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搞好水土保持 发展山区生产

一一石桥铺小流域水土保持治理效益

湖北省黄冈地区水土保持站

石桥铺小流域是长江北岸烯水西源 ( 西河 )上的 一 条支流
,

位于罗田县 石 桥 铺 公

社
。

由方家山河
、

七里冲
、

七屋河
、

文斗河汇集 而 成
,

总 集 水 而 积 2 5
。

2平 方 公 里

( 37
,

8 0 0亩 )
。

干流长 6
.

5 3公里
,

河网密度 2
.

24 公里 /平方公里
。

流域海 拔 高 程 12 4一

70 0米
,

平均高程 2 49 米
,

平均坡度21
。

( 3 7 9编 )
。

低山区 占全流域总面积的 5 %
,

丘陵

区 占8 4 %
,

河谷 占n %
,

属于低山丘陵地貌
。

年平均气温 1 6
.

了℃ ,

降雨量 1
,

3 1 2
.

3毫米
,

蒸发量 1
,

。 2 5
.

6毫米
。

气候温和
,

雨量充沛
。

4一 9 月为汛期
,

暴雨集中在 6 一 8 三 个

月
。

地质主要为花岗片麻岩
、

角闪石片麻岩和大别山杂岩
。

岩层强烈风化带厚达 1米左

右
。

基岩出露面积占小流域总面积的 5 3
.

4 %
。

土壤 以砂壤土为主
,

占流域总面积 38 %
,

其次是砂土夹块石
,

占 S %
,

中壤 占 2 %
,

重砾质砂壤土 占 1 %
,

磷土占0
.

4 %
,

亚 粘

上夹块石占0
.

2 %
。

流域内有 6 个大队和公社青茶场
,

共有 7
,

。32 人
。

耕地 占用面积 1 4
,

6 67 亩
,

统 计 耕

地面积 6 , 5 6 1亩
,

其中
:

水田 4
,

7 4 2亩
,

早地 1
,

5 1 9亩
,

山林 占地 2 2
,

9 4 4亩
。

每人平 均 土

地 5
.

3 8亩
,

耕地 0
.

9 3亩
。

实行合同制
,

同时发挥乡规民约的作用
,

发动群众
,

订立 《水土保持公约 》 ,

做到

家喻户晓
,

人人明白
,

并 以小 流 域 为 单

位
,

每年搞一两次检查评比
,

检查规划执

行情况和公约执行情况
,

丧扬水土保持搞

得好的单位和个人
,

推动水土保持工作的

开展
。

如何才算把整个小流域治理好 ? 根据

上级的指示精神和我县的实际情况
,

拟定

如下 心条标准
:
宜林宜草的山地覆盖率达

到 60 % 以士 , 粮食亩产过 1
,

0 00 斤 , 每人

平均收入 15 。元 , 多种经济收入 占总 收 入

的 40 一 5 0% , 一人一亩农业耕地 , 20 年一

遇洪水不受灾害
。

只要坚持以搞好水土保

特为中心的治理
,

充分开发和利用水土资

源
,

这 6 条标准
,

除一人一亩农业耕地难

以实现外
,

其他 5 条标准在 5 年内是可以

达到的
。

三门河小流域治理还仅仅开始
,

我们

将在贯彻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
,

发动群众
,

依靠群众
,

结合生产
,

进一步

落实该小流域治理规划
。

今冬明春
,

计划

造用材林 1 6 , 1 68 亩
,

经济林 8 , 1 78 亩
,

坡

改梯 4 5 2亩
,

改造低产 田 1 , 5 15 亩
,

开田改

地 3 79 亩
,

兴修塘堰 69 处
,

修建水土 保 持

工程 4 01 处
。

继续再干 3一 5 年
,

三 门 河

小流域将得到彻底的治理
,

逐步实现山青

水秀
,

林茂粮丰
,

稳产高产
,

经济繁荣
,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



石桥铺小流域
,

由于暴雨集中
,

降雨强度大
,

土壤抗蚀力弱
,

加之人类活动频繁
,

乱垦乱伐
,

破坏植被
,

不合理地利用土地
,

造成严重的土壤加速侵蚀
。

据 1 9 5 7年调查
,

土壤侵蚀类型主要为面蚀
,

兼有沟蚀和重力侵蚀
。

流失面 积 2 1 , 8 0 0 亩
,

占 总 面 积 的

5 7
.

7 %
,

属于大别山花岗片麻岩强度侵蚀区
。

由于水土流失的恶性循环
,

小流域内呈现

出 “ 山高坡陡光秃秃
,

破沟纵横河弯曲
,

河床淤高田落河
,

洪早灾多收成薄
”
的景观

。

一
、

治 理 情 况

从 1 9 5 7以来
,

石桥铺小流域内的人民
,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

由点到面地进行

山
、

水
、

田综合治理
。

退耕还林 2 , 2 60 亩
,

其中栽植成片经济林 (青茶
、

油茶
、

油 桐
、

桑等 ) 2
,

80 。亩
,

零星经济林 8 94 亩
,

使森林覆盖率由 36 % 提高到 46
.

8%
。

20 多年米
,

兴

修小 I型水库 1 座
,

小 l 型水库 1 座
,

兴修扩塘 10 0余口
,

修谷坊 4 4处
,

治理 害沟害河 13

条
,

开通干支渠道 5 条
,

44 公里
,

蓄水量达 1 95 万立方米
,

引蓄水量 3 00 多万立方米
,

使

80 %的农田实现了早涝保收
。

从 1 9 6 5年以来
,

平整坡耕地 29 6亩
,

早地改水田 2 59 亩
,

推

岗造田 87 亩
,

建设园田 2 , 4 00 亩
,

改造落河田
、

冷浸 田 1 , 5 00 亩
,

建 成 高 产 稳 产 农 田

2 , 9 00 亩 ( 治理水土流失的保存面积 1 4
,

8 15 亩
,

占原应治理 面积的 68 %
。

还有 1 ,

46 6亩坡

耕地需要改造
, 3 , 4 61 亩要绿化

,

2
,

7 55 亩经济林需要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

还需治理的面

积 7
,

5 8 2亩
,

占总面积 2 0%
。

)

二
、

治 理 效 益

采取上述水土保持措施
,

治理水土流失 1 4 , 8 15 亩 (保存面积 )
,

占应治 理 面 积 的

毛 8 %
。

通过治理
,

在削洪减砂
、

防洪抗早
、

发展山区生产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治理效果
。

根据资料分析
,

以工程措施为主的综合治理区 (文斗河 5
.

12 平方公里 )
,

多年平均

悬移质输砂模数为 46 6吨 /平方公里
,

比治理程度较差的七里冲河 ( 5
.

9 1平方 公 里
,

75 1

吨 /平方公里 )
,

减少泥砂 38 %
,

削减峰量 6 一 3 7
.

8%
。

石桥铺主
、

支 河 床 下 降 0
.

4一

。
.

8米
,

沿河两岸的落河田
、

冷浸 田
,

由原来常年积水
,

一年一熟的低产田变成 一 年二

熟或三熟的当家农田
,

单产由 4 00 一 5 00 斤上升到 1 ,

40 0斤左右
。

由于水土保持措施发挥了削洪
、

减砂
、

加深河床的作用
,

增强了抗洪能力
。

建站前

的 1 9 5 4年
,

出现了 5侧 f 一遇的暴雨 ( 2 4小时降雨 3 5 2
.

8毫米 )
,

产生洪峰流量每秒 3 60 立方

米 ( 也相当于 50 年一遇 )
,

造成严重的洪灾
。

治理后 1 9 6 9年 7 月连续降雨14 天
,

总 雨 量

” 4毫米
,

最后一天 24 小时降雨 2 60 毫米
,

相当于 20 年一遇
,

而实测洪峰流量为 1 70 立方

米 /秒
,

只相当于 5 年一遇的洪水
,

流域内无灾
。

而与石桥铺相近的花屋河
,

因缺乏水土

保持措施
,

在同一暴雨情况下
,

却使沿河两岸 3 00 多亩水 田水冲沙压
,

造成严重灾害
。

1 9 7 8和 1 9 7 9年虽遇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干早
,

粮
、

油
、

棉却比 1 9 7 8年以前 的 产 量 都

高
。

粮食比大面积治理前的 1 9 6 0年增加 80 %
,

皮棉增加 24 倍
,

油料增加 8
.

5倍
,

茶叶增

加 7
.

5倍
,

蚕茧增加 24 倍
,

每平方公里产丝为 4
.

57 万元
,

比 1 9 6 0年增 2
.

3倍
。

多种经济收
.

入占总收入 32 % 以上
,

每人平均纯收入由52
.

6元增至 97
.

80 元
。



三
、

治 理 经 验

右桥铺人民在治山
、

治水
、

治田的过程中
,

逐步掌握了一些规律
,

摸索出一些治理

办法
。

(一 ) 理立组织机构
,

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导

从 1 9 6 5年以来
,

石桥铺公社
,

无论体制怎么改变
,

公社都有一个由公社 副 书 记 专

管
,

大队书记参加的领导小组
,

领导水土保持工作
。

1 9 8 1年石桥铺小流域还成立 了由副

县长任指挥长
,

公社副主任
、

管理区副书记
、

水土保持站站长组成的流域治理指挥部
。

在这个组织机构的领导下
,

制订了全面规划
,

从 1 9 65 年分别搞了 4个五年计划
,

并组织

大队间的协作
,

开展水土保持治理
。

(二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开始搞
“ 三治 ” ,

由于缺乏经验
,

没有一个全面规划和实施方案
,

在治理上出现盲

目性
,

结果是 -tt 下面治
,

上面压 ,
前面栽

,

后面挖
” 。

通过实践
,

逐步认识了
“ 水是

·

条龙
,

从
_

上往下冲
,

治下不治上
,

还是一场空
” , “ 山水相连

,
田林相依

,

山青水秀田

肥
,

山光水枯田瘦
,

治田必
`

须治水
,

治水必须治山
,

治山必须造林
,

山水田必须通盘考

虑
,

统一规划
,

合理布置
,

综合治理
”
的客观规律

。

他们根据 自然规律
,

组织干部
、

老

农和技术员结合的调查组
,

对小流域的山山水水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

制定了山水 田综合

治理的全面规划
,

逐年制订实施计划
,

因地制宜地分区进行治理
:

1
、

在高山远山区
,

大搞植树造林
,

封山育林育草
,

采取抽槽
、

水平台块状挖挡等整地

方法栽植杉
、

松用材林
,

大面积直播栓皮栋
,

营造保持水土的多层 休
,

绿化荒山荒沟
;

2
、

在近山丘陵区
,

采取坡改梯
,

早改水等水土保持工程
,

建设茶园
、

桑园和基本农田
;

3
、

在冲垄沟壑区
,

采取塘库冲垄建
,

渠道连塘堰
,

深沟做谷坊
,

宽沟建梯 田的方

法
,

建设分散拦蓄
、

节节阻流
、

蓄引结合的治沟工程
;

4
、

在平贩低洼区
,

采取
“
弯河改直

,

挖深河槽
,

开通三沟 (防洪沟
、

排浸沟
、

导

滤沟 )
,

平整土地 ,, 等泄洪排浸工程
,

改造落河冷浸 田
。

通过上述措施
,

在整个流域内形成保持水土的综合防护体系
。

(三 ) 建立水土保持专业班
,

把洽份用结合起来

小流域内共有林场
、

茶场
、

桑场
、

基建专业班等 18 个
, 2 84 人 (其中护林员 9 人 )

。

这支队伍既是水土保持治理的骨干力量
,

也是常年保护
、

利用的生产队伍
。

他们经营管

理 4
,

01 6亩土地
,

每年育苗 260 亩
,

封山育林 1 2
,

。00 亩
。

这样就把治
、

管
、

用结合起来
。

石桥铺小流域
,

虽然在综合治理
、

控制水土流失
、

加速农业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

绩
,

但还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

治理的任务还很大
,

还有 7 ,

58 2亩水土流失 面 积

需要治理
。

今后该流域必须坚持按流域规划
,

搞好综合治理
:

首先是努力提而森林的疏

密度和被覆度
,

营造多层林
,

大力发展油茶
、

桑
、

竹等多种经济林
,

增加林特产品
,

同

时要积根治理坡耕地和低产田
,

认真改造水利设施
,

提高引蓄水量和排灌能力
,

战胜洪

早灾害
。

在治理过程中
,

认真贯彻防治并重的方针
,

立足当年
,

着眼长远
,

因地制宜
,

长短结合
,

治管用结合
,

进一步搞好水土保持
,

发展山区生产
,

为实现农业现代化作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