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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

也是生命生存的必要条件
。

无论人类
、

植物
、

动物等都

离不开水
,

连工业生产也需要水
。

水是不可代替的
。

地球上的总水量是巨大的
,

但由于

水质不同
,

分布不均
,

使用受到限制
,

特别是人类能够用的地表水
、

地下水
、

雨水等是

有限量的
,

那种认为水是
“
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 ” 的想法是有害的
。

土壤资源是人类赖以生活
、

生产的基础
,

也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最基本 的 生 产 资

料
。

但是土壤形成速度是非常缓慢的
,

在无破坏的情况下
,

约 1 00 一 4 00 年才能生成 1 厘

米厚的土壤
,

而 1厘米的土层有时一次暴雨即可冲刷掉
。

水与土是环境的重要因素
,

是生命依存的重要物质
,

是人类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的基

础
。

过去人类只注重考虑对水土的利用
,

忽视了对它的保护
,

使大 自然逐步失去了保持

水土的能力
,

日积月累
,

每况愈下
,

不少地区自然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
。

历史证明
,

水土流失不会带来繁荣
,

最终将导致灾难
。

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 中

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
、

希腊
、

小亚细亚的居民由于毁林开荒而形成荒芜不毛之地
, 西班

牙人为获取咖啡的高额利润而烧山造肥
,

使热带大雨冲毁土壤而留下赤裸 裸 的 岩 石
。

1 9 3 4年美国发生巨大的
“ 黑风暴

” ,

给美国人 民带来莫大的灾难
。

我国的水土流失
一

也是

相当严重的
,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

强度侵蚀和剧烈侵蚀的土壤面积达 90 %以上 ;
黄河

下游 80 0公里的河道已变成了
“
悬河

” ,

威胁着黄河两岸人 民的安全
。

南方红壤丘 陵 区

也存在大面积的土壤侵蚀
,

有的表土层 已冲刷殆尽
,

使心土层和母质层
.

直接裸露地表
。

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生态因子
,

如森林
、

草地
、

水 面
、

植 物
、

动 物
、

土 壤
、

地

形
、

气候等是互相联系
、

相互制约的
,

它形成了反映总环境条件的综合的有机整体
。

在

农业生态系统内部
,

存在着不断的能量交换和物质运转
,

一般是处于相对平衡状态
。

浙江是一个多山的省份
,

自然条件优越
,

资源丰富
,

动植物种类繁多
,

是祖国的一

块宝地
。

但是多年来
,

由于不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
,

滥垦滥伐等原因
,

水土流失日益严

重
,

流失 面积约占山地面积三分之一
。

水土流失的发展
.

破坏了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与能

量的平衡关系
.

导致农业自然生态的恶化
,

自然灾害愈来愈频繁
,

它直接威胁着生物圈

的未来
,

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构成巨大的威胁
。

造成水土流失的 自然因素是暴雨大
、

地质结构松散
、

植被差
。

但 自然因素仅为水土



流失提供客观条件
,

而主导因素则是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社会经济活动
。

特别是小农业

生产的习惯势力
,

一般均偏重于耕地种植业
、

改土治
.

水
、

平整土地等
,

而忽视了农业生

态环境的建立
。

浙江有些地区嫩料严重不足
,

只好滥樵
、

滥伐
,

把树木
、

草皮等充作簇

料
,

导致近山低 山山尽光
,
粮食不足就毁林造田

,

陡坡开荒
,

进行掠夺 式 的 生 产
,

导

致 “ 越穷越垦
、

越量越穷
”
的恶性循环

。

裸县上东医有山地豆陵 2 万多亩
,

毁林种烟面

积 1 9 8 1年比 1 9 7 9年增加 7 倍
,

达 4 , 。。勺多亩
。

有些人说
: “

若要上东富
,

只有开山 种 烟
一

条路
” 。

这种看法是很有害的
。

群众种烟主要种植在陡坡上
,

先毁林后种烟
,

一年种

后再过 6 一 7 年再轮种一次
,

水土流失严重
,

危害极大
。

上东区东坑公社 1
,

5 83 亩 顺 坡

茶园
,

亩产只有 52 斤
;
小柏公社小柏大队采用砌石坎修成水平梯地种茶叶

,

亩产 2 30 斤
。

水土流失 以后引起的后果
: 一 是由于土壤清薄含水量低

,

植物生长失去了起码的条

件
; 二是动物缺少氧气和营养也将难以生存

; 三是没有动植物提供给微生物分解
,

微生

物也难以存在
。

它将导致农业生态环境向恶性循环发展
。

水土流失带来的危害
:

( 一 ) 泥沙危容严重
,

现有水利设施班受破坏
,

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河流
、

水库
、

渠道因泥沙淤积
,

行洪断面和蓄水量减少
,

普遍出现水流含泥量及洪

峰流量增大
,

抗旱能力减低
。

浙江省浦阳江诸暨水文站测量
: 1 9 5 6年 8 月 2 日最大洪峰

流 最 1
,

1 00 秒立方米
,

每立方米水的含沙量 2
.

02 公斤
; 1 9 7 7年 6 月 16 日 最 大 洪 峰 流 量

t ,

30 0秒 亿方米
,

每立方米水的含沙量 5
.

36 公斤
,

同时在上游街亭站最大洪峰流量 1 , 2 30 秒

分
_

方米
,

含沙量 6
.

4公斤
。

在条件相仿的情况下
,

七十年代比五 十年代的含沙量 提 高近
`

; 倍
。

浦阳江流域 1 9 5 5年 6 月 19 日降雨 1 13 毫米
,

历时 26 小时
.

受灾面积 1 6
.

5 万 亩
,

粮

食减产 1
,

2 4 0万斤 , 1 9 7 7年 6 月 1 6日降雨 120 毫米
,

历时 24 小时
,

受灾面积 23
.

5万亩
,

粮

食减产 4
,

拍。万斤
。

两次雨量基本相仿
,

但受灾程度差异较大
,

这与水土流失的 加 重是

分不开的
。

1 9 8 1年 14 号台风
,

曹娥江支流上车江普降暴雨
,

山洪暴发
,

土沙俱下
,

河床

淤高
,

洪水位超过历史洪水位
,

两岸堤防决口 4 9处
,

冲毁石方 3
.

5万立方 米
,

土 方 1 5万

众方米
,

压埋水稻田 2
,

76 7亩
,

早地 63 5亩
,

倒塌房屋 2 , 9 00 间
,

冲毁公路路基 6
.

3公里
,

桥梁 11 座
,

倒库 4 处
,

给当地人民带来重大损失
。

实践告诉我们
,

上东区灾害的加重就

址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

水土急剧流失的恶果
。

水土流失使
一

部份水库淤积严重
,

有的已变为沙库
。

诸暨县石壁水库 1 9 6 4年建成
,

库容7
,

90 0万立方米
,

库内毁林开荒严重
,

1 9 7 5年实测库内淤沙2 95 万立方米
,

每年平均 3 0

万立方米
。

嵘县北樟公社泄下水库在修好 5 米坝高时来了一场暴雨
,

库容 1 万 立方米基本

淤 平
,

已投资 7 万元
,

被迫停建
。

此外
,

由于河床不断淤高
,

浅滩增多
,

全省内河通航

肚程八十年代比六十年代缩短 1 , 103 公里
。

睐县航运公司被迫变为
“ 捞黄沙 公 司

” 。

根

据啄县水土保持试验站实测
,

1 9 8 1年 14 号台风一次暴雨
,

泥沙流失量每平方 公 里 4 70 吨

(未包括悬移质 )
,

相当于冲掉 5 厘米厚表上的 良田 10 多亩
。

衡县灵山江两岸农田
,

五

卜年代抗早能力 40 天左右
,

现在只有15 天左右
。

( 二 ) 水土流失引起土琳肥少
,

地力减退
,

产 , 降低

峰县小柏公社的顺玻茶园
,

水土流失严重
,

产量只有绍兴市上旺大队茶园的十分之
·

。

该社青山头大队的顺坡茶园
,

土壤侵蚀严 重
,

茶根裸露
,

八年后从最高亩 产 近 1 0。

斤降到近 40 斤 ; 再过几年
,

可能会变成光板山
。

该社 1 9 7 9年每人平均收入只有“
.

12元
,



一

比全县平均收入低 4 9
.

15元
。

(三 )山林破坏
,

植被 . 益 率低
,

必然导致水土流失加 l
,

形晌农业的全面发展
,

浙江省林业生产上突出的问题是砍多育少
,

重采轻造
,

滥伐滥垦
,

木
、

竹及林副产

品产
、

供
、

需矛盾尖锐
,

成为国民经济突出的短线
。

林业用地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 1 9 7 9

年总计减少 7 43 万亩
,

平均每年减少 30 余万亩
。

浙江省木材生产
,

五十年代 自给 有 余
,

六十年代保持平衡
,

七十年代需调进 13 一 15 万立方米
,

八十年代供需差估计更大
。

1 9 5了

年前有 31 个县可调出木材
,

现在只剩 12 个县
。

全省毛竹收购量从 1 9 6 6年 前的 3 , 5 00 万支

下降到2 ,

00 0万支
,

只能满足需要量的一半
。

薪炭林的培育工作也很差
。

据 63 个县 1 90 个

公社的典型调查
,

缺柴三个月以上的农户占总农户近一半
。

当前农村烧柴有三只老虎
:

一是灶头用柴
,

二是烘炒茶叶用柴
,

三是烧砖瓦用柴
。

所以烧柴量大大超过了生长量
,

有些地方把枯枝落叶和草皮
、

树根都掏尽了
,

导致近山低 山砍光
,

远山高山偷光
。

显而易见
,

水土流失所带来的危害和后果是很严重的
。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土

地是基础的基础
,

保持水土应是发展农业的重大战略问题
。

引起水土流失的关键
.

说封

底
,

是不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及小农业生产的习惯和指导思想
,

如单纯追求粮食生产
,

进

行不 合理的垦殖
,

对森林草原的破坏
.

以及 由畜牧业转向种植业等等
。

要根本防治水上

流失
.

必须从合理利用土地入手
。

但合理利用土地
,

又要在保持水土和维护土壤生产能

力的前提下获得持续的最高经济效益
,

把农业看成一个整体的农业生产系等
,

同时还要

认真研究农业系统的最佳结构和提高它的总体功能
。

绍兴市文山大队在 1 9 7 7年 以后把水

土保持工作立足于创造 良好的生态环境
,

从整体性和综合性的角度出发
,

把生态平衡
、

水土保持和建立稳固的农业经济基础紧密地结合起来
,

采取专业承包
、

联产计酬
,

因害

设防
、

因地种植
,

发挥不同土地的优势
,

改变农业内部的结构
,

开展综合治理
。

1 9 7 7年

以前
,

农业经济十年徘徊
,

每人平均收入不到 1 00 元
,

1 9 7 7年后的四年
,

年平均 递 增率

3 2%
, 1 9 8 1年每人平均收入 2 2 6元

。

要建立农业生态平衡
,

实现农业生态经济的 良性循环
,

首先要 重视和建立农业的生

态环境
。

防治水土流失和保持水土乃是获得良好农业生态环境的首要前提
。

因为水与土

是环境的重要因素
,

水土流失之后较难复还
,

应特别注意保护
。

总之
,

水土保持与建 立

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

必须采取以下战略措施
。

(一 ) 恢复与发展森林植被

森林是调整生态平衡的枢纽
,

水土流失的关键问题是缺乏乔
、

灌
、

草结合的森林植

被
。

有森林植被覆盖的地方
,

水
二L得以保护

.

雨后往往是清水长流
, 没有森林植被的荒

山秃岭
,

暴雨时容易形成山洪暴发
,

水土流失严重
。

嗓县水土保持试验站在不同水土保

持措施的小 区 ( 面积 20 0平方米 ) 进行对比试验
, 19 8 1年 9 月一次大暴雨

,

有块开荒地
,

坡度 2 8
.

5
“ ,

泥沙流失 1
,

3 83 公斤
,

径流系数 0
.

33
, 另一块是人工种植胡枝子 (小灌木 )

,

覆盖率 60 %左右
,

坡度2 3
.

5
“ ,

泥沙流失 80 公斤
,

径流系数 0
.

3 95 , 还有一块是小杉木为

主的棍交林
,

覆盖率 90 % 左右
,

坡度 26
“ ,

泥沙流失 50 公斤
,

径流系数 0
.

85 , 最后一 块 是
-



多年生的茅草地
,

地面全部覆盖
,

坡度 27
.

8
。 ,

没有泥沙流失
,

径流系数 0
.

71
。

第 一 块

与后三块对比
.

泥沙流失量增大儿十倍
,

径流系数也相差较大
,

说明乔
、

灌
、

草相结合
的森林植被对控制水土流失的作用是乖常显著的二

试验证明
,

森林植被的好坏与水土流失关系密切
,

防治水土流失的关键是要恢复与

发展乔
、

灌
、

草相结合的森林植被
。

怎样恢复与发展呢 ? 首先要坚决制止对森林植被的

破坏
,

加强管理
,

严格贯彻执行 《森林法》 和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并要求各社
、

队

订出切合当地情况的乡规民约
。

像绍兴市文山大队那样
,

制订一套严格的山林 管 理 制

度
,

实行两禁两不准和三改三统一
:

两禁即严禁毁林种粮
,

严禁乱开荒山 , 两不准即不

准带刀上山
,

不准打柴捆 ( 山林队除外 ) , 三改即把乱拔草
、

折树叶积肥改为多养猪增

加栏肥
,

把各户自砍柴草改为集体砍伐
,

定量供应
,

推广节柴灶
,
把过去乱挖柴根改为

挖毛竹老头
; 三个统一即社员烧柴

、

社员用材和集体用材
,

均由山林 队统一砍伐
,

分送

到户
,

如偷砍树木等
,

实行经济制裁
,

以一罚十
。

4 年多来
.

该队山林越封越密
,

并适

当地造杉木林和经济林等
,

现已形成杉
、

混
,

竹
、

棍整体相间相杂的局面
。

其次要对山林实行
“
封山

、

造林
、

林相改造
、

工程保土
”
等综合措施

。

浙江省 自然

条件优越
,

植物自生能力很强
,

只要坚持全面封山和轮片封山
,

加上人工种植
,

就能迅

速恢复森林植被
,

保持水土
。

嵘县南山水库库区在 1 9 6 3年以前山林破坏严重
,

其后成立

南山林场
,

山林建设中经历了
“
封

、

造
、

改
、

保
” 四个过程

。

实践证明
,

全面封山
,

对

扩大地表覆盖
、

增加地力最为有效
。

到八十年代已是郁郁葱葱的杂木林和多层性的杉
、

松相杂的混交林
.

暴雨后清水长流
。

已发生面蚀的山地
,

一般是林木稀少
,

地被物不易生长
,

可采取人工造林结合挖鱼

鳞坑
、

水平沟蓄水抗早
,

在坡面上大力种植 目前能增加收益的先锋树种豆科小灌木
,

如

胡枝子
、

紫穗槐等
。

这些小灌木必要时可施点磷肥
,
促进生长

。

据了解
,

国外现在把胡

枝子
、

紫穗槐等加工成舞粒或干粉
,

以商品精饲料出售
。

这样既可控制水土流失
,

又能

解 决群众烧柴
,

还能得到一些优质饲料
,

增加收入
。

在封山育林育草的同时
,

还要严格控制砍伐量不超过生长量
。

绍兴市文山大队采取

分片分段轮间伐
,

周期一般为 3 一 5 年
,

面积约 占山地面积 的 48 %
。

据 统 计
,

封 山 4

年
,

柴
、

草
、

木材蓄积量 已达 1
,

7 74 万斤
,

年平均生长量为 3 55 万斤
,

年砍伐控 制 在 1 8 0

万斤 (社员烧柴 15 0万斤
、

集体用柴 30 万斤 )
,

每年约可增长 1 75 万斤
,

山林越封越密
。

(二 ) 发展多样性的农村能源
,

是防治水土流失的一项有效指施

能源是发展生产
、

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
。

农村能源需求量中
,

生活燃料是个

大头
。

农村生活燃料历来紧张
,

加上燃料利用很不合理
,

热量损失太大
。

如何解决农民

的燃料间题 ? 从开源方面来讲
,

可以发动群众大力种植薪炭林
、

种高秆作物等
,

但还必

须发展多样性的农村能源
。

根据浙江省多年实践
,

发展农村家用沼气是保持生态平衡
,

解

决
“ 四料

”
矛盾 (燃料

、

肥料
、

饲料和工业原料 ) 的有效办法
。

桐庐县深沃公社梧村大

队
,

原来每年烧柴 70 多万斤
,

推行沼气后
,

减少到 20 万斤 , 还有太阳能热水器也是值得

推广的新能源
,

但这些措施还需要一个过程
,

当前还必须在节约方面做文章
。

浙江省农

村绝大部份至今还保留着旧式炉灶
,

稍加改革
,

就能节省大量燃料
。

临安县昌化区林业

站推广昌工型水箱大风灶
,

节柴显著
,

经过省农委
、

省科委鉴定
,

认为是一种较好的省



柴灶
,

比 旧式灶省柴一半左右
。

浙江省
“
六五

”
规划要求

,

沼气池从 37 万只增加到 80 万

只
,

占农户总数的 10 % 多 太阳能热水器从 0
.

08 平方米增加到 1
.

2万平方米 , 推广省柴 灶
1 50 万户

,

占农户总数的 18 %
。

根据 已达到的一般水平计算
,

相当于节省原煤35 0万吨
,

节省薪柴为 62 亿斤
,

相当于 3 10 万立方米木材养在山上不受破坏
。

这是符合国家对 经 济

建设要求少花钱
、

多办事丫 提高经济实效的
。

此外
,

兴办农村小水电
,

不仅能提供社队

和地方工业的动力
,

如电热制茶等
,

同时还能节省柴炭
,

保护山林
。

因此
,

发展多种农

村能源
,

与防治水土流失是密切相关的
。

(三 ) 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

1
、

稳定山林所 有权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受
“
左

” 的影响和政策上的失

误
,

对山区的方针政策一直不够稳定
,

法制观念不强
,

执法不严
,

一些人为的不合理经

济活动
,

使山林植被遭到破坏
。

为了保护森林
,

发展生产
,

维护 I妇林资源
,

各地正在开

展山林定权发证工作
,

这是非常必要的
。

2
、

采取多种 形 式的林业生产责任制
。

治理水土流失
,

必须贯彻谁治理
、

谁受益
、

谁管理养护的原则
。

经济政策要相互协调
。

对林业的基建投资
、

造林补助
、

收购价格和

育林基金等
,

都要有利于造林更新和保持水土
,

对封山育林育草成绩突出
、

保持水土成

效显著的
,

要给予表彭和奖励
;
滥垦滥伐造成水土流失的

,

要责令限期治理
,

酿成灾害

者赔偿损失或处以罚款
,

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
。

3
、

加强法制
,

认真贯彻 《森林法 》
、
《环境保护 法 )) 和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根

据上述法规
,

由省人民政府制订实施细则
,

报国务院备案
.

做到有法必依
,

违法必究
。

同时还要各社队制订乡规民约
,

做到国法
、

民法相 互配合
,

以制止山林破坏和搞好山林

的管理养护
。

( 四 ) 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

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直接 目的
,

是保待水土
,

发展生产
,

创造财富
,

使人民尽

快地富裕起来
。

实践证 明
,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

是行之有效的一种办

法 ; 为了讲求实效
,

要治一条成一条
,

逐步扩展
。

六十年代浙江省安吉县浑泥港流域进

行了综合治理
,

取得了显著成效
。

七十年代绍兴市文山大队在生产实践中认识到
: “ 在

山靠山
、

吃山养山
” 的辩证关系

,

进行 了以大 队为单元的小流域缘合治理
。

1 9 7 7年以前

主要搞水利工程
,

已基本上满足农田灌溉需要
。 1 9 7 7年 以后开展山

、

水
、

田
、

路
、

沟综

合治理
:

植物措施以封山为主
,

封山与造林
、

封山与垦殖
、

封山与绿化合理结合
;
工程

措施以砌石坎为主
,

砌坎与砌沟
、

砌路
、

砌溪
、

砌埂相结合
; 砌坎与水库加固

、

渠系配

套相结合
。

该大 队利用秋
、

冬
、

春农闲季节
,

以农业队劳力为主自愿结合成专业组
,

承

包工程
,

实行三定三保两负责
,

即大队定地段
、

定任务
、

定规格
; 专业组保质

、

保量
、

`

包工分 , 质量检查和竣工验收由大队负责
,

统一进行
。

不合标准
,

三年内出现坍塌的
,

仍由原承包组重砌
,

返工工分 自负
; 对质量好的给予奖励

。

七队承包户朱长明
,

一家四

个劳力
,

承包 1 , 4 80 平方米石坎 (石方 4 4 8立方米 ) 三个月完成
,

工分报酬 9 4 7
.

2 元 , 砌

石块大
,

平直密实质量好
,

奖励 16 元
,

每天每人平均报酬 2
.

67 元
。

这种 形式
,

任 务 明

确
,

责任到组
,

工分落实
,

调动了群众积极性
。

该大队1 9 8 0年计划砌石坎 6 万米长
,

群

众 自带午饭上山砌坎
,

最后完成 8
.

5万米
,

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的全面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