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本改变山河面貌 实现两个良性循环

广东省水土保持协调小组

现在
,

我们就广东省水土保持工作谈一些情况和几点意见
。

一
、

建国以来广东省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广东省地处热带
、
亚热带

,

高温多雨
,

山区
、

丘陵和台地占陆地面积的 77 %
。

土壤

易遭冲刷流失
。

据解放初期调查
,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 (包括荒山轻度流失 ) 共 6万平方

公里
,

约 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30 %
。

其中严重的水土流失面积约 1 万平方公里
,

是多年来

治理的主要对象
,

分布在 70 多个县市
。

水土流失面积超过 1 00 平方公里的有 38 个县市
,

尤

以韩江
、

东江
、

西江
、

北江
、

鉴江中上游最为严重
。

解放 以来
,

在各级党政的领导下
,

经过广大干部
、

群众的共 同努力
,

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
。

通过试验
、

示范
、

推广
,

对治理水土流失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

修建了数以万计的

谷坊
、

鱼鳞坑
、

水平沟
、

拦沙坝等水土保持工程
,

并结合防洪灌溉兴建了大 批 山 塘 水

库
,

营造了 53 2万亩水土保持林
,

修建了水平梯 田 1 01 万亩
。

据 1 9 8 1年统计
,

全省累积治理

面积达 7 ,

47 1平方公里
,

占严重水土流失面积的 70 %
,

使全省原受水土流失危害的低产田

14 0万亩得到保护
,

被泥 沙淤埋的耕地19 万亩得到复耕
,

并且大多数 已进行过田间 排 灌

系统整治和土壤改 良
,

促进 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涌现出了一批治理水土流失 的先 进 典

型
;

德庆县坚持防洽并重
,

大面积综合治理
,

把改变穷山恶水
、

保护山林
、

堵治崩岗作

为全县农田基本建设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

多次顶住了乱砍
、

乱伐
、

乱垦的歪风
,

现已初

步治理流失面积 89 %
。

森林面稗从解放初的 79 万亩增至 2 01 万亩
,

森林覆盖率 达 60 %
,

有 2 万亩被崩山土石方埋没的农田得到复耕
, 7万亩低产田改变了面貌

。

粮食单产从解

放初的 35 0斤提高到 1 9 8 1年的 1
,

2 18 斤
,

总产从 9 ,

00 0万斤增至 2
.

6亿斤
。

特别是山林收入从

1 9 5 7年的2 91 万元增至 1 98 0年的 1 ,

36 1万元
,

占农业生产总收入的比 例 从 9
.

6% 上 升瓢

2 9%
。

潮阳县依靠群众大办 社队林场
,

治用结合
,

全县有 3 55 个大队建立了林场
,

以 专 业

队管理与群众突击相结合
,

在占山地面积 70 %的光山秃岭上
,

种上以解决群众燃料的薪

炭林为主
,

逐步发展用材林和经济林
,

现有林地 72
.

1万亩
,

占宜林面积的 9 7
.

5%
,

96 %

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了治理
。

昊川县
、

电白县
、

郁南县认真办好水土保持站
,

以点带面
,

也取得显著成效
。

如吴



川县覃巴水土保持站建站 以来
,

坚持综合治理
,

使站内4 ,

20 0亩光山秃 坡 披上绿装
,

林

果成片
。

现在该站固定资产约达 85 万元
,

为国家投资的 4 倍多
。

同时
,

还 协 助 附近覃巴
、

王村港两个公社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

90 %的山地种上了林木
,

水土流失得到初步治理
; 原

被流沙吞没的 2 , 28 。亩农田中
, 己有 1 , 9 65 亩得到复耕 , 17

, 9 5 0亩农田免遭山洪黄泥水威

胁
,

既提高了粮食产量
,

又解决了社员群众的烧柴问题
。

电白县小 良水土保持站是全省

目前开展水土保持科研工作较好的一个站
,

近年引种试验成功的大叶相思现 已大面积推

广
,

从而促进 了治理工作的开展
。

郁南县水土保持站把构壑纵横
、

寸草不生的山头改变

为林木郁闭
,

果树满山
,

保护了附近农田免除灾害
,

还 自繁 自育各种树苗
、

果苗
,

无偿

支援社 队群众
,

并积极为 附近社 队培训了水土保持人员50 。多人
。

五华
、

兴宁
、

龙川
、

南雄等县是 以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为中心的重点地区
,

他们加

强对水土保持工作领导
,

建立健全机构
,

合理安排经费
。

近几年
,

这几个县安排的水土

保持费均占农 田水利费的 10 % 以上
。

此外
,

还积极推行各种合同制和管理责任制
,

有计

划
、

有步骤
,

保质保量
,

扎扎实实地进行集中治理
,

综合治理
,

连续治理
,

取得了初步成效
。

我们在肯定广东省水土保持工作成绩的 同时
,

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
。

主要表现在
:

长

期以来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
,

工作时起时落
,

30 年来
,
真正搞水土保持的时间不过

10 年左右
;
特别是在十年内乱时期

,

水土保持机构从上到下几乎被砍光
,

经费无着落
,

许多 已洽理的地方
,

失修失管 , 不少地方
“ 以粮为纲

” ,

殷林开荒
,

陡坡垦种
,

铲草积

肥和盲 目搞
“ 人造平原

” , 以及挖矿
、

采石
、

开路
、

修渠等
,

造成 了新的人为的水土流

失
。
据 19 7 8年不完全统计

,

全省新增水土流失面积达 592 平方公里
。

广宁县解放初 期
,

水土流失面积 64 平方公里
, 19 6 6年前 已治了40 平方公里

,

但到 1 0 80 年调查
,

又 扩 大 到

n o平方公里
,

约为 19 “ 年流失面积的 5 倍
。

清远县去年 5 月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暴 雨
,

山洪暴发
,

被毁山地 22 万亩
,

造成崩岗 1 4万处
。

全省初步治理的 7
,

00 0多平方公里面积
,

由于失修失管
,

已失去控制水土流失效能的占42 %
。

据最近兴宁
、

五华
、

龙川等县应用

航片普查结果来看
,

也说明现有水土流失面积比五十年代普遍扩大
。

这不仅恶化了生态

环境
,

给农业生产造成极大危害
,

而且大量泥沙淤积水库
、

渠道
,

降低了水库效益和工

程寿命
,

淤高丁河床
,

也妨碍了河道的开发利用
,

影响了航运交通的发展
。

兴 宁 县 小

( I ) 型以上水库有 71 %受泥沙淤积危害
,

年平均淤积量达 1 04 万立方米
,

相当于 每 年

损失一个小 ( )I 型水库
。

现在省内大
、

中河床普遍淤高
。

据东江龙川
、

罗定江官 良
、

贞水小古案
、

韩江五华和横山
、

榕江东桥园
、

螺河蕉坑
、

龙江磁窑等水文站观测资料统

计
,

年侵蚀模数 (悬移质 ) 19 58 年后比 1 9 5 8年前增加 25 一 6。%
,

造成汛期水位抬高
,

泄

洪不畅
,

是洪涝灾害根源之一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山区建设加强了领导
,

许多地方把发

展生产和做好水土保持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

水土保持工作正在逐步得到加强
。

但是由于

机构不健全
,

技术力量不足
,

有的水土保持站连一个技米人员也没有 , 加上有关部门不

能很好协何作故
,

治理分散
,

效益不显著 , 不合理并荒现象仍然存在
,
乱砍滥伐情况虽

有好转
,

但仍未得到完全制止
。

所有这些问题
,

都严重地妨碍了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
,

现在确实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了
。



二
、

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的几点意见

水土保持是山区建设的生命线
,

治理扛河的重要措施
,

国土整治的一个重要内容
,

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
。

水土保持的重大意义
,

已越来越深刻的被人们所认识
。

为了实

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大精神和胡耀邦同志关于要狠抓两

个转变的指示
,

即 : 一是从单纯抓粮食生产转到同时狠抓多种经营
,

二是从单纯抓农田

水利建设转到同时大力抓水土保持
,

改善大地植被 , 要认真执行 “ 防治并重
,

治管结合
,

因地制宜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除害兴利
” 的水土保持方针

。
我们初步设 想

:
第六个

五年计划期间
,

要求将治理过的 7 ,

00 0多平方公里 (包括约有半数 已失效 的 面积在 内 )

全部维修加固
,

加强抚育管理
,

真正达到治理标准
,

其中 30 %要求达到 效益 显 著 , 到

1 9 9。年治理面积要达到现有水土流失面积的 80 % 以上
,

其中40 % 以上要求达到效益显著

的标准
。

到本世纪末全省基本控制水土流失危害
,

使山河面貌有个根本改变
,

实现青山

常在
,

绿水长流
,

五业兴旺
,

为开创 自然和经济上两 个 良性循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

业的新局面而奋斗
。

当前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

1
.

加强对水土保持的宣传教育
,

严明法纪
,

制止破坏

当前要从三方面着手
:

一是以党的十二大精神为指导
,

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和形式
,
如通过报刊

、

广播
、

电

影
、

电视
、

幻灯
、

图片
、

展览等大力宣传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森林法》
、

《环境

保护法》
,

广泛地进行对水土流失的危害和水土保持重要性方面的知识教育
,

做到人人

皆知
,

家喻户晓
,

使广大干部
、

群众能认识到保护森林
、

保持水土
、

维护生态平衡的重

大意义
。

二是宣传本地区做好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

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
,

宣传

贯彻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

用典型实例说明水土流失带来的灾害和保持水土的好处
,

纠正那种认为
“
广东得天独厚

,

水土流失是慢性病
,

迟搞不要紧” 等片面观点
。

三是宣传法制
,

严明奖罚
。

对于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中有关奖励与惩罚的规定
,

要坚决贯彻执行
。

近年广东省有些水土保持站和国营林场受到冲击
,

林木被砍伐
,
人员

被打伤
,

要追究责任
。

这种状况再也不能让其继续下去了
。

过去各地有不少行之有效的

封山育林的乡规民约
,

都可通过宣传
,

尽快恢复起来
,

以便继续执行
。

2
。

摸漪情况
,

订好规划
,

积极开展小流域治理

目前广东省已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不少已经失效
,

还有新增扩大的趋势
,

要求各地

进行普查
,

作为农业区划
、

国土整治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来抓
。

省水利电力厅已购置部

分航片及仪器发给有关县
、

市水利电力部门
,

力争短期内完成普查工作
,

以利制订切实

可行的治理规划
。

去年省上初步制订了水土保持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划
,

在防止新增水

土流失面积的同时
,

尽快把在十年内乱中造成的水土保持失效面积恢复过来
,

把全省 已治

理的 7 ,

00 0多平方公里的效益巩固好
,

到 1 9 8 5年应有30 %以上面积
,

到 1 9 90 年应有半数面



积达到效益显著的治理标准
。

即治理区内水土资源合理利用
,

侵蚀沟基本稳定
,

林木郁

闭
,

植被覆盖度达 70 纬以丰
,
自然面貌改观

,

水土保持设施在 20 年一遇 24 小时暴雨不被

冲毁
,

受益农 田产量和林副业收益较治理前显著增加
。

这样
,

全省将有 3 ,

00 0一 4
,

。00 平

方公里达到效益显著
,

光山秃岭变成林木苍翠
,

既解决了群众烧染向题
,

又增加了林副

产品收入
。

如按每亩山地平均收入 5元计算
,

则 4 , 。00 平方公里山地收入即可达饥 0 00 万

元
。

至于拦泥挡沙
,

减免
如

损失
,

减少水利工程和河道淤积
,

改良小气候
,

改善生态环

境
,

有利于航运及工农业生产的爱展等效益
,

更是无法计算
。

完成上述规划
,

主要是在

已治理过的面积上加快生物措施
,

工程措施则采取维修养护
,

恢复其控制能力
。

各地要

因地制宜作出规划
,

把小流域治理作为主要对象
,

进行综合治理
,

连续治 理
,

集 中治

理
。

各地
、

县
、

市都要选择重点
,

分批进行必要的规划设计
,

并执行审批
、

验收制度和

生产责任制
。

在制定规划时
,

还应考虑治理与利用相结合问题
,

在制止水土流失的同时

就有计划地把每一处山头的综合开发利用搞起来
,

使之达到既搞好水土保持又发展了综

合经营的 目的
。

3
。

落实政策
,

调动广大群众防治水土流失的积极性

广东省水土流失地区多在贫困山区
,

群众收入水平较低
,

缺吃缺烧
,

生活困难
,

而

水土保持从防治到显著收效所需时间又较长
。

针对这个问题
,

国家对水土流失地区要给予

一定的支持
。

鉴于广东省现已实行县级财政包干制度
,

农田水利费也包括在内
,

因此水

土保持经费应 由各县按规定比例安排解决
。

考虑到国家在近期 内不可能增加多少农业投资
,

除了要把有限的国家投资认真用好

以外
,

更重要的是依靠党的政策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

只要群众的积 极 性 发 挥出

来
,

群众的力量要比国家有限的投资作用还大得多
。

目前
,

针对水土流失地 区缺粮缺柴的

情况
,

应该充分研究山区粮食减免征购问题
。

三中全会以来
,

这一政策 已进行了大量工

作
,

各地要认真落实
。

对于缺架向题
,

很多地方采取多种途径来解决农粉能源
,

几

包括种

植速生林草
,

改建节集灶
,

办小水电
、

沼气
、

太阳灶、 推广烧煤等等
,

应总结经验进一

步推广
。

山区总的要实行以林为主
,

农林牧副渔结合
,

多种经营
,

全面发展的方针
。

但

也要因地制宜
,

从实际出发
,

·

有利于生态上和经济上的良性循环
。

在出权
、

林权方面
,

要注意贯彻落实有关政策
,
各地是否可考虑在落实林业

“ 三定
”
工作的同时

,

建立和健

全永王保持责任制
,
实行谁治理

,
一

谁管理
,

谁受益的政策
。

现在 已有不少地方采取适当

多划些荒山给社员作有留山
,

只准种树
,

限期治理
,

允许继承
,

收入归己的办法 , 也有些

地方给社员划一部分责任山
,

治
、

管
、

用结合
,

收入按比例分成
,

长期使用
;
还可以考

虑提留一部分劳动积累工用于防治水土保持工作
。

这些政策
,

对调动水土流失地区广大

群众的积极性将起推动榨用
。

4
.

加强科学试验
,

提畜水土择持工作的科举技术水平

搞好水土保持土作一靠政策
,

二靠料学
。

目前广东省由于水土保持技术力量薄弱
,

科学试脸工作同实际需要不柑适应
,
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推广

一

结合得也不够好
。

有些治

理拉多年来投入了不少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但是效果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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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了提高水土保持技术水平
,

加 快 治 理速

度
,

农
、

林
、

水利等有关的科学研究部 门
,

要把水土保持的科研工作列入计划
,

同时建

议有关大专院校和农
、

林
、

水利中等技术学校 中增设水土保持专业
。

地
、

县要结合治理

任务培训技术力量
,

一

普及冰土保持知识
,

把技术交给群众
,

真买变成生产力
·

水土保持

站在指导面上搞好示范
、

推广的同时
,

也应加强调查总结
,

结合群众当前急需解决的生

产
、

生活问题开展一些试验研究
,

例如对水土流朱地区的治理结合利用
、

速生丰产薪炭

林
、

崩山的快速治理
、

水土保持混交林的营造以及小流域综合治理等等
。

多年试验成功

的大叶相思
、

湿地松等优 良树种
,

崩山综合治理
,

各地可因地制宜
,

大力推广
,
以加快

治理步伐
。

5
.

加强领导
,

健全 机构
,

密切协作
,

分工负资

最近广东省成立了水土保持协调小组
,

成员包括农委
、

经委
、

计委
、

农业
、

林业
、

水利等部门的负责同志
,

’

尽管 目前机构还未健全
,

但在加强领导方面总算迈开了新的一

步
。

由于水土保持牵涉面广
,

还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
,

各有关部门本着各负

其责
,

各尽其力
,

各投其资
,

各记其功的原则
,

密切协作才能办好
。

广东省林业和水利

部门在这方面一向合作得很好
,

现按照 戒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规定
,

结合本省情况
,

各

部门分工和职责范围
,

提出如下意见
: ,

农业和农 垦部门
,

主要负责水土流失地 区农业土壤改 良措施和水土保持农业耕作措

施 , 改造不合理坡耕地 (跑水
、

跑土
、

跑肥的三跑地 ) ; 管理好国营和社队的开荒
,

做

到开荒有领导
、

有计划
、

有审批
、

有措施
,

限制陡坡 (大于 2 5
。

) 垦种
,

防止人为 破 坏

水土保持
。

林业部门主要负责采种育苗
,

植树造林
,

封山育林
,

抚育管理等有关水土保持的植
一

物措施
; 不断改善或禁止不利于水土保持的造林整地和抚育方法

,

做好迹地更新和水土

保持工作
,

防止水土流失
; 限制水土流失区

、

水库区尽及主要江河上游区森林采伐
,

提

高地面森林覆盖率
,

增加水源涵养能力
。

水电部门主要负责库区管理范围 内的水土保持
,

山区的小型水利和水土保持工程的

修建与管理养护
,

妥善做好水利工程施工中采石和取土场地的水土保持工作
。

交通
、

工矿部门主要负责公路
、

铁路邻近的工矿区所属范围内有关的水 土 保 持 工

作
,
严防工程施工中开挖弃土造成水土流失的公害

。 、

·

农
、

林
、

水利有关的科研部门
,

主要负责水土保持综合性的试验研究工作
,

把水土

保持科学研究纳入计划
。

当前应着重研究水土保持应用科学
,

针对广东省水土流失类型
特点

,

选定水土保持科研专题
,

多出成果
,

及时进行防治水土流失的技术指导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