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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四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的中心任务
,

就是讨论贯彻国务院批准的 《水土保持

工作条例 》
。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

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

一
、

讲讲对水土保持工作的认识

建国以来
,

党中央
、

国务院对水土保持工作十分重视
,

作过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和决

策
。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
,

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这个间题
,

胡推邦同志最近指出
,

对农

业生产的指导
,

要狠抓两个转变
: 一是从单纯抓粮食生产转变到同时狠抓多种经营

; 二是

从单纯抓农 田水利建设转变到同时大力抓水土保持
,

改善大地植被
。

胡耀邦同志的指示
,

进一步明确了水土保持工作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

但是
,

从这次会议反映的情况来

看
,

对水土保持工作的认识间题
,

在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解决
。

比如说
,

有的地方眼看水土

年年流失而无动于衷
,

以至于三十多年过去 了
,

这些地区的水土流失状况不但役有得到改

善
,

反而不断恶 化
;
有些地方近年来不顾党中央

、

国务院三令五申
,

继续槛垦
、

滥伐
、

滥牧
,

使水土流失有增无减
;
部门之间互相配合也不够

,

力量分散
,

影响治理效果
。

从

全 国情况看
,

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
,

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40 万平方公里
,

约占水

土流失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

造林种草
、

修田打现
,

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

特别是积累 了丰

富的经验
,

对今后加快山区和丘陇区的建设
,

控制水土流失
,

创造了很好的 条 件
。

但

是
,

治理速度缓慢
,

远远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

我认为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有

极左思潮的影响
,

有具体工作上的失误
,

有经济条件的限制
,

等等
。

但是
,

对水土保持

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够
,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

要把水土保持工作推向一个新的

发展 阶段
,

就必须进一步解决好对水土保持工作的认识问题
。

怎样解决好认识问题 ?延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出
,

要明确三个关系
:

一个是水上保持

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关系
;
一个是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 , 一个是当前利益和长远利

益的关系
。
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好

。

策一
、

龙镜认识水土裸持和发 . 农业生产的关系
。

搞好水土保持工作是发展山区
、

丘

棱区
、

高原区农林牧生产
,

繁荣经济的战略任务
。

水土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
,

在水土流

失地区
,

水土保持工作搞的好坏
,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生产发展水平
。

拿延安地区的

情况来说
,

这个地区位于黄土高原
,

水土流失很严重
。

周总理生前到延安时
,

指示我们



改变自然面貌和经济面貌
。

我当时在陕西工作
,

由于对水土保持工作 的重要 性 认识 不

足
,

没有搞好
,

使延安地区的经济面貌改变不快
,

一些地方群众的温饱间题还没有得到

解决
。

一想起来
,

就感到于心有愧
。

三中全会以来
,

延安地区进一步明确了农业生产的

方针
,

把农业基本建设转到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中心的水土保持工作上来
,

把工程措施和

生物措施结合起来
,

狠抓工程配套和管理
,

大搞植树种草
,

加快了治理水土 流 失 的 速

度
,

提高了质量
,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延安地 区以及其他许多 地 方 的 经验教训说

明
,

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

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

建立 良好的生态环境
,

是发展农业

生产的根本措施
。

在水土流失地区
,

发展农业就必须搞好水土保持
。

同时
,

我们还要看

到
,

水土流失不仅为害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

还危害下游江河
、

湖泊的治理
,

影响交通

运输
,

威胁人 民生命财产
。

大家所熟知的黄河
,

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
,

使黄河的含沙量

居世界大江大河之首
,

造成 中 下 游 严重淤积
,

成为
“
悬河

” ,

洪
、

沙灾害给国民经济

造成严重损失
。

这就是说
, 搞好水土保持

,

防止水土流失
,

不仅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战略

措施
,

也是关系国计 民生的重大问题
,

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大事
。

第二
、

正确认识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
。

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

必须按 自然规律办

事
,

统一规划
,

综合治理
。

在这方面
,

我们过去的教训不少
。

有的地方没有按流域
、

按

山系搞统一的整体的规划
,

勘察设计也搞得不够
,

没有把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
、

预防和

治理
、

治理和管理
、

治理和利用结合起来
,

质量又不好
,

各搞各的
,

互不联系
,

这样效

益就不能很好地发挥
。

有些地区和部 门缺乏全局观念
,

往往照顾 了局部利益
,

使全局利

益受损失
。

比如
,

一些河流的上游地方滥垦滥伐
,

虽然可以暂时增产一点粮食
,

增加一点

收入
,

但是加剧 了水土流失
,

给中下游地区带来严重的灾难
,

一两年后自己受害更重
。

所有这些
,

都是同自然规律相违背的
,

必然受到大 自然的惩罚
。

因此
,

在水土保持工作
中

,

必须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结合起来
,

做到治理要从全局出发
,

按流域综合治理才

行
,

坚决不能办对全局不利的事
。

第三
、

正确认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

水土保持工作是造福后代
、

荫及后人

的事业
,

有些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
,

要几年甚至十几年
、

几十年才能见效
。

我们要看到

水土保持工作的长期性
、

艰巨性
,

站的高些
,

看的远些
,

下定决心
,

发扬愚公移山的精

神
,

扎扎实实干
,

干一处成一处
,

长期坚持不懈地干下去
。

不少单位在发言中谈到
,

过去

往往为了眼前的一点实际利益
,

盲 目毁林毁草开荒
,

结果造成水土流失
,

越垦越穷
、

越

穷越垦的恶性循环
,

教训十分深刻
。

那种只顾眼前利益
,

危害子孙后代的蠢事
,

我们再

也不能干了
。

当然
,

在具体工作安排上
,

要做到
“ 长短

”
结合

, 以 “ 长 ”
促

“
短

” ,

以

“
短

” 养 “ 长 ” 。

只有把水土保持工作 同群众的当前利益结合起来
,

注意增加当年的收

入和发展生产
,

使群众得到实惠
,

才能真正调动群众治理的积极性
,

才能为长远的治理

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
。

二
、

讲讲山区建设问题

大家知道
,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
,

山区面积 占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

各种自然

资源十分丰富
。

解放三十多年来
,

山区建设取得一定的成绩
,

但是
,

总的看来
,

发展速

度比较缓慢
,

山区生产水平比较低
,

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

开发
、

建设山区
,

对于发展农



业生产
,

繁荣国民经济
,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同时
,

我们的山区相当一部分是革命老

根据地
,

这里的人民为中国的革命事业
,

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
,

但是目前还有不少地方

经济落后
,

生活困难
。

最近看到山东省委关于山区建设的一个材料
,

材料中 说
: “ 去

年
,

鲁中南39 个山区县
,

每人平均总收入1 80 元
,

每人平均分配 1 03 元
,

分别 比全省平均

收入数低舫元和 21 元
。

少数社
、

队仍然吃粮靠统销
,

花钱靠救济
,

生产靠贷款
。

有些地

方 山何依旧
,

生产
、

生活相当困难
,

连人畜吃水都没有解决
。 ”

群众很不满意
,

说
: “ 战

争期间 (革命老根据地 ) 依靠俺
,

进 了城离开俺
,

搞建设忘 了俺
” 。

这个批 评 十 分 尖

锐
、

中肯
。

类似鲁中南地区的情况
,

在其他省区也不 同程度的存在
。

山区还有相当一部

分是少数民族地区
,

建设好少致民族地 区也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
。

所以
,

开发
、

建设

山区
,

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
厂

向题
,

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

是我们关心广大山区

人民群众的大间题
。

党的三中全会 以来
,

各地开始重视山区建设
,

不少省 区
,

如四川
、

山西
、

浙江
、

山东
、

河南
、

安徽
、

江西等
,

都把开发山区
、

建设山区列入了经济建设的

议事 日程
,

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

时间虽然不长
,

但是 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

山区

的优势开始发挥
,

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
,

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

情况正在发生变

化
。

当前
,

山区建设的重点摆在哪里 ? 或者说山区建设的主攻方向是什么? 山区的情况

千差万别
,

有的地方要解决交通运输问题
,

有的要搞农田基本建设
,

有的要搞农林产品

的加工
,

等等
。

但总的来说
,

水士流失是一个共性的问题
,

是影响山区经济发展的主要

问题
。

要开发
、

建设山区
,

首要的任务是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

在这方面各地都有不少好的

做法
,

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
,

我只讲几点意见
,

供参考
。

1
、

方针闷且
。

各地在贯彻中央关于决不放松粮食生产
,

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

中
,

通过调查研究
,

总结山区建设的经验
,

提出了适合当地特点的建设方针
。

比如
,

山

东提出
:

在耕地很少的高山深山区
,

实行
“ 以林为主

,

多种经营
,

全面发展
” , 在低山

浅山区
,

实行
“
以林为主

,

农林牧结合
,

多种经营
,

全面发展” ,
一

在丘凌地 带
,

实行

“ 农林牧结合
,

多种经营
,

全面发展
” 。

其他各地也有各种提法
。

从各地的实践看
,

制

定山区建设方针要 注意三个问题
:

一要因地制宜
。

各地要从实际出发
,

划分不同类型
,

采取分类指导
。

有 的 以 林 为

主
,

有的 以林牧为主
,

有的农林牧并重
,

这都是好的
。

不管那一项 为 主 都 要搞多种经

营
,

只抓一项不行
,

一刀切更不行
。

二要有正确的政策
,

发挥国营
、

集体
、

个人三个积极性
。

,

凡是不适合国营
、

集体经

营的就应该承包或划给社员经营
,

并且宣布长期不变
。

三要重视粮食问题
。

过去
,

片面执行
“ 以粮为纲

,

全面发展 ”
的方针

,

造成一些地

方滥垦
、

滥伐
、

滥牧
,

植被破坏
,

水土流失
,

挤 了多种经营
,

群众生活困难
。

近 几 年

来
,

各省对山区粮食困难的地方
,

调整了征购任务
,

有的还帮助解决了一些粮食
,

使山

区人民缓过气来
,

对农业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
,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措施
。

但是
,

现在还

仍然有一些不适宜种粮食的 ` 大字报 ” 地和陡坡地
,

种 了粮
,

收成很少
,

这种现象还要

逐步调整过来
,

还林还牧
。

另一方面
,

凡是遭宜种粮食的地方
,

要种粮食
,

既适宜种粮

食
,

也适宜种其他作物的地方
,

也要种粮食
。

无论是山区
、

丘陵区
、

平原地区都应如此
。



这样才能使不适宜种粮食的地 区逐步调整过来
。

在山区有些沟川地要建设好
,

缓坡地要

建设水平梯 田
,

加强经营管理
,

提高粮食单产
,

改变广种薄收的老办法
。

过去许多 山区

好典型搞上去
,

正是这么做的
,

效果很好
,

这种办法应该肯定
。

总之
,

在有 条 件 的 地

方
,

还是要尽蟹独
产今些粮食、 解决群众的 自迷朗河瓜

-

一
气

2
、

规划问皿
。

过去
,

我们在农业基本建设 (包括山 区建设 ) 中
,

一个重要的教训就

是缺 乏整体规划
。 “

今年要种树
,

明年要建库 ; 今天要修田
,

明天要挖沟
” ,

结果
,

劳

民伤财
,

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

今后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情况
,

在农业区划的基础上制定

一个符合实际的总体发展规划
,

才能避免盲 目性
,

取得较好的效益
。

山东省委总结了搞

好总体规划的四条经验
:

一要山水田林路村统筹安排
,

综合治理 ; 二要以林为主
,

农林

牧副渔合理布局 , 三要瞻前顾后
,

长短结合
; 四要根据山区建设的需要

,

对 科 学
、

文

化
、

教育
、

卫生事业作通盘考虑
。

我认为这几条经验各地可以参考
,

结合 自己情况
,

制

定规划
。

3
、

大力抓好植 种草
。

在这次会议上
,

陕西淳化县
,

山西吕梁地区等单位介绍了

经验
。

这些地区过去大部分是荒山秃岭
,

水土流失严重
。

他们充分发动群众
,

大抓植树

种草
,

经过多年努力
,

树多了
,

草多 了
,

大地植被增加了
,

减少了水土流失
,

大大促进了

农业生产的发展
,

粮食产 量逐年增加
,

畜牧和多种经营蓬勃发展
,

群众生活不断改善
。

这些单位的经验令人信服的说明
,

大力植树种草
,

增加植被覆盖
,

防风 固 沙
,

涵 养 水

源
,

这是搞好山 区水土保持的重要措施 , 抓住 了这一环
, 就是抓住 了山区水土保持的关

键 ; 同时也就能充分利用山区优势
,

发展林业
,

包括经济林木
,

山区土 特 产
,

山 区 牧

业
、

副业等生产
,

这是山区建设和山区人 民致富的根本出路
。

当然
,

植树种草还要和必

要的工程措施结合起来
,

互相补充
,

互相促进
。

过去
,

对两者的关系认识不够一致
,

互

相配合不好
,

影响了治理效果
。

我个人看法
,

有些地方过去对造林种草重视不够
,

抓的

不力是有的
。

我个人在省里工作时就存在这个问题
。

因此
,

现在要加强植树种草这方面

的工作
,

这方面投资少
,

见效快
,

要大力抓
。

从这次会议介绍的经验看
,

凡是水土保持

搞得好的单位
,

都是注重了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的结合
,

从实际出发
,

该植树种草的就

植树种草
,

该修地的修地
,

该打坝的打坝
,

该搞水 利的搞水利
,

这就是综合治理
。

只有

综合治理
、

系统治理
,

才能有效的控制住水土流失
,

才能充分开发利用和搞 好 山 区 建

设
。

在抓山区造林中
,

要把营造薪炭林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

目前
,

我国农村能源缺乏
,

相当一部分地方群众烧柴问题很大
。

有的地方打柴要跑几十里
,

花 了很多工
,

有的把秸

秆
、

牛粪都烧掉了
,

每年都有大量的森林资源被烧掉
,

实在可惜得很
。

这个间题到了非

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

薪炭林不仅是解决农村烧柴的有效途径
,

还有其他防护效益
,

一举

多得
。

有了薪炭林
,

其他用材林
、

经济林
、

防护林也就容易保存和成林
。

所 以
,

凡是有

条件的地方
,

都应根据生 活和生产需要把薪炭林尽快营造起来
。

这里
,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大家的注意
,

就是保护现有山林问题
。

根据最近林业
“
三定

”

会议反映
,

去年以来
,

通过贯彻党中央
、

国务院关于林业问题的决定
、

指示
,

全国

基本煞住了带有普遍性地
、

大规模地乱砍滥伐森林的歪风
。

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

乱

砍滥伐森林的情况
,

仍然不断发生
,

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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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严重的荒山秃岭
,

现在 已是 翠

的林海
。

据观测
,

西
几

昌东西河河水含沙量

比造林前减少 77 %
,

最大洪水位降低60 时
,

水土流失减少 80 %
,

空气提度和降雨量都

有所增加
。

过去被山洪冲毁的 4万多亩耕

地
,

已经恢复 , 已有 1 4万亩农田做到早涝

保收
。

初步规划到本世纪末
,

全国共飞播

(包括部分人工撒播
、

点播 ) 造林 4亿亩

(包括黄土丘陵种草 2 ,

50 0万亩 )
。

其中
,

拟在长江
、

黄河
、

珠江
、

淮河等主要河流

中上流
,

重点播种水源涵养林 2 亿亩
。

(三 ) 大摘封山育林
。

经验证明
,

封

山育林是借助于植物自然繁衍能力
,

加速

恢复植被的有效方法
。

这种方法易于形成

乔
、

灌
、

草多层授盖
,

保持水土效果好
。

一般 3 、 5年初见成效
,

10 年左右大见成

效
。

目前
,

我国封山育林面积已达 1
。

8 亿

多亩
。

出现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典型
。

如湖

南安化县十三座水库
,

有八座上游采取封

山育林的办法
,

由于植被的迅速恢复
,

不

但入库泥沙减少
,

水源充足
,

发电
、

灌溉

效益也成倍增加
。

其中
,

拓溪库区封山育

林邪万亩
,

除收到涵养水深的效果外
,

还

总结出三条好处
: 1

。

森林蓄积增加 了 19 8

万立方米 , 琴
。

比人工造林节约费用 20 多万

元 ; 3
。

比全垦造林坡地减少径流 70 %
,

减

少冲尉90 %
。

全国规划从明年起
,

每年封

山育林 1
,

0 00 万亩
,

搞得好
,

10 年就 可 增

加林木覆盖 1 亿亩
。

最后
,

建议稿好统一规 划
,

协 调 行

动
。

水土保持工作是个综合治理的过程
,

农
、

林
、

水利等各部门必须通 过 统 筹 安

排
,

全面规划
,

互相配合
,

同步前进
,

协

调行动
,

才能真正做好
。

在国家当前不能

大量增加水土保持投资的情况下
,

也要在

现有水土保持经费中划定植被 建 设 的 资

金
,

今后并逐步提高这一部分的比例
。

过

去
,

我们林业部门在水土保持工作上主动

配合不够
,

今后我们要主动做 好 配 合 工

作
。

各省
、

市
、

自治区林业部门
,

都要与

水土保持部门一起
,

共同贯彻落实 《水土

保持工作条例》
。

要认真加强采种
、

育苗

和技术指导等基础工作
,

大力支援重点水

土保持地区的植被建设
。

我相信
,

通过这

次会议
,

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肯定会有一

个新的发展
。

八八八月人、 M
~

入、 , ` 、 M 内八人八八、 认扮户八脚
八六声沪八八 , 讯八、叭 八, 叭 六八 M声产沪内 产八尸

叭 产沪沪叭 八八M 刀
、、八户了“ 叭 八、 、八柑 沪八 户沪沪诱八勺 的川

`
叭 八八产叭 ~ 护叭尸从刀

沪八八六尸峨 入、 , 夕叭 凡夕户 , 峨M 八内沪“ 、内产户户日” 侧叭~ 、 、 、 ,

(上接21 页 ) 度重视这个问题
,

采取有力措施
,

坚决制止乱砍谧伐
,

保护好现有山林
。

三
、

讲讲领导问题

主要是强调一下各部门的协作间题
。

水土保持工作涉及的面很大
,

综合性很强
,

不

仅是水利部门的事
,

也不仅是农林部门的事
,

它同国民经济的各个部口都有密切联系
。

总结三十多年来我国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经验教训
,

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

必须在各级党

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

各部门密切配合
,

加强协作
,

共同作战
。

否则
,

互不通气
,

互相

推诱
,

是不可能把事情办好的
。

在这次机构改革以后
,

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水土保持工

作协调小组
,

这件事本身就说明
,

在水土保持工作中
,

加强协作
,

搞好祝合的重要性
。

经过协调小组会议研究
,

对有关部 1r 的职责重新作了确定
,

具体的意见钱正英同志在报

告中已经讲了
,

希望有关部门抓好落实
,

积极地主动地作好本部门的工作
。

国家经委的

工作任务之 一
,

就是抓好
“
结合部

”
的工作

,

抓组织协调
,

对水土保持工 作 是 责 无旁

贷
。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
,

艰苦奋斗
,

就一定能够把全国的水土保持工作更好 地 开
几

展 起

来
,

坚持下去
,

作出更大的成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