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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和要求

广东省清远县治理崩山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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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及其危害情况

清远县 1 9 8 2年 5月 1 2日
,

遭到特大暴雨的突然袭击
, 雨势之强

,

范围之广
,

危害之

大
,

实为历史所罕见
,

亦是解放 33 年来所未有的
。

当日
,

大暴雨 ( 24 小时降雨 15 0毫米

以上 ) 的降雨范围达 2
,

4 8 7平方公里
,

占全县总面积的69 %
,

其中
:

一

特大暴雨区 (2 4小时

降雨 3 00 毫米 以上 ) 为 1 ,

55 3平方公里
,

占全县总面积的 43 % , 24 小时降雨 :50 0 毫米以上

的范围 79 2平方公里
。

由于暴雨山洪的冲击
,

出现了大面积崩山现象
。

据统计
,

全县达 14

万处
、

22 万亩左右
多 据 8个公社调查核实

,

崩山 60
, 9 50 处

,

面积为 10 8 , 0 00 亩
,

其中鱼

坝公社山地总面积 15
。
9万亩

,

被严重冲刷崩潺的达 4
.

3万亩
,

占山地总面积 的 27 %
。

情

况非常严重
。

清城
、

太和
、

回澜
、

珠坑
、

鱼坝
、

高田
、

笔 架
、

禾 云
、

龙 颐
、

石 马
、

秦

皇
、

太平等公社
,
均属大暴雨和特大暴雨范围

。

这些公社
,

除因山洪暴发及江洪泛滥而

造成惨重损失外
,

崩山也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

可以说
,

一些地区崩山为害比

供水尤甚
。

初步分析
,

直接受崩山之害的有如下几方面
:

1
。

姗山导致民房侧场
、

。

这场灾害全县倒塌 民房达 6
。

8万多间
,

其中因崩山而摧 毁的

不少
,

比如
:
笔架林场下吊丝生产队

,

崩山面积约 1 0亩
,

全村 8 间民房被覆盖
,

最厚处

埋土达 4 米以上 , 秦皇公社三合水大队因崩山被压死 16 人
,

其中三湮生产队有两户共 6

口人全被压死 , 石马公社塘建大队建成生产队
,

靠山面河
,

当河水暴涨时
,

队长带领群

众上山
,

遇上突然崩山八九处
,

逃上山的群众有场人被埋
,

土层深达 6 米
,

全村 9座 民

房全部被泥土所覆盖
。

2
。

姗山挂盆了大纽农田
, 由于崩山

,

山洪夹带大量的泥
、

沙
、

石向山下倾泻
,

全县

农田被覆盖达 3万多亩
。

地处洪江下游的回澜公社黄岗围
,

首先被山洪突破决 口 4 00 多

米
,

引进 了大量泥
、

沙
、

石
,

全围万亩农 田被泥沙覆盖
,
厚者 l 米以上

,

薄者 40 一 5 0厘

米 , 位于坝仔河畔的珠坑公社
,

由于泥
、

沙
、

石覆盖了农田
,

全社万亩耕地
,

晚造只能

种植 l ,

7 00 亩 , 禾云公社长洞河两岸 3, 00 0亩排地变成河滩
。

秦皇公社山心河原来河深 5

米多
,

宽 10 米多
,

这次被填为平地
。

总之
,

耕地被埋
、

河床被淤
,

是十分严重的
。

凡被崩

山波及之地域
,

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

不胜枚举
。

据前段时间观察
,

鱼坝
、

禾云
、

秦皇
、

珠坑等公社复耕的农田
,

只要日雨量 30 一50 毫米
,

沙泥便浦入 田 中
,

严 重威胁生产
。

鱼坝公社的中星大队反映
,

1 9 82 年晚造不少田搬动沙泥达 3 一 4 次之多
。

这些地这若崩

也不治
,

确难以维持生产
,

群众生活已受到极大影响
。



3
。

姗山使水利水 电设施受到产盆箱吸
。

崩山对水利水电设施危害甚 大
,

对 工 程效

益
、

工程寿命都是致命的威胁
。

回澜公社的环山截洪工程船径排洪渠
,

是担负排除 1 2
.

9

平方公里客水否齐暮期哗勇擎粼
被山拱冲梅

多

除泄雌螂瞬妙卜

因之一
。

沿排供渠租
.

地溺塌缝 15侧赴
, ~

面积 70 吞多亩、 t

灸后顺幢
, 二

楷粱淤孩

,

崩山亦是原

沙石 6万立方

米
,

崩山不治好
,

工程难 以恢 渠长 2
.

2公里
,

由于 崩山 泥沙涌

入河床
,

全部被填平
,
致使 5 00 亩 能恢复生产

; 鱼坝公社的风云水库
,

由于库区上游崩山严 重
,

库底淤积初探达 10 米
,

库容 已从原来 1 08 万立方米降为 50 万立

方米左右
,

坝后装机 20 0多千瓦的电站已无祛发时
。 `

对于被沙泥覆盖耕地的田 间 排灌系

统
,

更是毁坏殆尽
,

踪影难觅了
。

此外
,

由于河床的升高
,

教于公路
、

奋梁
、

涵闸
、

航运也有非常大的影响
。

总之
,

现实告诉我们
,

崩山不治
,

后患无穷
。

全县这次导致大量崩山的原因
,

机步分析认为
` 主要 有

:

1
.

特大的 . 而
,

是导致栩山的主耍因案
。

这次凡是崩山严重的地区
, 2 4小时雨量都

是超过 40 0毫米以上的 , 降雨在 3的毫米 以下的崩山虽有
,

但为数甚少
,

程度大异
。

可以

说
,

暴雨大小与崩山多少是成正比的
、

2
。

土质构趁
,

对导致姗山有直接关系
。

这次崩山的地方
,

多是花岗岩地质构造
,

经

长期自然风化
、

侵蚀
,

多已变成沙质红镶 , 因其止层深厚
、

土质疏松
、

孔隙率大
、

透水

性强
,

在特大暴雨下
,

坡面径流迅速下渗
,

土壤吸水过量饱和
,

山地土壤在水动压力作

用下
,

导致崩塌
。

_

3
.

不合理的薪作方法
,
是导致崩山的瘫毋之一

。

不少群众只顾眼前利益
,

或者缺乏

科学知识
,

不顾后果
,

乱搞顺坡开荒
,

.

加剧水土流失
。

从这次崩山地区观察
,

在同等植

被
、

坡度
、

生壤的条件下
,

凡是开成水平 台阶的都不崩塌
,

如
:

龙颈公社黄田大队禾惠

岭村前上部和两侧都有崩
_

山
,

唯独种茶右钾涕田的中下部投有崩塌匆魔坝公社下径大队旧

村背附近的山头
,

凡是开了水平梯田的就没有崩塌
,

没有开成水平梯田的山地大部分出

现滑坡租崩塌现象
。 · -

4
.

林木稀硫
,
是导致崩 山的又一个厦因

。

森林对于保持水土
、

涵养水源
,

有着 巨大

的作用
,

这是尽人皆知的
。

但全县这次崩塌的山头
,

绝大部份都不是光山秃岭
,

而是属

于疏残林和中幼龄林区
,

对暴雨的抵抗能力低
,

郁闭度小
,

根系短浅
,

当土壤水分饱和

后
,

特别是由于雨偌风威
,

摇动树木示使树根下体松动
,

就逃士带树崩塌下来
。

出人意

料的是
,

暴雨中心地区
,

强大的径流使成熟林区崩山亦甚严重
,

比如鱼坝公社风云大 队
、

禾云公社飞鹅大队
、

笔架林场黄坑工
:

l荃等
。

二
、

灾后开展治理崩山的情况

灾后
,

县委
、
县政府对治理崩山工作十分重视

,

把消灭灾痕
、 、

恢 复 生 产条件
、

重

建家园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来抓
,

认为要治水抬田首先要治山
。

在堵 日复堤完成后
, 随即成立 了抬理朔由指挥部

,

由县委常委
、

县人大副主任李凌志

同志担任指挥
,

并从水电
、

林业
、

供销等有关部 门抽调 12人
,

由县农办剧主任廖继森同志



带领
,

组成专业班子专抓
。

崩山严重的 8 个公社 (场 ) 均成立了治理崩山的指挥机构
,

、

由公社党委或管委会一名领导负责
,

抽调专职人员组成工作组
,

进行调查研究和发动群

众 开展治理岑少工竣
迁 介。 、 、

一花
一 `

色少
为了搞好释被妥摧动荃面厂县指挥部先性飞

,

乍 、 月 \
`

在搞了先行点气嗽启午 g 月 “ 5一 “ 6
以

` /

冲 夏代

日两天
,

由县委召开了有关公社农业书记参加的治理崩山现场会议
,

推广鱼坝公社的经

验和做法
。

会后又由公社组织大队支部书记参观玩场
,

学习做法
,

以利全面铺开
。

落实治理政策
,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

一是给予适 当的钱粮补助
,

凡用工程措施处理

的崩山
,

每亩补助 5元
,

每元补
三

助大米半斤
。

县拨出大米 15 万斤
,

地财拨款 25 万元
,

作

治理崩山专用
,
二是崩 山可作扩大自留山划分到户

,

长期为个人经营
,

包治包管
; 三是

崩山 口造林
,

莽照造林政策另行补助
。

、

据 1 9 8 2年年底统计
,

全县 已采取工程措施治理的崩山 3 ,

92 7处
,

面积共 7 , 1 92 亩
。

吕

个重点耸社
.

(场 )通过进一步规划和要求
,

与县签订了去冬工程措推治理崩山面积 55
,

5 8 8

亩的合 同
,

比县原定 5 万亩的计划超工1%
。

.

_
」

.

行动较快的公社
,

是抓住村边
、

路边
、

田边
、

水圳边等主要危害地段先治
,

并运用

专业队与群众突击相结合的办法
,

效果又快又好
。

如禾 云公社 1 9 8 2年 11 月中旬以来
,

组

织了一支 39 人的治理崩山专业队
, 一

由公社一名融丰任亲自指挥
,

在工地蹲点
,

不但采用
“ 上拦

、

下堵
、

中间削
”
等工程措施

,

还把崩岗脚下的乱泥平整成为可耕地
,

达到除害

与兴利结合的目的
,

群众很满意
;

珠坑公社自一名副书记挂帅
,

抽调 3 名干部专抓
,

从

去年 1 1月 i5 日起抽调 70 多个劳动力组成专业 队
,
已对田边

、

村边和公路边主要危害的崩

岗进行 了初步的整治
,
秦皇公社从去年11 月 2 8日起

,

全社划出一段时间作为中心任务来

抓
,

准备集中人力突击 10 天
,

把主要危害地段的崩岗整治好
。

-

县治理崩山指挥部计划
,

去冬工程治理崩山面积 6 万亩
,

重点放在 危 害 农 田
、

水

利
·

房屋
、

道路的严重崩塌地段
,

其余崩山在今春先普遍直播松籽
,
抓好生物治理

。

去

冬今春全县崩 岗造林计划面积 1 0
.

5万亩
,

其中
,

直播松籽 7
。

5万亩
,

种 竹 1万 亩
,

种杉

或阔叶树 1
.

5万亩
,

以加速崩岗的绿化
。

县林业局已向湖南订购松 树 种 子 1
.

6万斤
,

免

费支援灾区治理崩山
。

扣
.

、 ; -l 于

_

但目前碰到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治理崩 山经费无着
。

去冬计划似工程措施整治的 导万

亩
,

按照 “ 上拦
、

下堵
、

中间削
”
的工程措施治理

,

每亩平均约用 12 一扭个工
。

以土石

方计
,

每亩平均工程量约 5个土方
,

约 0
.

5个石方
,

即要完成 25 万个土万和完成 2
.

5万个

石方的工程量
。

若以每个土方补助 0
.

8元计
,

共要补助 20 万元
。

2
.

5万个石方工程
,

其中

千砌石 1 万方
,

浆砌石 1
.

5万方
,

则要材料费 3 0万元
。

以上两项王石方工程共 要 开支 50

万元 (另造林补助款和种苗费共需 4 6
.

7万元未计算在内 )
。

由于 1 9 8 2年全县的水利工程

受破坏严重
,

县包干的农水补助费
,
远不能满足修复工程的需要

,

更无法安排水土保持

费用
。

所 以
,

除由县地财拿出部份资金和积极发动群众
,

自力更生
,

尽量减少开皮外夕

还得要求上级给予大力的支持
。

另外奋 由于去冬是全县特大灾害后的第一个冬天
.

恢复生产
、

·

重建家园的任务非常

繁重
,

需要完成水利任务 4卯万土方
,

整治 d万亩农田
,

重建住房数万何
,

一

而崩 公 亦非

抬理不可
,

可见人力
、

物力
、

财力都是十分紧张的
。
丈下转第韶页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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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仁接第 5 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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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