家贡献粮食 46 万斤
,

经济收 入 达 10 6
.

4

万元
。

三
、

治理左程河小流域的经验教训

三十年来
,

我们在水土保持工作中
,

取得了一些成绩
,

也走了一些弯路
。

我们的主

要体会是
:

( 一 ) 按小流域水系全面规划
,

山
、

水
、

田缘合治理

左程河小流域面积 25 平方公里
,

符合小流域浪理 的范围条件
。

我们体会到
,

按流域

水系治理符合 自然规律
,

有利于全面规划
,

统筹兼顾
;
有利于集中治理

,

连续治理
,

综



合治理
。

回顾六十年代初
,

我们对左程河小流域的治理
,

总的是头痛医头的指导思想
,

在步骤上
,

虽进行了治沟治坡并举
,

但没有从源头
、

水系上做文章
,

对农
、

林
、

水
、

牧

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缺乏认识
,

因此
, “ 年年治沙沙不止

,

岁岁植树不见树
” 。

从 19 70

年起
,

我们认真分析了左程河小流域内水上流失的规律性
,

踏勘了全流域 20 1条支 毛 河

沟
,

摸清了泥沙的来历和产生的根源
,

制定了治理规划和措施
。

我们的方法步骤是
,

按

支流水系为单元
,

先上游
,

后下游
,

沟坡并重
,

节节拦蓄
,

工程措施与生物 措 施 相 结

合
。

最近两年
,

我们坚持了一个一个单元的集 中治理
,

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

( 二 ) 治理水土流失的措施要因 地制宜
,

因害设防

左程河小流域系花岗岩风化剥蚀的丘陵盆地
,

土壤强度侵蚀
,

造成的水土流失对基

本农田危害甚大
。

针对这一实际
,

我们在治理的措施上
,

本 着先搞农田基本建设
,

随即

紧跟林草
,

并 以林草措施为主的原则
。

多年实践证明
,

林草生长缓慢
,

短期不能奏效
。

据调查
,

马尾松生长 10 年
,

树高只有 42 厘米
,

坡面植树种草
,

由于耐旱耐寒性弱
,

成活

率很低
,

必须逐年补植
。

而截流沟
、

鱼鳞坑
、

石谷坊
、

拦沙坝和水库等工程措施
,

见效

快
,

效果好
。

它首先解决了人多田少的吃饭问题
,

减少了群众开荒滥种的弊病
。

但是我

们必须明确
,

以生物措施为主
,

才是治本的长远大计
,

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紧密结合
,

才能使水土保持工作持续开展
、

历久不衰
。

采取的方法是
,

坡面上生物措施 加 工 程 措

施
。

对无植被的秃坡
,

30
“

以下开水平梯地种茶
,

发展经济作物
; 30

。

以上挖截流沟
、

鱼

鳞坑造林
。

在 山沟治理上
,

采取工程措施和林草措施
。

对于坡面因径流集 中冲刷而造成

的大型切沟
,

则节节建谷坊
,

堵冲口
,

减缓纵坡
,

提高侵蚀基面
,

并在沟岸和淤地上造

林种树
,

实行封禁
。

干支流建水库和大山塘
,

全面控制水系
,

减少泥沙下泄
。

(三 ) 治理水土流失要认亥解决好劳力负担和受益分配

实践证明
,

按流域集 中治理
,

在任务大
、

投工多的情况下
,

负担和分配 政 策 不 落

实
,

群众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
。

金鼓管理区党委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三条措施
:

第一条是控制农田基建用工不超过全年总工 日的 15 %
,

每劳平均 40 个工 日左右
,

按

照这个标准确定当年治理措施的规模
;

第二条是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政策
,

确定投工的对象
。

对于跨队的水利工程
,

需要

当年建成当年受益的劳力少的队
,

则由管理 区出面组织支援协作
,

以工还工
;

第三条是受益分配
,

原则上是谁治理
、

谁管理
、

谁受益
,

这样做调动了群众的积极

性
。

全区各大队每年按照山
、

水
、

田
、

林
、

路
、

村综合治理规划
,

与管理区
、

水土保持

站签订合同
,

定期按质量标 准要求
,

验收
、

评比
,

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任务
。

根据以上的政策措施
,

全区每年投入小流域治理的工 日不少于 20 万个
,

任务完成较

好
,

群众也较满意
。

( 四 ) 加强领导
,

健全组织
,

是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的根本保证

本流域的治理工作
,

首先是大悟县委
、

公社党委的重视
,

县委亲 自领导了左程河流

域的治理规划
,

并批准成立
“
左程河小流域治理领导小组

” ,

并有水利局和水土保持站

紧密配合
,

组织后勤和技术指导
。

管理区
、

大队
、

生产队三级一把手上阵
,

带领群众干

在前头
,

有力地推动了左程河流域治理的开展
。

为了建好
、

管好
、

用好各项水土保持措

施
,

管理区针对过去管理不善的问题
,

分别对林木等生物措施
,

采取固定山权
、

分级管



理的办法
,

由各大队建立林场
,
从生产 队抽调专业管理人员

,
常年抚育管理

。

到 目前为

止
,

27
,

23 3亩山林面积中
,

已封山 70 %
。

参加管理养护人员的报酬
,

每年由大队在上调

工中平衡解决
,

从而使管理养护土作有了切实的保证
。

四
、

今后的打算和意见

左程河小流域治理五年规划
,

我们作了比较细致的工作
,

下步的关键是如何实现规

划的问题
,

我们考虑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

( 一 ) 水土保持工作必须适应农村生产资任制的变革
。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
,

农村各

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建立
,

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

农业生产形 势 一 派 大

好
。

但是围绕水土保持如何适应这种变革加快治理速度的间题
,

是摆在当前的一个呕待

解决的新课题
。

根据我们多次的调查座谈
,

初步提出如下的措施意见
:

1
、

大队专业 队常年稿
。

实行
“ 三统五定一包干

”
的责任制 (统一领导

、

统一质幼

标准
、

统一检查验收
。

定人员
、

定任务
、

定时间
、

定报酬
、

定奖惩
。

待遇大包干 )
,

专

业 队人员一般以双劳力为对象
,

采取 自愿报名
,

集中组织的办法
。

专业队主要承包林茶

场生产
、

管理和大的工程措施的建设
。

大队护林员
,

按原有名额承包到人
,

负责大队范

围内林业和各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养护
。

这种形式的优点是
,

当前和长远结合
,

促

进各业全面发展
,

同时
,

体现了各尽所能
,

按劳分配的原则
。

2
、

责任 田 内指定任务搞
。

根据社员分配的农田建设任务
,

让社员在 自己的责任田

里或责任山的范围内
,

修梯田
、

改坡地以及谷坊
、

截流沟等小型工程建设
,

并明确补助

和奖惩兑现
,

分期分批检查验收和结算
。

这种形式的最大优点是
,

适合水土保持任务和

土地都较分散的特点
,

有利于水保工作的多边进行
。

3
、

剩余劳力 自由组合包工搞
。
以大队为单位

,

组织剩余劳力
,

采取自 由 组 合 承

包
,

各类工程项 目根据主管单位制定的标准要求
,

经过检查验收
,

付给应得的报酬
,

收

入归己
,

核算单位不记工
。

这种形式的优点是
,

不论那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都能适用
。

以上三种形式都要通过 ,’ 合同制
”
的签定手续

,

约束双方共同遵守
。

(二 ) 水土保持工作必须坚持依法办事
,

加强管理
。

长期的经验证明
,

水土保持工

作
,

既是科学技术问题
,

更是政策管理问题
,

水土流失是 自然界对人类违背 自然规律的

一种惩罚
。

因此必须对用山
、

养山
、

治山
、

管 山各个方面
,

制定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
。

同时
,

贯彻执行
“
森林法

” 和 “ 水土保持法
” ,

只有这样
,

才能杜绝滥砍滥垦的现象
。

佩是制度和政策主要来 自典型
,

才能符合当地的实际
。

因此
,

搞好样板沟
、

典型山的治

理
,

位我仁水土保持工作者的主要任务之一
。

( 三 ) 充实水土保持人员
,

加强科学研究
。

我站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历史较长
,

但是

拿不出比较系统的科研成果
,

加之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工作中断
,

致使在工作中非常缺乏

技术力 量和试验装各
。

我们设想
,

在现有人员编制下
,

一方面请求上级主管部门进行调

整
,

充实技术人员 ; 一方面进行培训
,

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

我们打算
,

19 82 年建成土壤

理 化分析实验室
,

开展科学试验工作
,

为尽快找出切实有效的治理办法
,

指导面上的工

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