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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赣南和江西省的水土流失的现状与历史
,

流失原因及其前景
,

经过实地考察
,

着重说明以下三种情形
:

一
、

水土流失面积还在继续扩大
,

加速升级
。

全省流失面积
,

据解放初 期 统 计 为

1, 65 0万亩
, 1 9 6 4年即扩大到 2

, 7 00 万亩
,

平均每年 以 75 万亩的速度增加
,

而到 1 9 8 1年流

失面积已达到 5
, 7 53 万亩

,

净增 3 ,

05 3万亩
,

平均每年以 1的万亩的速度增加
。

再看 兴 国

县
:

经过去年 51 个单位知人的按图查对计算
,

从 1 9 6峨年流失 2 37 万亩增加到 1 9 8 1年的2 84

万亩
。

该县的严重流失 (强度和剧烈 ) 的比率也从 1 9 6 4年的 35
: .

24 % 上 升 到 1 9 8 0 年的

4 9
.

6%
。

不少海拔 30 0一 8 00 米的高山
,

竟然也成 了严重流失地带
。

现在
,

赣南的流失面

积
,

已占土地总面积的 30 %
,

是现有耕地的3
.

5倍 , 由此可见
,

20 多年来辛辛苦 苦 的治

山育林的进度
,

远远赶不上山林破坏
、

水土流失面积增加的速度
。

二
、

乱砍滋伐是遗成水土流失的主要耳 .
。

多年来
, 林木的砍伐量大大超过林木的

生长量
。

全省现有活立木的蓄积量
,

虽有不同的说法和算法
,

而最乐观的估计也只能在

2 亿立方米以内
。

如 自然生长率为 3
。

2%
,

则年新增蓄积量至多只有 6 40 万立方米
。

去今

两年
,

计划内砍伐数为 2 80 万立方米
,

计划外的砍伐数一般为计划数的 4一 5倍
,

近 几

年都在 1 , 0 00 万立方米以上
。

两项合计
,

便是 自然增长量的 2 倍 ! “ 公路通
,

山就空 ” ,

继续这样的砍伐速度
,

不要到本世纪末
,

除了绝壁悬崖实在无法砍运者外
,

全省山林就

将一干二净
。

本来
,

只砍乔木
,

留下灌草植被
,

水土还能大致保持
,

不致造 成 严 重 流

失
。

但是
,

过去推行的全部采伐
、

全垦造林
、

单一林相
、

放火炼 山
、

顺坡垦复那一套
,

就把植被破坏 了
。

解放以来
,

人口几增 1 倍
,

其中城镇人口增长更快
,

又办 起 了 许 多
“
柴老虎

”
式的工厂和食堂

,

燃料需求量翻了几番
。

可是供应量并未按比例增加
,

相反

地是年年锐减
,

供不应求
,

十分尖锐
,

一步一步地使滥伐成风
,

拔苗刨根
,

植被全毁
,

大规模的水土流失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

此外
,

岩层的崩裂
,

矿砂的倾泻
,

开荒垦复的不

当
,

治水工程的失误
,

也都是造成水土流失的重要原 因
。

兰
、

水土流失的后果是十分严 , 的
。

试看赣南的大片山丘
,

多是土地裸露
,

遍山沟

坑
,

只有一些长不大的老头树
,

宛如瘫痢头
。

信丰县有的山头
,

一片死寂
,

真是地上无

青草
,

天上无飞鸟
。

这些山区
,

不但不能防早防涝
,

而且加剧早涝灾害
。

兴国 县 有 的 山

头
,

最高地表温度能达到 7 6
.

5 ℃ ;
其境内平江的流量

,

洪水时为 3 , 1 40 秒立方米
,

`

而枯水

时仅有 1 个秒立方米
。

全省每年坡面上土壤侵蚀量达 1
。

6亿吨
,

其 中含氮磷钾为 1 3 9万吨
,

超过全省现有化肥的年产量
。

赣江上游大尔支流的河床平均增高 1
.

6一 2 米
,

都阳 湖底



每年都在淤高
。

据统计
,

全省通航里程比解放初期缩短 5 , 6 65 公里
,

其 中 水 土 流 失 是

重要成因之一
。

赣南有的小河流 已经不能通船放排了
,

枯水时竟可穿鞋而过
。 “ 河里无

稚飞贡;季翼其箕袭弊篡篡瓢靛姆黔算篡翼背篡贾裂鬓
6 个生产队25 4户崛待搬迁

。

以上种种触目惊心的事实
,

已不仅是通常说的
“ 破坏生态平

衡 ” ,

而是毁灭生存条件
; 已不仅是祸延子孙

,

而是 自食恶果
。

倘若再不急起抢救
,

必

将迫使江西省人 民经受更大的灾害
,

付出难以计量的代价
。

水土流失问题己经是全省上下十分关心的大事
。

一些流失严重的县
,

对水土保持也

都做了许多工作
,

有的取得很大成绩
。

但是
,

由于木材
、

烧柴的供求矛盾十分尖锐
,

间

题复杂
,

牵涉的部门又多
,

而看法上又往往不一致
,

事实上也没有什么
“

手到病 除
.

的灵

丹妙药
。

因此
,

尽管都着急
,

还是未能解决
。

赣南多数县都在搞水土保持区划
,

但看来

还没有列入重要的紧急议程
,

还没有象抓粮食生产
、

抓计划生育那样认真 来 抓
。

不 抓

紧
,

就不能统一行动
、

统一步调
,

难于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不 少 的 科 学

治山的好经验得不到推广
,

而某些事倍功半
、

经济效果不佳的做法也得不到及时纠正
。

有

些社队甚至对山林不加强领导与管理
,

放任自流
,

坐看山林植被加速破坏
,

水土流失 日

益严重
。

一个月来
,

我们经过反复研究
,

一致认为
:
控制水土流失

,

重建山林植被
,

恢

复生态平衡
, 固然是极其复杂的大难题

,

但只要加强领导
,

依靠群众
,

一靠政策
,

二靠

科学
,

上下一心
,

举措得当
,

这个大难题也还是能够解决的
。

估计 2 年可见成效
, 5 年

能够改观
, 1 0一 15 年就可或先或后地

、

分期分批地达到根治的目的
。

为此
,

特建议如下
:

一
、

典成立合水土像持委员会
,

下设办登纽
。

各行署及湘个重点县成立水土保持委

员会和办公室
,

一般县则设立水土保持办公室
。

公社 以下还可设水土保持站
,

但不列入

行政
t

、

事业编制
。

水土保持工作关系到农
、

林
、

水
、

地
、

气
、

工
、

交
、

商等许多部门和

许多学科
,

综合性强
,

既是生态平衡
,

也是国土整治
,

放在任何一个部门管 理 都 不 好

办 ; 当前水上流失 已是恶性循环
,

日益深重
,

更需要加强领导
,

统一指挥
。

各级水保委

(办 ) 由有关部门派员组成
,

其办公室则由各级水土保持站充任
,

在省委
、

省人民政府

及各级党政领导下
,

每年下达任务
,

统一部署
,

督促检查
,

交流经验
,

评比奖惩
,

就一

定能够把工作抓上去
。

要自力更生
,

预防为主
,
先易后难

。

现有的水土保持事业费
、

科

学研究费统一由省水土保持委员会掌握
,

不要再娜作它用
。

二
、

提侣科学洽山
,

恢盆水土保持科举研究所
。

江西省在 1 9 5 2年即在兴国县设立水

匕保持试验站
, 1 9 6 4年扩为研究所

,

可见有识之士早 已注意到保持水土 之 重 要
。

1 9 6 4

年
,

中国科学院
、

省科委还联合对赣南进行考察
。

20 年来
,

儿经起伏
,

投入了不少人财

物
,

试验过这样那样的治山育林方案
,

可是效果都不大显著
,

有的甚至完全失效
。

其中

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缺乏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

水土保持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

也是边缘科学

和综合科学
。

鉴于江西省水土流失的复杂性
,

当前要着重研究这样一些课题
:

1
、

水土流失的成因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
;

卫
、

水土流失的防治措施及其经济效益的研究 ,

污
、

水土保持科学技术和社会问题
、

经济问题的互相关系和协调发展的研究
,

4
、

水上资源的保护利用以及生态平衡的战略部署的研究 ,



5
、 ,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及其效益的研究
。 _

为此 , 应该恢复原省水土保持研究所
,

在现有的 5时人的水土保持专业队伍中选派

5 0人组成
。

自1 9 8 0年起
,

中央水利部每年划拨江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专项费 90 万元
,

可以满足需要
,

毋需省财政支出
。

省科委及省科学院要组织有关科研单位成立水土保持

综合考察队
,

联合攻关
,

边考察边治理边推广
,

配合省水土保持委员会的统一部署
,

早

出成果
,

造就人才
。

三
、

要严格封山
,

有计划桩采
。

江西省水土流失
,

并未发生在无山少山一贯严重缺

柴的地区
,

恰恰相反
,

倒是发生在山地占70 一 80 %的乔灌草本来丰茂的地区
,

是很值得

想一想的
。

看来原 因之一是开始失去警觉
,

似乎本区域内拥有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的材

源与柴源
,

不很懂得必须
“
斧斤以时入山林

” ,

才能
“
材木不可胜用

”
的道理

。

待到材

柴两缺 了又不善于管理
,

没有采取最古老但也是最有效的封山禁山措施
。

很 多 事 实 说

明
,

凡是实行严格封山并有计划开山的都收到很好的效果
,

如石城县木兰公社的几个介

乎强
、

中度流失的山头
,

经过封山 3 年
,

幸存的草木得到休养生息
,

飞子成林
,

灌木丛

已满布山脚山腰渐及 山顶
,

不但水土得到保持
,

从明年起就可以开山分柴 了
。

可以肯定

地说
,

凡属中度 以下的流失区
,

即使是花岗岩风化土和陡坡
,

封山 3 年就大体上能收木

兰之效
。

又如兴国县龙口 公社都田大队坪坑生产队
,

一

发动群众封山护林
,

通 过 乡 规 民

约
,

实行严格的轮封轮放和奖惩制
,

经历了
“
文革

” 以来的多次考验
,

至今仍保持着每

户 3 亩多林草茂密的青山
,

成为这一带
“
沙漠中的绿洲 ” 。

类似的例子还可在别的县举

出
。

因此
,

可以这样说
,

封山就是育林
,

封山胜过育林
,

封山育林也就是保持水土
。

当

然
,

封山也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

在草被全无
、

表土流失 25
。

以上的坡 山
,

还必须有一定

量的工程防治 (如挖水平沟
、

鱼鳞坑 ) 和生物防治等辅助措施
。

在这方面
,

赣南的一些

流失严重县都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
。

四
、

要补充民用能滚
,

开辟新的能橄
。

有人说
,

治理水土流失的实质问题是能源问

题
,

这有一定的道理
,

因为 已经形成了严重缺柴的局面
。

兴国县全部砍伐量的 80 % 都是

为 了解决烧柴
,

如不能补充燃料
,

某些严重流失的社队的山是封不成封不住的
。

关于民

用能源的补充
,

主要靠煤
。

以 29 个县的城镇人口和部分农村人 口平均 5 口人为 1户
,

每

年烧煤 0
。

5吨
,

每吨平均补贴 15 元计
,

每年需要供给 63
。

38 万吨煤
,

补贴 9 50 万元
。

这 就

要每年挤出这么多煤来
,

还要省煤炭公司
、

供销社进行大量的组织供应和运输工作
。

气

关

于钱
, 1 9 8 1年省里 已贴煤炭公司 2 00 万元

,

所差 7 50 万元
,

建议在补助革命老根据地经费

中划拨
,

对老 区人民来说
,

这是
“
雪 中送炭

” ,

补到了要害处
。

要通令那些烧柴火的工

厂
、

砖瓦窑
、

大队食堂
、

机关等
“
柴老虎

” 限期改灶
。

我们认为
,

只要补助三年五载
,

让水土严重流失
、

严重缺柴地区缓几口气
,

就可 以使山林复苏
,

家有烧柴而 毋 须 补 贴

了
。

要继续大力推广节柴灶
,

这是受欢迎的措施
,

一般可省烧柴三分之一
,

有 的能达到

二分之一
。

还要调用小水 电
,

石城县 已经这样做了
,

每度 电收费 5 分
,

群众满意
,

电站也有

利
。

以翰南地区计
,

每年可供应电 4 ,

81 4方度达 4一 6个月之久
,
折算烧柴为 8 , 2 53 万斤

。

满发供电时节
,

正是植物生长旺季
,

有利于封山育林
,
有利于春耕农忙

。

江西省地形俨

如圈椅
,

三面高山
,

下多峡谷
,

雨量充沛
,

溪壑纵横
,

最宜作坝蓄水
,

办大中小电站
,

这方面的潜力还大得很
。

单兴国一县
,

除已建小水电13
,

91 5千瓦外
,

还可建 15
, 1 27 千瓦

。



石城县已建 4 , 8 58 千瓦
,

还可建 1 1 , 1 42 千瓦
。
切切实实地发展泪气

,
这仍是农村中 最 有

薄邀粕粉释湘操
,

两睡是臂赞还雄不开
,

用不广
。

池型
、

进料
、

出料等有关间题还待进

一步彼究解决
。
饭翁

,

诬要推广太服能加热器
`
江西虽不属于发展太阳能地区

,

但仍不

央为补充能扮的粼遨之一
。
如雍康县平田中学

,
只花 2 ,

5 1挤元
,

换来 3帕多师生所需用的

热水犷 一年能用八九今丹
,
可节集拐

, ” 。斤
,
意义还是很大的

。

五
、

典进一步落实自 l 山
,

实行多种形式的专业承包安任翻
。

在 目前的形势与条件

下 ,
求得在水土流失区多快好省地植树造林

,
恢复植被 , 必须提倡个人种植与专业承包

圈时并举
,

依靠爷百万群众的积极性
,
要进一步傲好 自留山的划分工作

,
实 行 山 权 不

变
, 食山到卢

,

分户治理
,

谁种谁收
,

允许继承的政策
,

把邻近的荒山荒地分缝社员个

人羲材长集
, 沸失区多山

, 可考虑每户分给 3一 5 亩 , 劳力充足
,

还可多分
。

吉水县冠

山公社
,

划分自留山 2 万多亩
,

每人平均近 3 亩
,

占宜林荒山的三分之二
,

现 已 种植

衫
、

竹
、

桐
、

棕
、

油茶和柑桔 1万亩
,

已收治理水土流失和发展多种经营一举数得的好

处 , 从山上发财致富
。

日本的山区与农田的产值比是 ? , 3 ,

而江西省的比值不到 3 : 7 ,

兴画县则是 1 犷 ,
。

良留山划分 以后
,

集体和国臂山地
,

仍然应该占大部分
,

必须 因地制

宜瀚实行多种形式 的承包责任树
。

会昌县麻州公社组织 4 个县共大毕业的回乡女知识青

年
,

成立社办水土保持站
,

两年来
,

只领取每亩 9 元的水土保持费
,

已治理 4 00 多 亩
。

去年日工分值达到仓
.

5元多
,

以后
,

经济林木年有增收
,

她们的收入就很可观了
。

在 治

山植树的实践中还锻炼了婚们的自身
,

站长刘风娣已准备考农艺师
。

石城县的大犹公社

牧草场 3 2个农村青年
,

领到紫色页岩丘陵2 ,

的 O亩
,

种植意大利黑麦草
,

绿化了每 个 山

头
。

他们向地区出售麦种
,

还自己养兔
。 1 9 8 1年

,

除每月平均工资 50 一的元外
,

还积累

了 3 , 0。妙多元
,

成为当年治山
、
当年见效

, 当年盈利的好典型
。

各地区还有成功的 专 业

承包的好经验
,

如挑选黑包公式的管山员等
。

应该充分看到
,

农村中有志气的青年大有

人在
,
埋藏着的巨大力量有待于我们去引发

。

植树首先要植人
,

那种只走国营林的道路

是崎岖难行的
`
技南地区几十年来不断育造林木

,

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支付都不可谓不

大
,

但成活成林的不过 1 4%
。

江西省有的地方
,

满足于形式主义
,

不去发动群众
,

依靠

群众
,

带着雇佣观点和救济观点去治山治水
,

植树造林
,
结果都难免要失败

。

六
、

拐户箱扭翻材本的砍伐几
,

从普个方百节约木材
。

江西省的森林覆盖率迅漆减

缩
,

应该说已到了不能再采伐的地步了
,
由于木材是奇缺物资

,

非砍不可
,

那就应该控

制在自然生长量以内
,

不要只顾眼前
,

更不要层层加码
。

人们也许会说
,

上调材和各级

地梢材都还在坐长量以内
,

只要禁止计划外砍伐就行
。

问题是木材的生产与分配历来都

很少计划性
,

极其大量的民用材 (要做房屋
、

家俱
、

嫁妆
、

棺材等等)
,

既不分配又无代

用品
,

就只好让自由市场的规律起作用
,

阻塞不了乱砍偷砍和黑市的买卖
, “

计划外
”

控制不住
。

我们应该从自然
、

社会是一个统一体这样的宏观角度来估量木材间题
,

不能

只习惯于用瑰行的调配价格看待每一根木材
。
过度砍伐 1 立方米木材所造成的损失

,
将

要用几十倍的代价和几十年的时间去补偿
`
可以这样说

,

从整体利益计算
,

花费较多的

钱去代替窟筑用木材
、

坑道用木材
、

造纸用木材等等
, 比起破坏森林造成水土流失来

,

还是最少的花费
,

因为我们得以保留了一个人民麟以生存繁衍的大自然
,

不必为水土派

失
、

江游阻塞
、
生态失调而花费更多的金钱与时间

。

要责成木材加工部门
,
认真研究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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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耍

本文根据黄土 高原地区 n 个小流域和 6 个坡面小区的多年水土保持资料
,

对本地区 3 种不同时间尺度 (年际
、

季节
、

频 次 ) 的水土流失分布特征进行 了

分析研究
,

求得了有关分布特性参数
、

数学方程式及分布变化曲线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时间分布变化复杂
,

均匀性差
。

所以
,

分析本

地区水土流失时间分布的基本特征
,

对于认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规律
,

制定水土保持规
.

划和治理措施
,

是十分重要的
。

关于本地区水土流失时间分布规律的分析研究工作
,

虽

在有些资料中见到
,

但多见 于应用大中流域的年观测资料进行个例分析
,

这不仅不能晚

切反映本地区水土流失时间分布的普遍规律
,

而且也不便小流域治理的具体 参 考 和 应
_

用
。

鉴于这一研究工作迄今尚无专文讨论
,

我们根据本地区 n 个小流域和 6 个坡面小区

的多年观测资料
,

从年际分布
、

季节分布
、

频次分布 3 种时间尺度
,

分析 了水土流失的

时间分布规律
,

并通过特性参数
、

数学方程式
、

变化曲线 3 种形式来表示水土流失时间

分布的规律性
。

一
、

水土流失的年际分布

年际分布的特性指标
,

主要是年际变化幅度和差异程度
。

关于年际变化幅度
,

用离

材的综合 利用
,

迅速提高利用率
。

七
、

要艘发水土保持法规
,

加强水土保持的宜传教育
。

我们有《森林法》 ,

也要有《水

土保持法》 ,

这是影响国脉民命的大事
,

应该有纪有法
,

遵纪守法
。

不过
,

任何法规的推

行
,

必须建立在广大群众的觉悟基础上
。

《森林法 》 之难于遵守执行
,

就在于并未成为

广大群众的 《森林法 》
。

我们今后的封山法规
、

育林制度
,

都要变成广大人民自己的乡

规民约
,

才能得到洛遵毋违
。

要用各种形式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

家喻户 晓
,

深 入人

心 ,
要拍摄电影

,

搞幻灯片
,

到城乡放映
,
运用展览

、

讲座
、

巡回演出等
,

普及水土保

持
、

植树造林教育
; 还应编写学校教材

,

从小就进行知识灌输
,

提高文化水平
,

形成社

会风气 , 共同努力
,

使有林县的植被筱盖率达到 70 % 以上
,

水土严重流失区的植被覆盖

率不低于 50 %
,

创造一个绿林遍布
、

山青水秀的美丽的江西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