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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千年来
,

我们的祖先在我国广襄的土地上从事农亚活动
,

兴修水利和 植树
飞

造 林

等
。

他们在长期的生产斗争 中
,

创造了许多保持水土的好办法
。

这些好办法在广大农民

群众中代代椒传
,

不断丰富和发展
,

形成了自觉遵守的制度
,

可称之为传统的水土保持

科学
。
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些传统的水土保持科学

,
·

为农业珑代化服务
。

宜宾地区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
,

云贵高原的东北侧
。

天赋的 自然条件十分优越
,

雨量充沛
,

日照时间长
,

气温稳定
,

年平均无霜期长达 3 30 天
,

具有高速发 展农业生产

的基本条件
。

据有关资料记载
,

在两千多年前
,

居住在邀里的祖先就开始种植水稻
。
他

们为了农耕活动
,

为了水移的稳产高产
,

长年累月地与水土流失和水早风沙作斗争
,

坚

持 了几种有效措施
。

这些有效措施主要有冬水田和囤水田
;
沟

、

幽
、

塘
、

堰
、

库
、

井
;

开沟琳水与夏秋提洪
; 挑沙面土和收土并土

; 以及植树造林
,

栽竹种草
。

一
、

冬水 田和囤水田

冬水田和囤水田
,

起着大面积拦蓄当地径流的作用
,

同时又可拦截泥沙
,

也是进行

大面积农
.

业生产活动的场地
。

一

囤水田是在冬季农闲时进行囤水
。

宜宾地区共有这样的水

毋面积沁哆万亩
,

占全区总面秘叭06 0万亩的 1 3
.

3%
。

这部分水田面积及其 以上坡面
,

徐了特大洪水外
,

基本上可控制水的流决
,

大部分下流泥沙也能控制住
。

这是祖先给我

们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
,

是水王保持的巨大工程
,

所以西南地区的 tt 橄田
”
闻名全国

。

冬水田
一

和
·

囤水田之所 以能长期存在
,

因它是根据一年四季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活动形成
的一套科学管理制度

。

群众把它概括为农谚
,

譬如
:

在蓄水
、

一

保水
、

用水管理上的
“
春

用
、

夏防 (蓄 )
、

秋蓄 (提 )
、

冬保
” ;

在冬水田和囤水田耕作上的春耕
、

秋犁 , 农事

活动
一

中
, “

春耕三犁三耙栽秧
,

秋耕四犁四耙收冬
” 。

年复一年
,

年年如是
。

冬水田经

过水中翻犁份 泥沙沉淀
,

粗深细浅
,

即大粒在下层
,

细的在面层
,

形成极为良好的防渗

层
,

这是冬水田稳水的关键
。

为了争取时间和保肥俪土
,

秋 犁 梦求
“ 早 ” 。

农谚日
:

一

“ 七月 (农历 ) 犁 田一碗油
,

八月犁田半碗油
, 一

九月犁田光骨头” 。 “

在田坎 管 理 上 的
一

“
铲

、

搭
、

捶
、

糊 ” ,

春
、

秋各一次
,

年年如是
。

为了把田坎建得牢固
,

农谚有
: “

要

得富
,

田坎能摆铺
, 要得穷

,

田坎是条龙 ”
。

同时田缺 (泄洪缺
`

口 ) 的位置都符合保持

水
一

土的科学原理
:
就是上下田左右错开缺口

,

即形成左入右出
,

延长洪水下泄时间
,

以

利泥沙沉淀
。

田缺的型式上是上宽下窄
,

而且要求 4 口宽
、

底硬
、

缺 平
” 。

缺 口 的 数



目
,

根据地形条件和田块大小决定
,

有的冲田 “ 么二三 ” 开缺
,

即由上而下扮一
、

二
、

三逐层增加
,

能起到小水小排
,

大水大排的作用
; 即使是遇到特大洪水

,

冲毁了田坎
,

也能及时地加以修复
。

例如
: 1 9 8。年南溪县牟坪区遭到一次 2 20 毫米的暴雨

,

共冲 垮 田

坎 19 万多处
,

当年秋冬就全部恢复了
。

这些符合科学原理的冬水田和囤水田管理措施
,

不仅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
,

同时 也起到保肥造肥的作用
,

将用地与养地有机地结合了起

来
。

囤水田是在冬水田基础上的发展和提高
。

在长期生产实践中
,

它起到水利工程蓄水

的作用
,

其保持水土的能力 比冬水田又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

冬水田一般冬季蓄水 20 厘米

深
,

而囤水田蓄水
,

一般是 1 米左右
,

蓄水能力和作用都比冬水田提高了 4 一 5 倍
。

随

着生产的发展
,

以及广大干郁和群众的努力
,

宜宾地区的四水田在 1 96 4年曾发展到 1 00 万

亩
。

就 以此数而论
,

冬季 囤水田可蓄水达 6
.

7亿立方米
,

相当于全 区现有水利工程 蓄 水

能力的 6 0一 70 %
,

这是一项结合农业生产传统性 的保持水土的巨大工程措施
。

在目前
,

冬水田面临一个改造问题
。
我们认为

,

改造是必然的
,

但要从实际出发
,

因

地制宜地进行改造
,

切忌生搬硬套和 “ 一刀切 ” 。

宜宾地区有 12 0 万亩 小 春 干 田
,

就

是改造冬水田的老范例
。

由冬水 田改造的小春干田
,

一般居于高螃
、

平坝
,

地温高
,

不

稳水
,

宜于推行水旱轮作
,

起到稳产
、

高产
、

省水的作用
。

但今后冬水 田的改造不应仅

仅局限水早轮作
,

要从大农业观点出发
,

’

改造的路子是越走越宽广了
。

例如稻肥
,

稻
、

稻肥轮作
,

稻
·

、

稻鱼
,

稻鱼轮作和稻鱼混养等
,
已在一部分地区普遍实行

,

产生了 良好

的经济效果
。

例如
;

宜宾县的下食堂大队
,

实行稻鱼轮作
, 1 9 8 0年亩产水稻 80 0斤

,

亩收

成鱼 3 97 斤
。

实行稻
、

稻鱼轮作
,

亩产水稻 1
,

1 00 斤
,

亩收成鱼胡斤
。

这样
,

从多方面获得

了人民生活所需的动
、

植物蛋 白质和肥料
,

.

是当前改造冬水田的一个方面
。

二
、

沟
、

幽
、

塘
、

堰
、

库
、

井

旱地里种植作物
,

群众早有传统的水土保持措施
,

如开边沟
、

背沟和排水沟
,

以及

沉沙坑和沉沙幽
,

沟内又筑埂拦沙
。

谚语说
: “ 种土不开沟

,

犹如强盗偷
” 。

这就概括

了在早地种植中开沟排水和挖幽沉沙的重要性
。

解放 以后
,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 生产力获得 了解放

,

水 土保持也大大向前发展
,

冬水田和囤水田远远满足不了农业发展的需要
,
从而在原有很少的小型水利的基础

_

匕

由小到大
、

由低级逐步发展到高级
, 兴修了大批中小型水利工程

。

截至目前止
,

全 区已

修建了山平塘 6 1 , 7 0 0多 口
,

石河堰 2 , 7 0 0多道
,

水库 x , 2 2 0座和引水渠堰 1 7
, 3 0 0多条

,

蓄

水和引水量达 1 3
.

4亿立方米
,

占全 区产水总量约 1 20 亿立方米的 11 %
。

这些水利工 程 控

制流域面积 7 50 万亩
,

占全区总面积 4 , 0 60 万亩的 la8
.

5 %
;
加上大面积的 冬 水 田

、

囤 水

田
,

在全 区形成了一个蓄水
、

拦泥沙
、

保肥的水土保持体系
。

坡面由田控制
,

小面积由

塘控制
,

稍大尸点的由石河堰控制
,

再大一点的由小水库控制
,

一部分中小河流由中型

水库和部分电站与水轮泵站的拦河坝进行控制
。

一座中型水库在小流域中起着关键性的

作用
。

如沪县龙溪河上的三溪口水库和富顺县镇溪河上的木桥沟水库
,

配合流域
一

内的小

型水库与田
、

塘
、

堰
,

基本上控制了水土乱流
,

同时也解决了流域内的工农业用水和人



民生活用水
。

处 于丘睦地区的山平塘
,

除 了蓄水外
,

还能直接承纳上游的泥沙
。

塘
、

堰
、

小水库

的泥沙逐年增加
,

农民群众每年在夏季要进行一次农由水利工程的夏修整补
,

即趁春灌

用水腾空 了塘
、

堰
,

便进行挑抄面土和整补垮漏
,

既增加了塘
、

堰容量
,

又增厚了农田

的土层
,

并且增加了肥力
,

可谓一举三得 、 这样将塘堰的维修养护与农业生产有机地结

合起来
,

达到了保持水土的目的
。

至于井
,

人工井和机井均系利用地下水直接服务于工农业生产和人畜饮水
。

平时取

用
,

水位降低
,

洪水时节水位上升
,
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

沟
、

幽
、

田
、

塘
、

堰
、

库
、

井等
,

是水土保持的工程措施
,

也是一种水土保持中较完

整的系统工程
。

今后还要对这个完整的系统工程进行完善
、

充实
,

以提高其蓄水保土的

能力
,

更好地为工农
.

业产值翻两番服务
。

三
、

开沟引水与夏秋提洪

开构引水
,

是通过各种大小不 同的沟渠或穿山打洞
,

将田
、

塘
、

堰
、

库
一

跨流域的地

表径流由甲地引到乙地
,

增加储备能力
,

是充分利用水资源的另一种保持水 土 工 程 措

施
。

从农田灌概效益来讲
.

这是费省效宏的措施
。

如富顺县永年公社的胜利水库
,

属 于小

I 型水库
,

库容 22 万立方米
,

但仅有集水面积。
.

2平方公里
,

历年来都蓄不 满 水
。

1 9 6 5

年开 了一条近 2 公里的引水沟
,

将流域之外的半座山的径流引入水库后
,

年 年 都 能 蓄

满
, 又减少了引水构以下坡面的洪水冲刷

。

据统计
,

全区 1 , 2 20 座中小型水库
,

就有2 8 1座

水库的集雨面积偏小
,

历年都蓄不满
,

群众就采取开沟 (渠 ) 引水或打隧洞 引 水 来 解

决
。

通过开沟引水
、

增加水源以后
,

水库集酶面秘一般增加了 于倍
,

相应的水量增加了 2

倍多
,

相当于增加了 16 座 1 00 万立方米 以上的小水库
,

投资比新建 16 座水库减少一半
,

经

挤效益却成借增加了
。

为了解决高地农田灌溉的用水
,

夏秋提洪蓄洪是一个好办法
。

它是利用夏秋洪期
,

将没有拦蓄住的下泄水量
,

利用电力和提水设备
,

将这部分洪水提到高处囤蓄起来
。

这

虽是一种强制的雨季保水办法
,

但比一般春季抗旱或冬季提水的扬程 小
,

成 本低
。

例

如
:

沪县奇峰公社的实践证明
,

夏秋提洪
,

每 1 00 立方米水只需投资1
.

2元 , 而冬春抗早

提水
,

每 10 。立方米至少需习
, 4元

,

成本相差一半
。

夏秋提洪不仅水源足
,

电力和提水设

备的利用又不紧张
,

是符合经济原则的
, 目前在一些常早地区已广泛地并展 了起来

。

四
、

挑沙面土
,

收土并土

挑抄丙土和收土并土
,

人们都认为是农事活动
,

其实这是最积极和最有效的传统保

土
、

保肥措施
。

富顺县的牛佛
、

狮市等区
,

土多田少、 土块面积大
,

农民历来都将土边

的边钩扮得又宽又深
,

起着蓄水拦泥沙的作用
。

`

于每年秋收之后
,

小春播种之前进行挑

土边
,

即将边沟内的沉泥沉沙挑到王块的顶上部
,

增厚土层
,

年年如此 、 已形成定规
。

幼



这些地区的农 民
,

谁不这样做
,

人们就会讥他是做
“
懒庄稼

” 。

同时
,

土边挑得好不好

和收土并土的工作彻不彻底
,

也是衡量生产好坏的标志之一
。

这也是劳动人民保持水土

的优 良传统之一
。

而这些办法是与农民当年的经济收益密切相关的
,

自然地成为传统科

学
,

并蔚为风气
,

深深扎根于群众之 中
。

五
、

植树造林
,

栽竹种草

这种措施不仅是保持永土
,

而且是多种经营的发展项 目
。

全 区历来习惯于在山岗上

部成片造林
,

即所谓
“
戴帽子

” ; 在深丘和山区一般都栽松
.

、

杉
、

柏
、

杂木等
;
浅丘地

区如沪县
、

合江
、

纳溪等县
,

则营造米青杠
、

黄杨等丛木林和栽植柑桔
、

夏橙
、

荔枝
、

桂

元等果木林 ; 在屋前屋后
、

路旁
、

沟边
、

塘堰周围栽竹植树
,

不仅增加经济收入
,

而且

提供了大量能源
,

解决了烧柴伺题
。

广大山区历来都有林农混种习惯
,

特别是在水土流

失严重的飞仙关岩层地带
,

在土内大种油桐
、

乌柏
、

核桃
、

漆树等
,

均能保持水土和增

加经济效益
。

植物保坎也是有效的保持水土办法
。

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
,

都缺乏石料
,

一刀切

搞 “
大寨田

” 已行不 通
,

只有植物保坎较为有效
。

全 区的植物保坎形式也有各种样式
;

茶树保坎
,

桑树保坎
,

茶桑与油桐
、

乌柏
、

黄枝子混植保坎
,

黄花 (草本食用植物 ) 保坎

等
。

所有这些乔
、

灌
、

草都是根系发达
,

枝叶茂密
,

加 以农作物稿秆的集聚
,

均能起到

良好的保水
、

保土
、

保肥
、

造肥和防风的作用
。

田坎也素用植物保坎的
,

主要栽培喜水性的树种
,

如桑树
、

恺木
、

千杖等
。

桑树养

蚕
,

档木
、

千杖既能获材又能利用落叶造肥
,

还起防风作用
。

大小溪沟两岸种竹
,

能为造纸工业提供原料
。

现在全区范围内
,

覆盖好的地方可达 40 % 以上
,

但大部份地区只有 10 一 20 %左右
,

主要原因是由于乱砍滥伐和人为活动频繁所致
。

今后要在完善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和农

业经济体制改革中
,

大搞植树造林
,

栽竹种草
,

既能美化和净化环境
,

又能起到保持水

土的作用
。

通过上述情况
,

有 以下几条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吸取的
:

1
.

我国人民是勤劳
、

勇敢
、

智慧的
,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 中
,

通过与自然界长期斗
:

争
,

创造了丰富的
、

系统化的水土保持传统科学
,

不论南方或北方均是如此
。

例如 : 西北黄

土高原上保墒的沟垄耕作法
, 西北和河北张家口地区

,
’

在春季种植西瓜时采用卵石压种

防风保墒保苗法
,

都是十分科学的保持水土的方法
。

为 了继往开来
,

我们必 须 认 真 总

结
、

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传统水土保持科学
,

为 “ 四化 ”
建设服务

,

树立我们在水土保持

领域里的 自尊心和自信心
,

同时也要学习国外的新成就和好办法
。

总之
,

`

我们绝对不能

妄 自菲薄
,

舍弃我们祖先所创造的传统科学
,

但也不能夜郎自大
,

停滞不前
。

2
.

水土保持的开展
,

必须与农民当前的农副业生产密切结合起来
。

着眼于长远
,

立

足于当前
,

使广大农民当年能得到实惠
,

又看到长远的利益
,

这是决定水土保持能否取得

成效
,

.

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关键
。

要坚持工程措施与生物
、

农业措施密切结合
,

全面规

划
,

考虑到山
、

水
、

田
、

林
,

路与农
、

林
、

牧
、

副
、

渔全面发展
,

这样
,

既能收到经济



效益
,

也能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
。

宜宾地区 已形成一套较完整的传统水土 保 持 体 系
,

如山 (岗 ) 顶
_

仁是林木
,

其下是沟
、

幽
,

再下是梯土
、

梯田
,

小面积控制是塘堰
,

稍大

的流域控制是水库
。

这 “ 五道防线
” 层良控制水土流失

,

大面积的田间蓄水保土的耕作

措施与沟冲治水结合起来
,

就是一套完整的水土保持系统
。

’

3
.

水土保持既要重视新建措施
,

更要十分注意经营管理措施
,

特别是管理上的技术

措施
,

做到治管结合才能持久
。

造林和工程建设起来后
,

如不管好用好
,

就不能达到连

续治理的 目的
。

宜宾地区大面积的冬水田和囤水田之所 以能几千年你存下来
,

是有一套

在管理上行之有效的犁
、

耙
、

铲飞搭的技术管理措施
。

如果这套管理措施中有一个环节

跟不
一

匕 或者马虎从事
,

就会遭到重大破坏和带来损失
。

又从全 区现有的塘
、

库
、

堰工

程来看
,

凡是管理得好
、

维修养护及时的
,

工程效益的发挥就好
,

使用寿命也长
;
否则

就相反
。

当前随着农业生产责任 制的完善
,

要进一步研究解决水土保持的系 统 音 理 间

题
,

从卖际出发
,

作到上游卞游
、

左右岸
,

都要 达 到 统
`

筹兼顾的目的
。

我国古代治水

专家李冰在中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上所遗留下来的
1

“
截弯取直

,

逢正抽心
” 、 “

深

淘滩
,

低作堰
” ,

不仅是建设的指导思想
,

而且也是管理工作中的技术 指 导 措 施
,

因

此
,

保证了这个工程使用了二千多年
,

至今仍能发挥 良好的作用
。

这也说明加强水土保

持技术管理措施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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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持之以恒
,

把水土保持工程做好

治理崩山
,

制止水土流失
,

是一件比较艰巨而长斯的工作
,

必须有一个长远的设想

和有效的措施
。

我们今后将继续抓好如下儿件工作
:

1
.

抓好有关郁门的策密倪合
。

采取防治结合的方法
,

以期有效地制止崩山不再扩大

和不再出现新的崩山
。

要达到此 目的
,

有关部门必须互相配合
,

共同协作才能搞好
。

比

如
:

林业上的封山育林
,

加速造林绿化
,

搞好山头植被 ; 农业和供销部门合理安排好山

上经济作物种植
,

制止乱开荒
,

杜绝人为灾害
, 水利部门做好工程措施等

。

’

2
.

实行分类指导
,

突出妞点
,

分步治理
。

除不同的崩山采取不 同的治 理 措 施 外
,

鉴子崩岗面广
、

量大
,

而且因人力
、

物力的关系
,

我们从实际出发
,

在计划安排上
,

以

危害大的崩山为 重点
,

分别主次缓急
,

分步进行治理
。

比如
:

对村庄
、

农田
、

交通要道

和水利水电工程构成直接威胁的
,

均列为去冬的首批治理重点
,
对于这些重点工程

,

采

取工程措施与生理措施相结合的办法
,
尽快而有效地稳定崩壁

,

制止水土流失
,

控制其

继续危害 ; 对于面上崩山 、 在去冬今春首先普遍直播松林
,

抓好生物治理
。

3
.

很匆编价况
,

柑凌被立水土保特帆种玄人员
。

为 了做好调查研究和技术指导
,

配

备一定的专职人员和技术干部是必要的
。

这点除县积极从有关部门想办法外
,

亦请省
、

地给予编制和技术力量配备的支持
。

4
.

治睡经费
。

建议今后
,

.

特别是近几年内
,

上级有关部 门
,

特别是水利
、

林业部门
,

把清远县列入水土保持重点县的计划
,

在经费上给予专项安排
,

以期加快步伐
,
把能山治

好
,

把水土保持工作抓上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