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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沟子河位于浑江市郊区
,

属于八道江镇群生村管辖
,

是浑江右岸的一 条 小 支 流
,

长 9公

里
,

流域面积 2 3 ,

85 0亩
。

其中
:

耕地面积 1 , 1 60 亩
,

林地面积 2 1 , 3 00 亩
,

森林覆被率8 9
.

3% ;
新造

幼林面积 6 40 亩
,

牧场面积 2 00 亩 , 库区水域面积 3 00 亩
,

沙包面积 1 00 亩
,

村庄道路面积 1 50 亩
。

流域内有四个生产队
, 1 , 4 00 口人

。

由于该流域处于城郊
,

过去城镇居 民和社员滥砍盗伐
,

乱开小片荒地
,

乱打烧柴
,

乱放牧等

现象非常严重
。

几年习夫山上植被遭到很大破坏
,

森林覆被率只有 20 %左右
,

水土 流 失 十分严

重
。

每逢汛期 山地扒皮拉沟
,

平地水冲沙压
,

河水泛滥成灾
。

仅十几华里长的河岸
,

有 1 60 多

亩好平地变成 了河滩
,

损失粮食 7 万余斤
。

有的社员说
: “ 山光见兔跑

,

河滩不长草
,

有山不长

树
,

守山无柴烧
” 。

后来连架条子都割不出来
,

还得去外地购买
。

地薄产量低
,

沟荒人心散
,

多

种经营发展不起来
,

每人平均收入 50 多元
,

不少社员逃出青沟子奔走他乡
。

由于青沟子小流域的生态失调
,

恶性循环的发展
,

给人民生产
、

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危害
。

大

队党支部经过反复讨论研究认为
,

要想改变这种穷山恶水的落后面貌
,

必须花 大力 气
,

下 大本

钱
,

从治理水土流失 入手
,

苦战三年五载
,

改变生态环境
,

发展山区生产
,

才有出路
。

于是大队

党支部发动群众
,

自筹资金 90 多万元
,

从 1 9 7 1年开始
,

实行山
、

水
、

田
、

林
、

路全面规划
,

综合治

理
,

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

以生物措施为主的原则
,

实行专业队与群众季节突击相结

合的办法
,

坚持常年治理
,

青沟子小流域终于从根本上控制了水土流失
,

增加 了 地 面 植被
,

恢

复了生态平衡
。

在此基础上
,

因地制宜的发展了多种经营生产
,

走出一条符合山区特点的致富道

路
。

经过几年的连续治理
,

收到了显著的经济效果
:
昔 日的穷山沟

,

变成了今 日林茂粮丰
、

五业

兴旺的富山村
,

每人平均收入 由过去的 5 0一 60 元
,

上升到 3 00 多元 , 粮食单产由 2 00 斤提 高 到 7 00

多斤 , 多种经营收入由 1万元增加到 15 余万元
,

比治理前提高巧倍
。

青沟子小流域是怎样进行综合治理
,

提高经济效益
,

由穷变富的 ? 主要抓了如下几点工作
:

1
、

全面规划
,

分年实施
。

搞好切合实际的全面规划
,

是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基 本原 则
。

过 去

由于对青沟子小流域没有很好的规划
,

治理成效不太显著
,

走了不少弯路
,

直接影响群众生产
、

生活的正常开展
。

大队党支部吸取这个教训之后
,

立即成立了治理小流域规划小组
,

吸收林业
、

水利
、

农业
、

多种经营等单位和老农参加的规划领导小组
,

对整个小流域的每 一 座 山
、

每 一面

坡
,

气一条沟进行了边踏查
,

边议论
,

边提出初步规划意见
,

最后在大家统一认识的基础上
,

安

排了 5 年治理好青沟子小流域的规划方案
,

并绘制出规划图
、

现状图和当年施工图
。

在规划治理

中
,

主要贯彻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

以生物措施为主 , 治理与预防相 结 合
,

以 预 防为

主 ;
治坡与治沟相结合

,

以治坡为主
,
治河与修路相结 合

,

以治河为主
;
治上与治下相结 合

,

以

治上为主的原则
,

实行
“ 山

、

水
、

田
、

草
、

林
.

路 ”
统一安排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分年实施
。

实践证明这样做效果最好
,

群众满意
。



2
、

综合治理
、

突出 I 护
。

青沟子小流域在综合治理中
,

确定主攻方向
,

抓 住 主要矛盾
。

具

体抓了
“ 一蓄

、

二封
、

三造
、

四治
、

五管
”
的治理措施

:

一蓄
。

根据群生大队菜田
、

水田用水不足的困难
,

从 1 9 7 1年开始
,

自筹资金 90 多万元
,

苦战

两年
,

在青沟子沟 口修建了一座长 60 米
、

高 2 9
.

5米
、

宽 8米的拱形拦水大坝
。

这样不仅拦蓄了河

水
,

截住了山洪
,

防止了水土流失
,

而且形成了一座蓄水 16 5万立方米的小 I 型水库
,

灌田 2 , 0 00

亩
,

发电装机为 1 10 冠
,

放养鱼苗 50 万尾
,

控制沟口地不受水冲沙压 8 00 多亩
,

变水害为水利
,

为

人民造福
,

尝到修筑水库的甜头
。

二封
。

水库建成后
,

首先把荒山林地全部封禁起来
,

制定了封山育林公约
,

做到有计划的封

山
,

有计划的育林
。

该村从 1 9 7 2年开始
,

至今已经封山育林 10 多年
,

依靠造林和 自然 繁育的能

力
,

使林地面积增加到2
.

13 万亩
,

立木蓄积量达到 6 万多立方米
,

森林覆被率由残余 20 %提高到

8 9
.

3%
,

基本上控制了水土流失
,

恢复了生态平衡
。

每年可清理松木杆 50 立方米
,

沙杆子 1万余

根
,

特别是群众建房所需的1 0。万根架条子
,

如今已全部解决
。

三造
。

几年来在流域内的荒山荒地和四旁
, 进行植树造林种草

。

现 已造人工林 3 , 4 00 亩
,

河

堤绿化树 1
.

4万株
,

路旁栽树 8 ,

0 00 株
,

营造防护林带 4 条
,

种紫花首楷 10 亩
,

马兰 护 堤 田 埂 20

亩
,

育苗 5 亩
,

基本上绿化了所有的荒山秃岭
,

起到了增加地面植被
,

保持水土的作用
。

四治
。

主要在水土流失的坡地
、

沟壑
、

河滩
、

沙包等地进行治理
。

几年来
,
在流域内修梯田

10 。多亩 , 治河修堤 5
.

4公里
,

保护耕地 30 0亩 , 新造河滩地 180 亩 , 修路 6 公里 , 穿山开洞 2 处
,

25 2米 , 修造盘山渠道 3
.

5公里 , 治沟 3 条
,

修石谷坊 10 座
。

多年来
,

大队党支部除组织常年治山

治水专业队外
,

还利用农闲季节组织起群众进行突击治理
。

特别是近 3 年来又采取以户承包的形

式
,

把任务落实到户
, 进行包干治理

。

实行农闲组织群众搞
、

农忙有专业队搞
、

常年有承包户搞

的办法
,

加快小流域的治理步伐
。

原计划五年搞完
,

现可提前一年完成全部治理工程
。

五管
。

管护是巩固小流域治理成果的关键
。

为了加强管护
,

发挥更大的效益
,

镇委和市水土

保持办公室
,

对青沟子小流域颁发了公告
,

制定了 勺又不准
” 。

公告印发了 5
, 0 00 余份

,

发放市内20 0多个单位
,
有 力 地 保 护了青沟子小流域治理成果

。

同

时增设 4 名常年看 山员实行分片看管
,

落实责任制
。

他们规定
“
约法三章

” : 一是坚 守 工 作 岗

位
,

出满勤
,

不准随便换人 , 二是封好
、

看好
、

扶育好山林 , 三是当好义务宣传员
,

遵纪守法
。

这样做效果好
,

群众满意
,

保护了青沟子小流域的山山水水
。

3
、

利用小流域优势
,

发展多种经营
。

青沟子小流域在控制住水土流失的基础上
,

发展 了 12

项多种经营生产
,

增加了经济收入
,

巩固了小流域治理成果
。

既建设了山区
,

又发展了生产
,

这

是一举数得
,

群众 叫做
“ 六种五养加发电

” :

六种是
:

`

一 、

种人参 4 , 2 00 平方米 ; 二
、

种木耳 50 立方米 , 三
、

种党参 10 亩 ; 四
、

种 贝 母 4

亩 , 五
、

种果树 1
,

10 0株 , 六
、

栽天麻 10 0箱
。

五养是
:

一
、

养鱼 50 万尾 , 二
、

养奶牛 15 头 , 三
、

养鸡 1 0
,
0 0 0只 , 四

、

养猪 1 00 头 , 五
、

养

田鸡 2 60 万只
。

发电
:
装机 1 10 冠

。

上述多种经营生产
,

预计今年可收入巧万多元
,

比去年能增长 50 %左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