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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年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

现在选出几个水土保持工作中的问题
,

谈 谈二我 的 意

见
。

下面共分四个题 目
。

一
、

水土保持实质的分析

在解放初期以致解放以前
,

我就在搞水土保持
。

大家觉得水土保持这个 课 题 很 新

鲜
,

怎么做呢 ? 有点象
“ 老虎吃天无从下爪

” 这样一个形势
。

其实
,

我们如果把水土保

持这个工作解剖一下
,

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

也无非如此而已
。

怎么解剖呢 ! 我有三

个说明
:

1
.

水土流失是陆地植物生态环境各个因素之间失去平衡的症状
。

引用这个名字
,

英文叫s y m p t o m
,

学动植物保护的人都知道 叫症状
,

是土壤里所

含的水分养分等在物质运动中的一种病态
。

动植物生态环境在国际上一般分为二类
:

一

类是水生态
; 另一类是我们现在研究的陆地生态

。

水生态这个东西跟陆地生态一样
,

反

映也是很灵敏的
。

水生态讲些什么呢 ? 讲水质
、

水量
、

水的流向
、

水温
、

等等
。

我们陆地

生态讲的是气候
、

地形
、

土壤
、

植被等方面
。

在 自然状态下
,

各个生态因子之间保持一

个 自然的平衡
,

如果其中一个因素改变了
,

平衡就失掉了
,

它在动物
、

植物形态上就出

现反映
,

因此这个就 叫生态
,

就是生物的形态
。

我们普通讲生态环境 因素之间的平衡就

叫生态平衡
。

这个东西灵得很
。

大概在 1 9 3 0年时
,

美国的一个老师开一门植物生态学
,

他

自己做过的工作不多
,

他在窗 口摆一盆花
,

后来 向阳的地方叶子长的较好
。

他做实验给

七今七奋 乙命心` 刁
,
七闷 、 、

出令心月
、

七今七月
、

仑叼
、
七月

、 ,
出召、七召 亡闷

、

挥
。

具备了这个基础
,

施肥效果可以大大提高
。

半草式耕作法在水土保持方面的特殊功效是
:

( l ) 沟内积水蒸发较少
,

不易流失
,

便于管理
,

可以起到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 ,

( 2 ) 洪水季节可以通过四周作垄
,

防止洪水危害
,

即使受到洪水淹没
,

也不易伤

及垄顶上的秧苗
;

( 3 ) 试验结果证明
,

半旱式耕作法比常法有较强的抗早和防漏的能力
,

这是 因为

半旱式大大缩小 了全田的水面
,

从而控制了蒸发面积
,

经济地使用水资源
。

在有局部漏

水的稻田
,

可以筑埂截水
,

防止全田渗漏失水
。



我们 爵
。

另外
,

摆 一盆横放的花
,

慢慢地枝条都往上长
。

因为我们是在土壤土看剖面
,

底币
`

有较硬的土层的 时候
,

植物的根就平长了
。

如果哪一种植物不是阴性植物
,

l耐是阳

性植物
,

它要是在遮阴下的时候
,

叶子长的就比较大
,

这样它接触阳光的而就大一些
。

所以说生态是很灵敏的
。

学动物的同志也很清楚
,

西北绵羊的毛厚
,

南方绵羊的毛就比较稀
,

北 方冷 南 方

热
,

因此生态有反映
。

大家都是来求知识的
,

我多说点也可以
。

水生态 也灵得很
。

浙汀

嘉兴出菱角
,

这种菱角很特别
,

是 州的
,

没有角
,

很嫩很好吃 ; 可是 杭 州 没 有
。

有一

年
,

大概在解放初期
,

曾弄点种子拿到绍兴去种
,

种在绍兴东湖
:

第一年种下来就
一

f`行

啦
,

已经有个出角苗头
; 到第 一 年就不是嘉兴那种菱角

。

所以我也很奇怪
.

嘉兴离绍兴

很近
,

为什么杭州亦不出
,

只有嘉兴出馄饨菱 ? 原来是水不同
,

水生态条件
一

不同
,

环境

不 同
。

所 以生态环境很 灵
。

现 在搞水 : l: 保持
,

是集
`
{
,

研究各个因索
。

我们是集中研究地球表而疏松一层的变化

情况
、

运功情况
,

如何通过这个变化使得植物长得好
。

至于整个土体冲光消多; ,

植物就

不能生长
,

!氏 卜都是石头
,

那是大病啦 ! 有些地方虽还没有冲到石头土
,

可址剩 厂来龙

乍风化的砂砾—
·

页岩
、

片麻宕等
,

土层就很难恢复
,

这个病治起来时间长
。

诊治这个

病
,

在于合理利用土地
,

保持或者恢复生态环境平衡
,

这是关键
。

什么叫合理呢了 合理

挂指合乎保持生态平衡的原理
,

或者说合乎保持水土的原理
。

那么怎样使得它保持生态

环境之问的平衡呢 ? 有两种作法
:

一种作法是不准动
,

恢复 自然的生态平衡
,

回到草莽

{司
一

代
。

有的 同志是这样提的
,

不准动
.

让它原来怎么长就怎么长
。

我的看法 达
,

这个论

点只对一 半
。

维持它原来的生态平衡这是对的
,

你不去改动它的主要成份这是不对的
。

另一种作法靠人的主观能动性
,

根据 自然的法则我们可以模拟 自然
,

用人
_

! 的办法给它

改进
,

使它不仅在生态因素中间保持平衡
,

而且有更高的经济价值
。

我认为这样的作法

共正确的
,

而我们现在作的就是这样
。

譬如说种保土植物吧
。

当然这个地已经冲毁了
,

不能正常地种其它东西
,

不能得到最 高的经济效益
,

那没有办法
。

可足我们种保土植物

的时候总是希望经济价值比较高一点
,

或者说我们投资比较少一点
,

这样能够得到较高

的经济效益
,

所以这样作法是正确的
。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部分
,

就是恢复或是改进陆

地生态环境中的平衡
。

2
.

我们水土保持工作接近或者甚至在某些地方 (意思是流失较轻的地方 )
,

等于发

展农业生产 (指的是大农业
:

农林牧 )
。

为了增产和农民富浴起来
,

水土保持也罢
,

不是水土保持也罢
,

目的是一致的
,

采

用门方法火同小异
; 般原理是一样 r肉

,

就是具体方法的形式不同
。

因此
,

水土保持工

作就是运用保持水土阴 原理来发展山区的农业生产
,

就是山区农业生产 建 设 工 作
。 、

价

热
,

这里边是有点不同的
,

主要还是大同小异
,

但不能够认为水土保持工作是农业 卜作

的一种特殊工作
,

与面上的或者平 原上的农业工作毫无关系
。

这个认识不对
。

所不同的

址
,

这些
.

工作要严格地按照水土保持原则办事
。

譬如说大田里边
,

有时候需要把地晒一

晒
,

可是在水土保持工作里面
,

在坡地上
,

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使土面有东西给它保护

着
,

那怕撒一点东西也行
,

就是不能直接跟雨点接触
。

我的意见就是跟农业生产建设决

林能分开
,

不能说这 二
一

个特殊的 丁作
.

跟大田工作对立起来
。



3
.

在坡地
,

在有水土流失的地方
,

或者在沟边上有崩场的地方
,

这些地方要怎么合

理利用呢 ? 有时候必须加上一些田间工程
。

田间工程是保持生态平衡这个环节 中另外一个方面
,

也就是说人的主观能动性
,

超

越 自然的一种表现
,

也就是水土保持工作的一个特点
。

所 以我们可以给水土保持分析一

下
,

第一它的一个原理是生态平衡
,

第二跟农业是大同小异
,

第三是它所不同之处只是

它有一些处理
,

使得它能够人为地保持生态平衡
。

因此
,

我们这么一 想就明白了
,

水土

保持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

我在五十年代初期搞水土保持工作的时候
,

觉得水土保

持工作是一种特殊工作
,

这不对
。

事实也教训了我
,

它就是农业生产建设工作
。

二
、

水土保持工作的步骤

1
.

水土流失调查
。

这个调查至少有三个 目的
:

一是发现病情
; 二是分析研究造成水

土流失各方面的原因及危害程度等等 ; 三是发现好的治理典型
,

总结经验教训
,

便于在

适当的时机宣传介绍
,

开现场会
,

大家参观讨论
。

调查时一定要和县里土壤普查办公室

联系好
,

如果 已经做过土壤普查的
,

就根据水土保持的需要缺什么去调查什么
,

至于其它

土壤
、

农业利用现状等内容
,

他们已经作过
,

只要把他们不做的
,

譬如侵蚀的程度
、

沟

的坡降等
,

你们再去补充调查
。

如果没有做土壤普查
,

请你们派一 个人或两个人跟他们

配合在一起 ; 如果没有人配合
,

把要求提出来请 县里做
,

不要再另搞一套
。

当然
,

县里

的人手也较少
,

可是为了节省国家的经费跟时间
,

千万不要另搞一套
,

一定 要 结 合 起

来
。

这是我要讲的步骤 中突出的一点
。

2
.

水土保持区划
。

这是水土保持问题的地区归纳
,

是反映各类侵蚀类型 的 空 间 差

异
。 `

已从实际中来
,

没有主观成份
,

不像规划是主观上要对它怎样治理
。

这个区划就完

全是个客观反映
。

区划表现的内容
:

第一个是空间位置
。

哪些地方有水土流失
,

怎么样 危害
。

第二个是水土流失的性质
。

风蚀或是水蚀
、

片蚀
,

还是沟蚀
、

崩塌
,

但重要的不在

这些
。

侵蚀一般 都是混合的
,

调查的人主要是在判断
。

譬如说
,

这个地方有片蚀
、

有沟

蚀
,

到底这个地区是以片蚀为主还是沟蚀为主
,

需要判断
。

初期的时候可能都是片蚀
,

土壤比较匀的地方初期可能都是片蚀
,

逐渐地就发生沟蚀
,

最终发生崩塌
。

所以问题在

于判断
。

第三是侵蚀的程度
。

这件事情就很麻烦
。

我们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在这一点上是一

个缺点
。

我们没有人 也找不到对象去研究一下侵蚀程度的分等
、

分级
,

因为我们管的不

仅是淮河
、

珠江
、

黄河
,

哪儿都管啊 ! 淮河流域的侵蚀等级容易分
,

我们全国到现在这

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

淮河流域可 自立一个标准
:

什么是重度
、

轻度
、

微度
,

把各地方的

侵蚀程度反映出来 了
。

第四是大概的面积
。

作这种区划图时一般都是小比例尺
,

所以它不可能准确
,

也不

必要求准很
,

但做 了这个工作以后大致地心中就有个数
。

第五是完成一个概图
。

一个县最好作一个概图
, 一

1
`

万分之一的 比较好
,

因为各县面

积有大小
,

到底用多大比例尺
,

根据情况决定
。



在区划报告中
,

希望能够提出这样三个方面的情况
,

一是分析自然因素
,

为什么引

起水土流失
,

譬如坡太陡啊
,

土壤性质不好啊
,

等等 ; 二是分析社会经济因素
,

为什么

会引起流失
,

如挖草皮等 ; 三是提出必要的治理方向
,

因为这样一张区划图
,

它不是一

张规划图
,

所以治理只要提出一个方向性的东西
。

可是这个方向性的东 西要求是比较准

的
,

乱弹琴是不行的
,

再一个就是区划的报告
。

3
.

水土保持规划
。

规划 . 针对理象
,

作出治理的安排
,

达到保持水土
、

增加生产和

保护农业建设的目的
。

水土保持工作不是一个特殊的工作
,

是和农业生产
、

农业建设融

为一体的
,

不是单独的
。

所以我讲水土保持规划的时候
,

突出讲的第二点就是要和农业

生产融合在一起
,

不然就走弯路
。

请看我走的弯路
: 1 9 5 3年我在陕北韭园沟工作

,

我走

的地方相当多
; 1 9 5 3年和 1 9 5 4年我在农业部

,

那时单打一
,

没有林业
,

也没有水利
,

韭

园沟后来冲掉啦 ! 那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农业生产
。

大家知道群众 四料缺乏
,

于 是 去 买

煤
,

用便宜的价钱卖给老乡
,

人家不要
,

饭都没得吃
,

谁还买煤
, 原来想是想的好

,

有

了煤他们不去挖草根
,

请示部里贴他们这笔钱
。

时间不 长
,

后来也还是不行
,

草根还是

一样挖
,

头年种的苹果树砍掉烧了
。

他没有饭吃
,

拿这点煤炭换粮食吃
; 没有柴烧

,

不

管是桃树或者梨树硬是砍来烧火
。

这个结果说明第一农业部单打一
,

第二粮食不咖
,

没有

用点劲把川地抓上去
,

多搞一点粮食
。

从这个工作我有 以下几点教训
:

第一官办不行 ;

第二单打一不行
, 第三不跟农田建设结合起来不行

。

这是水土保持规划第二个突出的
、

失败的教训
。

关于淮河流域规划我想从原则上说一说
: 第一在地区上要有重点

,

当然淮委也不是

他说那儿就那儿
,

各省同志可以定
,

提出重点
。

我的意思
,

大别 山跟鲁中南 这 两 个 地

方是重点
,

希望省里注意保护大别山下游水利工程
,

鲁中南侵蚀太厉害
,

我 印 象 还 很

深刻
,

应该是重点 ; 第二就是项目或者说对象也要有重点
,

花岗岩
、

片麻岩地区
,

你不

早弄
,

将来很难治
。

在广东和别的地方都能看到
,

它尽是一顺颗石英你怎么弄啊
,

要选

择一下
,

是避重就轻还 是知难而上
,

我看还是知难而上
; 第三从规划到实施中间有一段

时间
,

要开会
,

要请示
,

要批准等等
,

为了见效早
,

应该采用边规划边实施的方针
。

土

壤普查就是这样做的
,

什么地方有问题
,

譬如说那个地方磷在 5 p p m 以下
,

我 们 就 大

致规定在这一类土壤上面施上 50 一 60 斤磷
,

可能这样做不很科学
。

你用 50 斤磷
,

可能细

算只要 48 斤或 65 斤
,

浪费了或者不够
,

可是早见效
,

以后再调整
。

土壤普查是这样
,

水

土保持也应该这样
。

我为什么用这个方法
,

我有原理方面的根据
。
一 般作业的方法有两

类 : 一类叫流水作业
,

一类叫并行作业
。

照理说
,

我们这种作业应该是流水作业
。

但因

过去已经作过调查
,

也有很多实验和研究资料
,

也有实践经验
,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可以

并行作业
,

这样做可以得到比较高的经济效益
。

什么事情我们都要讲经济效益
,

特别那

些生物措施
,

你规划好了
,

批准不批准都要种
。

所 以这个可以早作准备
,

譬如苗木
、

种

子
,

不要等到批准后再作准备
,

一边规划
,

一边就实施
; 第四对林和草的规 划 要 下 狠

心
。

你们到山东德州市郊区看看林业部表扬的一个单位
,

那里的树木茂盛及树下的紫穗

槐很多
。

实际上很多地方需要林
,

山顶上需要林
,

水库上也要林
,

控制侵蚀沟头上也要

林
,

防止崩塌也要林
,

发家致富要经济林
,

所以我到处吹
。

我这个学土壤的 人 倒 是 没

有偏见
,

农业
、

水利
、

林业一有机会到处宣传
。

森林是绿色的水库
,

森 林 是 绿 色的银



行
,

不知道林业部的同志对这同意不同意 ?同意就要下狠心
。

看了幻灯片
,

有机会出国看

看
,

先进国家森林真是丰 富
。

第三世界
,

如巴基斯坦就 比较差
。 1 9 8 0年我去 日本

,

想找一

个剖面看看土壤
,

到底是什么土
。

到了现场
,

尽是森林
,

尽是草
,

真是厉害 ; 第五点
,

作规划时一定要和水利
、

农业
、

林业通气
,

使各方面都没有矛盾
,

尤其是要同粮食增产通

气
,

要把这个环节扣紧
。

这是我失败的教训
。

油粮增产是间接的保持水土
。

平地要是增

产了
,

就不会再去开陡坡
。

一般也是这样
,

平地粮食够吃就行了
。

鲁山县之所以敢提出

二三年 内全部退耕还林种草
,

因为它手上有 1 ,

0 00 多万斤粮食
,

没有这些粮食他 们 就不

敢这么提
。

所以粮食这一环你们要扣紧
,

多少人要多少粮食
,

一定要有保证
。

那么发展

经济林
,

是直接保持水土也是间接保持水土
,

因为有钱 了
,

他就不用再去开陡坡 了
;
应

该说
,

有了粮食再去开荒种芝麻
,

那就要 制裁了
。

所 以我们农业方面一定要扣紧
,

水土

保持不要脱离整个农业轨道
。

4
.

水土保持的实施
,

我经验少
,

水土保持工作做的不多
,

具体实施提不 出 什 么 意

见
。

过去在河南中牟县做 防砂工作
,

还在南京附近八卦洲承担护岸造林
。

解放后开始就

在淮河流域作水土保持调查
,

土壤调查
,

到伏牛山里边去推广葛藤作了几年
。

1 9 5 3年以

后就到陕北
,

大概工作了二年
,

后来就到农垦部开荒
。

三
、

办好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情
,

希望在水土保持工作 中每年至少要开一次会
,

交流一下工作经验
,

介

绍一下好的典型
。

这是赵总理说的
。

所以我们大家要用心总结
,

总结好的
。

赵总理说过

的 小资料或者失败的教训亦好
。

最好能够开现场会
,

看了以后
,

回去照好样子做
,

这个

事情极重要
,

希望能够注意
。

第二件事情
,

要办一些水土保持试验站
。

办一些试验站要达到以下目的
:

一是没有

把握的东西要做点试验
, 二是得到一些科学数据

,

就是径流小区试验要建立一些
。

我感

到土壤普查做完了以后要写个总结报告
,

这里牵涉到水土保持的时候
,

起码的数据应拿

得出来吧
。

我们数据有是有
,

但很少
,

跟国外比科学水平较低
,

希望各省办一办
,

至少

一个省办一个
,

花不了多少钱
,

能得到一点数据 , 三是提高水土保持干部的业务水平
;

四是分析研究各种水土保持的方法
,

譬如说侵蚀分等
。

我们实在不行
,

实在没有人
,

忙

不过来
。

全国土壤分类这个多大的一件事
,

至今没有解决
。

全国 2 , 4 00 个县都 有 五万分

之一或十万分之一的土壤图
,

不趁这个机会把中国的土壤分类搞出来怎么交待呢? 在国

际上
,

一看国际文件
,

尼 日利亚
、

斯里兰卡等小国家的分类制
,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和教

科文组织都引用他们的资料
,

就是没有中国的
。

我国的土壤工作者希望水土保持工作者

能够多做这些研究工作
。

第三件事
,

教育群众
,

把科学知识交给群众
。

这点山东沂水县作得很好
,

我听了后

很受教育
。

栽树种葛藤都得群众去做
。

所 以沂水县这个领导班子有水平
,

他们在县里艰

苦奋斗
,

应该支持他们
;
有幻灯片

,

有资料
,

就给他们
,

使他们的教育内容更丰富些
。

这三件事虽然是小事但关系很大
。



四
、

最棘手的几个问题

三十多年来
,

我国水土保持工作没有多大起色
,

就是 因为这儿个问题
,

就是说如何进

行
,

怎么实现
。

你要调查调查
,

规划规划都容易
,

要实施就有一系列的困难间题
。

我在

陕北
,

那时叫水土保持委员会
,

这个戏儿演演停停
,

总是很不好办
,

到现在也走不出一 条

路子来
。

可是有三条经验是很清楚的
:

第一
、

公办水土保持此路不通
, _

上面我说了陕北

的事情
; 第二

、

不结合粮食生产是不行的
,

因为吃不饱什么事情也谈不上 , 第三
、

农林

水要密切合作
,

单打一
,
任何一个单位也不行

。

当初的时候
,

陕北地区就是农业部单打

一 结果是劳民丧财
。

所 以这三条经验是很值得注意的
。

现在好了
,

山西河 曲县那个经

验
,

宋任穷同志也加了批示说
: “ 国家治理

,

再加上群众治理
,

是一个好的治理经验
,

值

得扩大
” 。

鲁山县楼子河生产队的那个经验
,

就是宋任穷同志指示那样做的
,

每年给它

2 万元
, 4 年变成了富裕队

。

不过
,

我觉得给他们总是不好
,

靠国家给不行
,

要换一个办

法
,

改成长期低息贷款
,

5 年大致可以还清
。

楼子河 4年每人平均收入 3 00 一 4 00 元
, 5

平
、

l。年
、

或者 20 年
,

1
,

00 0元 l 年付 1 一 2 元利息
,

利息很低
,

说明还欠钱
。 `

仑可以叫

山区建设信贷等名字
,

范围可广一点
。

这样做有个好处 :
第一

、

可 以加快建设
,

因为单靠

户承包
,

速度太慢
; 第二

、

联户承包才有保证
,

一个沟要是只控制沟底
,

沟头不控制
,

那

白搭
,

儿户联起来
,

又没钱
,

这事就糟糕 了
。

因此国家借一点钱
,

联户承包就快
一

r
; 第

三
、

国家投资可以积累
,

每年拨一定的钱
,

如果去年的钱还在
,

我今年要拨
,

明年还要

拨 , 第四
、

个人有责任感
,

开始就能仔细花钱
。

这笔经费不妨请中国农业银行来举办
,

由中央 同省商定
。

那么现在问题又来 了
,

我也想不出怎么办
,

提出来请同志们考虑
:

第
、

水土保持经费怎样分开
,

文件里边规定 10 一20 %
,

实际大家都不够
,

财政部只是根据

冈家计委列的项目投资 , 第二
、

中央这个机构怎么办
,

现在这个领 导 小 组 是
“
松散联

邦 ” ,

不行
,

我们可以用淮河水土保持工作的名义跟中央建议一下
,

应该怎么弄
,

能否

回到以前邓子恢副总理
、

陈正人部长管的时候那个样子
。

其实容易
,

农
、

林
、

水
,

中国

科学院及各省都要抓住
,

非要这样办不可
,

给一定的投资
; 第三

、

由什么组织提出来治

哪 儿
,

哪儿分配多少经费
,

这一套是很重要的工作
。

(本文是根据今年 4 月在淮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会

议上的报告整理而成
,

经朱老过目指正一一编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