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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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山区实行以大包干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后
,

相继有很多社队出现了以户承

包治理小流域的新作法
。

这是各级干部解放思想
、

放宽政策获得的新成果
,

也是山西省

水土保持工作的新发展
。

这种把包干制扩展到水土保持领域的新形式
,

博得了各级千部

和群众的重视和支持
,

共同为水土保持工作的这种新发展而感到高兴
。

大家说
: . 千家万

户对准了千沟万壑
,

这才是水土保持的新路子
。

看到这个好办法
,

才感到有了希望
” 。

所以
,

山西省以户或联户承包治理小流域的工作发展很快
。

新的启示

在农业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完善
、

群众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

农村出现大批剩余劳

力的新形势下
.

水土保持工作采用什么形式去搞
,

才能加快治理速度
,

保证治理质量
,

提高经济效益
,

适应群众治穷心切
、

致富劲足的要求呢 ? 河曲县旧县公社小五村大队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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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治理任务
。

其 中
,

打大中小坝 1 67 条
,

造地 2 , x 3 5亩
;
修梯 田 2 1 4亩

,

补地埂 1 , 2 0 5

亩 ; 造林 1 0 , 4 2 0亩
,

种草 2
,

1 6 0 亩
。

到目

前为止
,

已造林 2 14 亩
,

挖鱼 鳞 坑 1
,

3 60

亩
,

打小坝两条
,

动土 1 , 0 00 立方 米
,

淤

他 6亩
。

金家庄公社党委副书记冯建元
、

委员刘映亮
,

亲自到 7 平方公里的段家坡

构流域
,

逐条安排
,

逐户落实
。

仅 5 天时

间
,

就落实了 14 户
,

12 条支毛沟
,

14 条坝
,

30 5亩林
, 2 05 亩草

,

治理面 积 1 68 亩
。

可

以预料
,

随着十二大精神的深入贯彻
,

思

想的进一步解放
,

流域承包治理的热潮
,

开春后必将在全县范围内迅速掀起
,

广泛

展开
。

照此下去
,

全县 1 7 8万亩水 土 流失

面积
,

除已治理的 5 9
.

8 5万亩 (占流 失面

积的 33 % )外
,

下余的 1 1 8
.

3万亩治理任务
,

少则 5 年
,

多则 10 年
,

就可以全部完成
。

县委提出的
“
三

、

二
、

五 ” ( 每 人 三 亩

林
,

二亩田
,

五分草 ) 的治理目标也就可

以胜利实现
。

到那时
,

全县将是
:

级坡梯

田层层展
,

陡坡林草畜成群
,

沟坝实现园

田化
,

保持水土生态平
,

害 沟 害 坡 换新

装
,

基础雄厚奔小康
。

我们决心带领全县人 民
,

团结一致
,

坚韧不拔
,

一步一步地向着既 定 目 标前

进
,

为从根本上改变柳林县山河面貌而努

力奋斗
。



馄瞒治理新尧沟的经验
,

确实为动员千家万户治山治水树立了榜样
,

走出了一条新路子
,

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

这一条沟离村 5 里
,

沟长 1 里
,

沟坡总面积 2 50 亩
,

有 树 1裸
,

可耕地 24 亩
。

1 9 8。年大队决定治理这条沟
,

组织专业队投工 70 0个
,

投资 2 ,

00 。元
,

平了

两亩地
,

打起两个小坝的坝基
。

_

1 98 工年春余队实行包干到户时
,

这条沟在 个 体 户 没人

包
、

集体又无法干的情况下
,

大队主任苗棍磅有愿要求承包
,

继续治理下去
。

公社党委

做为一种新的探索
,

支持他的建议
, 批准了他以户承包治理这条流域

。

苗混瞒接手治理

是从 1 9 8 1年 5 月开始
,

干了整整一年半矛怡理的速度和质量以及取得的经济效益
,

都出

乎人们的预料之外
。

现在沟里已打小坝 4 座
,

沟底和沟畔平整土地 35 亩
,

荒 坡 挖 鱼 鳞

坑
、

水平阶
、

反坡梯田 1 40 亩
,

初步治理面积 1 75 亩
,

占总面积的 70 %
。

其中栽梨
、

枣树

4 5亩
,

桃
、

杳树 5亩
,

桑树 5亩
,

零星植树 6 50 株
.

育苗 2
.

7亩
。

1 9 8 1年承包别处的耕地全

退还给集体
.

1 9 8 2年将这里的耕地做为他的承包土地
,

全年
,

他家在这条 沟 收 获 粮食

4 ,

00 0斤
.

山药蛋 1
。

8万斤
,
加上西瓜

、

花生
、

葵花
、

大麻共计收入 2 , 7 50 元
,

收入三七

分成
,

大头归个人
。

实践证明
,

这种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具有速度快
、

质量高
、

投资小

的优越性
。

1
、

有利于把洽山治水与农民切身利益直接联系起来
,

可以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

性
。

我们过去的不少水土保持工程
,

一般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受益
,

而且又不能和农

民的利益直接挂钩
,

再加上搞平调
, 吃大锅饭

,

群众积极性不高
。

以户承包的办法解决

了这些矛盾
。

2
、

有利千把治理
、

管理
、

受益三者统一起来
,

既有利千加快治理速度
,

又有利于保

证工撰质组
。

过去
,

由于三者脱节
,
常常出现前面治

,

后面毁多 年年开工程
·

年年不见

效益
; 年年种树

,

年年不见树的现象
。

以户承包治理后
,

每一亩地
,

每一面坡
,

每一个

岔
,

每一个坝
,

每一株树都牵连着承包户的自身利益
,

无需别人检查督促
。

苗混瞒 已拉

砖圈窑洞
,

准备住到那里
,

全家有空就千
,

精心管理
,

防止毁坏
。

3 、

有利千充分利用土地资娜和发展多种经曹
。

过去集体造林
,

多是弃耕地
、

轮耕

地
,

很少在荒沟
、

陡坡上造林
。

而承包给户就可把这些土地全部利用起来
,

既造林又间

作
,

种乔木
、

灌木
、

瓜
、

挑
、

果
、

杏
,

栽桑养蚕一起抓
,

既利用了土地
,

又发展了多种

经营
,

同时还解决了过去农林争地的矛盾
。

4
、

礴利千解决农村绷余劳力的祠题
。

实行
“

双包
”

责任制后
,

普遍提高 了工效
,

农

村忠现大量的剩余劳力
。 几

由于搞副业汀路有限
,

加上户户都承包有土地不能远离家门
,

扮户承包治理小流域
,

可以搞
“
扎根

” 的副业
,

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力的一条 较 好 的 出

路
。

新的发展

苗混瞒承包治理小流域一年初见成效的作法
,

中共忻县玉脚秀
、

行署认真总结了这一

典型经验
, 1 9 8 2年 7月底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

,

决定在全区普遍地因地制宜推广
,

并且在

政策上
、 二

少骤 上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部署
。

据 1 0月 15 到
1月底统计

,

全区已有 4 5 , 1 7 8户

承包沟坡 8
,

〕 8浮条 (处 )
,

承包面积 4 8 8 , 8 53 亩
。

山西省 11 月召开的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
,



又推广了忻县地区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的经验
。

现在全省山区县
、

社领导在进一步解放

思想
,
放宽政策

,

提高认识
,

深入实际
,

抓点带面
,

推广了这一经验
,

都取得了新的成

绩
。

这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承包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
。

吕梁地区为 了打开水土保持工作的新局面
,

于 1 9 8 2年 11 月初召开了全区社员承包治

理小流域的会议
, 总结推广了本地区以户或联户承包治理小流域的经验

。

现在发展也是很

快的
,

全 区有 3 3 , 0 5 9户
, 1 , 62 9个大队承包 6 , 5 8 0条流域

,

总面积 1 2 9万亩
,

承包面积 4 6 5
,

9 5 0

亩
。

其中已有行动的占10 %
,

已签订合同未行动的占 61 %
,

正在订合同的占29 %
。

柳林龙门垣公社
,

总户数 1 , 5 2。户
,

总人 口 7 ,

51 5人
,

有大沟 5 条
,

支 毛 沟 11 6条
,

全部包下去
, 以户和联户的共 7 08 户

。

计划打土坝 1 50 座
,

动用土石方 21
.

8万立方米
,

可

淤地 1 , 5 5 4亩
,
造林 16 , 5 7 9亩

,

种草 2
,

1 6 3亩
。
现动工土坝 7 1座

,

造林 3 , 7 0 0亩
,

整地 l
,

3 0。

亩
,

种草约 2 , 5 0 0亩
。

在推广这一新经验中
,

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
,

为户承包不 了的采取切片划段联户

治理
。

以个人承包为主
,

国家
、

集体给资助
,

限期完成任务
。

目前在山西省
,

以承包为

主要形式治理水土流失
,

正在广大地区内逐步推广
,

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很有说服力的生

动典型
。

新的体会

以户或联户承包治理小流域发展如此迅速
,

去年秋
、

冬季植树造林种草打坝为什么

比前几年好呢 ? 我认为主要是各级党政领导解放思想
,

放宽政策
,

加强领导
,

具体落实

的结果
。

凡是搞的好的地方
,

都是在反复宣传党的十二大精神的基础上
,

明确宣布了若

干条政策
。

诸如
:

只要按照统一规划和治理标准
,

社员都可以按自己的能力承包治理小

流域
,

数量不限
,
实行谁治理

,

谁管理
,

谁受益
,

长期不变
,

允许继承 , 原有林木 由承

包者管护
,

收入分成
,

大头归个人等等
。

这些都对解除群众顾虑
,

调动群众治穷致富的

积极性起了保证作用
。

新的要求

近几年
.

山西省小流域治理有了较大的发展
,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

从实践中使广大

干部和群众认清了小流域治理是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

使农民治穷致富的好路子
。

因此
,

在完善生产责任制中出现了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的好形势
。

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
,

我

们在工作上必须
:

1
、

要继续解放思想
,

提高认识
,

冲破原来的思想束缚和旧有作法的框框
,

尽快地

把水土保持工作的粉里点转移到以户承 包的千家万户治理小流域上来
。

我认为这是开创

水土保持新局面最有效的途径
。

因此
,

各级党政领导和业务部门都要及时把此项工作抓

到自己手上
,

一抓到底
。

2
、

要实事求是
,

因地制宜的搞好规划
。

根据现在发展情况来看
,

我们设想
,

今后

凡是社员有能力承包治理的支毛沟
,

要尽可能的全部包下去
,

利用他们一切可以利用的



力量与时间去进行治理 , 凡是社员无力治理的大沟
、

干沟
、

大型工程
、

边远大片荒山荒

坡
,

应国家投资
,

组织专业队去进行治理
。

我认为
,

这样规划是符合当前生产水平和群众

愿望的
,

事实上现在 已有许多流域就是这样治理的
。

今后
,

省
、

区
、

县重点治理的沟
、

坡
、

坝
、

库及成片林草
,

都必须在社员承包支毛沟愉理的基础上择优选点
,
进行安排为好

。

3
、

国家水土像持投资政策及使用方法娜必须祖应绝予以改蜜
。

根据 目 前 情 况来

看
,

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
,

虽然有些户 自筹解决资金 (包括变卖实物
、

粮食
,

向亲朋借

款
,

向信用社贷款 )
,

变工互助 (包括雇工帮忙 )
.

解决劳力困难等
,

但大多数户的困

难还是不好解决的
。

他们要求国家
、

集体补助些苗木
、

籽种
、

工具
、

炸药等材料费
,

是

合理的要求
,

我们从投资中拿出一定比例予以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

至于投资补助的使用

方法
,

有的地方提出按工程 (包括生物 ) 量大小
,

完成的质量好坏
,

采用奖励的办法 ,

有的地方提出按工程量多少
,

社员户困难大小
,

给予一定数量的实物补助 ; 还有的计划

采用国家集体给予资助的实行分成
,

国家集体不予资助的不实行分成的办法等等
,

都可

在 1 98 3年内因地制宜地试行
。

4
、

户包小流域的技术指导
,

已成为当前水土保持部门迫切份要解决 的 问 颐
。

目

前
,

越来越多的承包户亲 自登门
,

请水土保持技术干部去帮助他们规 划
,

给 予 技术指

导
。

这种 合理的要求
,

各级都应积极地予以支持
。

苦于现有的技术力量少
,

如何办呢 ?

我们认为
,

最好的办法是以县为单位组织各公社的五大员 (农业
、

水利
、

林业
、

畜牧
、

农机 ) 进行培训 5 一 7 天 (省己下达培训费 )
,

然后
,

由五大员分别到有承包户的村
,

通过办夜校或现场给承包户讲解和指导
,

尽可能避免治理中走弯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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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兴宁县
,

采用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方法
,

从 19 8 1年 5 月开始
,

治理了响水径小流域
,

初步取得一定效果
。

为适应当前农村实行大包干的生产责任制
,

兴宁县采取专业承包 经 济 合 同

制
,

开展小流域治理工作
。

他们贯彻
“ 谁治

、

谁种
、

谁管
、

谁收 ” 的四谁政策
,

将水土流失地区的管理责任制落实到户
。

由各户在 自己的责任山进行水土流失的

治理工作
,

经过订立合同
,

由当地公社大队共同监督责任户
,

执行合同规定
。

合

同规定
:

工程要求按 20 年一遇的治理标准保证安全度汛一年 , 生物措施保证每亩

造林 30 0 株成活率达 9 0 % ; 土石方和种苗费由小流域治理经费按
“ 民办公助

”

的原则
,

经水土保持站验收后进行补助
,

收益分配按国家
、

集体
、

个人三兼顾原

则
,

实行一
、

二
、

七比例分成
。

( 即水土保持站 1 。 %
, ,

社队 2 0 %
,

责任户

7 。 % )
。

社 队收 2 。 %主要用于巩 固管理队伍
,

保证山林果实不受破坏
,
水土

保持站收 10 %
,

用于充实小流域治理经费
。

治理前
, 19 80 年 10月 17 日降雨 18 。 毫来

,

被洪水冲垮欧头 5 座
、

桥涵 2 处
、

堤

堰 2 处
,

冲毁农田 1 0 0 多亩
。

治理后
,

19 8 1年 9 月 2 5日降雨 190 毫米
,

未出现险

情和灾害
,

粮食总产和单产比 19 8 1年增加约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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