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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后山泥石流的治理效益及有关决策

中国共产党南坪县委 员会

四川省 南坪 县 人 民 政 府

南坪县位于四川西北高原与甘肃省交界的边远山区
。

县城建立在白水江右岸的阶 地 和 后 山

(韩家山 ) 水泉沟的洪积扇上
,

下侧有关庙沟
,

上侧有叭拉沟
,

三沟环抱
,

四面山高坡陡
。

这里地形

复杂
,

地震频繁
,

岩层破碎
,

植被稀少
,

天气多变
,

降雨量集中
,

冲沟十分发育
,

水 土 流 失严

重
,

产生过多处滑坡
,

是泥石流易发区
。

南坪县城因泥石流的危害和威胁
,

曾两次搬迁
。

现在新建

的县城距离水泉沟不到 2 00 米
,

也是处在泥石流灾害包围之中
,

人民的生命财产长期遭 受着严重

威胁和损失
。

这里居住着县
、

区 (城关区 ) 级机关
、

城镇居民
、

州属南坪林业局和永乐公社社员 10
,

00 0余

人
。

解放前三四十年间
,

曾有 4 次暴雨
,

水淹县城
。

解放后
,

多次发生泥石流灾害
,

国家
、

集体和

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到严重损失
。

1 9 5 6年 6 月水泉沟暴发泥石流
,

冲毁和淹没房屋 1 00 余 间
,

死一

人
,

伤数人
,

淹死牲畜数十头
; 19 6 7年 4 月 29 日晚上 9 点半左右

,

叭拉沟发生泥石流
,

冲走原筑路

工程队帐篷几十间
,

物资数百吨
,

死 19 人
,

伤 2人
; 1 9 7 3年 7月 13 日下午 l 点过

,

水泉沟又暴发泥石流
,

冲毁了大礼堂的化妆室
、

球场
、

街道和部分住房
,

淤积大量泥石
,

重伤 1 人
,

轻伤十余人
; 1 9 7 8年 6 月

30 日水泉沟
、

叭拉沟同时暴发泥石流
,

将 19 7 4年后修建的十几座拦挡坝全部冲垮
,

大礼堂的厕所被

冲毁
,

排洪沟全部填满泥石
,

木石遍街
,

淤泥没膝
。

县政府
、

人武部
、

农业局等 17 个单位和永乐

公社 90 多户社员程度不同的遭受泥石流冲击
,

有 6 27 间房屋进了泥水
,

其中61 间房屋和两间 畜 棚

被冲毁
,

死 1 人
,

伤 18 人
,

冲毁田土 3 61 亩
,

冲走牲畜 8 头
,

各种损失达 100 多万元
。

这次降雨量

为 3。毫米
,

历时 20 分钟
。

19 63 年和 1 9 68 年都发生过泥石流
; 1 9 7 9年 1 1月在后 山产生大滑坡

,

滑坡

体长 2 00 米
,

高差 13 0米
,

厚度 10 多米
,

表面积 2
.

6万多平方米
,

土石方量近 30 万立方米
。

事 实 说

明
,

后 山泥石流发生愈来愈频繁
,

一次比一次强烈
,

县城面临再遭覆没的危险
。

每到雨季
,

人心惶

惶
,

如不治理
,

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

人民的愿望
,

历史的重托
,

对后山泥石流灾害的治理 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

在省
、

州的关

怀和重视下
,

经省
、

州计委批准
,

后山泥石流灾害于 1 9 8。年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进行综合治理
。

整

个治理过程都得到省防汛指挥部与中国科学院成都地理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
,

在勘察设

计
、

制订方案
、

工程施工
、

科学观察等方面无不凝结他们的
』

自血
。

我县各族人民为了锁住泥石流

这条凶猛的 “ 泥龙
” ,

在后山治理工程中奋战了 4 个烈日炎炎的夏季
,

他们不畏 艰 苦
,

不 辞 疲

劳
,

起早贪黑的辛勤劳动
,

为治理后山泥石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

尤其是阿坝州委
、

州政府不仅在受

灾时派出慰间团来南坪
,

而且对后山停耕土地
,

采取了果断措施
,

从 1 98 1年起减免征粮 14 万斤
。

这些都激励着我们 一定要治理好后山泥石流
。

按照生物治理与工程治理相结合的原则
,

制订了以封山育林为主
,

拦
、

截
、

排
、

蓄的综合治

理方案
,

进行了勘测设计
,

编制预算
。

全部工程总费用为 2 00 多万元
,

其中国家投资 16 5万元
。

包

括 19 8 1年追加治理后山大滑坡投资31 万元
。

工程分四期进行
,

计划 19 8 3年竣工
。

按照设计
,

经我县



计委基建组的精心施工和全县广大 人民群众
,

特别 是永乐公社社员的日夜辛勤奋战及有关方面的

积极支持
、

配合
,

计完成浆砌挡土墙工程后
,

g n 立方米
,

浆砌停淤堤工程 8 , 2 64 立方米
,

浆砌拦沙

坝工程 6
,

“ 8立方米
,

浆砌排洪沟工程 2 ,

12 1立方米
,

截流沟工程 9 16 立方米
,

架设钢 格 栅 12 处
,

木栏栅 59 处
,

修建桥涵 8 处
,

坡地改梯地 21 亩
,

防洪堤延伸
、

加高
、

加固
、

改造 17
, 4 50 立方米

,

挖土清淤 2 0 , 9 4 3立方米
,

修建管理站 1 处
,

管理点 4 个
,

设置保护圈长 1
,

97 6 米
,

停 耕 土 地 5 31

亩
,

另和平大队二队 自停 80 亩
,

植树造林 l
,

5 00 多亩
,

其中植核桃
、

苹果
、

扁桃
、

杜仲等经济林木

约 20 0亩
,

植草固坡 100 多亩
,

以及 一些附属工程
。

后山泥石流经过 4 年的治理
,

已初见成效
。

后山草木长势很好
,

植被恢复较快
,

植被覆盖率由

原来的 10 %左右
,

提高到 60 %多
。

坡面径流得到 一定控制
,

大滑坡已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

冲沟坡

度减缓
,

易暴发泥石流的四号
、

九号
、

十号 3条冲沟已趋稳定
。

所建工程 已开始发挥作用
,

在大

雨情况
’

一

「
,

滑坡体和冲沟内的松散物质均被拦挡在沟床上部
,

排洪沟下泄水量很小
。

县城至后山

的阶地内单位和社员建起了一幢幢新房
,

人心安定了
。

机关职工
、

城镇居民
、

公社社员不再担心

受泥石流灾害了
。

广大群众反映说
: “ 只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才关心人民死活

,

治住后山泥石流

给子孙后代造了福
” , “ 现在看 电影

,

睡觉都放心了
;
梨花村再不会变成泥 巴村了

” 。

现在下暴

雨大家都不再提心吊胆了
。

回顾起来
,

我县对泥石流的认识和治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

以前把泥石流只看作是山洪
,

认为是山区的自然现象
,

不可避免 , 每发生一次灾害
,

主要考虑和安排的是救灾问题
。

1 9 7 3年后

山暴发 山洪后
,

省
、

州有关部门来我县时指出是泥石流灾害
,

而且后山泥石流正处在发育时期
,

如不治理
,

危害极大
。

当时
,

对泥石流有了 一定认识
,

在省
、

州 扶 持 下
,

采 取 了一些 工 程 措

施进行治理
,

但限于经费困难
,

只是开渠排导
,

重点冲沟干砌了栏挡坝
,

还未考虑到如何进行综

合治理
。

19 78 年水泉沟
、

叭拉沟同时暴发泥石流后
,

目睹泥石流灾害给县城人民带来 的 巨 大 灾

难
。

在这灾难深重的严峻事实面前
,

更加深了对泥石流危害性的认识
。

可是对泥石流能否根治缺

乏信心
,

我县曾向上级要求迁移县城
,

未被批准
,

要我们进行全面治理
。 19 8 0年省

、

州把后山治

理工程纳入国家计划
,

在成都地理研究所及省防汛指挥部的支持下
,

制订了全面综合治理规划
,

当年付诸实施
。

在治理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
,

社会上吹起了阵阵冷风
,

什么
“
修筑万里长城

”

啦 ! “ 治好后山我手心里煎鱼给你吃
” 啦 ! 秋后算帐者也有其人

。

由于我们对泥石流灾害的认识

的逐渐加深
,

治理决心 己下定
,

我们排除了各种干扰
,

把治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
,

并组织了

强有力的工作班子
,

进行现场勘测施工
,
一鼓作气地完成了四期工程

。

现在后 山面貌发生了很大

变化
,

过去的秃岭荒坡 已披上了绿装
,

各项工程设施更增加了后山的光彩
,

出现了一派安居乐业

的景象
。

回顾整个治理工作
,

我们有以下几项决策
:

首先
,

我们认为生物治理与工程治理互相结合
,

是治理泥石流的指导原则
。

以前
,

我们对发生

泥石流灾害是由于植被破坏造成水土流失这一点认识不足
。

1 9 7 3年遭受泥石流灾 害 后
,

只 抓 了

一些工程治理
,

而后 山的土地一亩未停耕
,

并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
,

还在土质疏松
、

岩石破碎的

后山山腰新修水渠
,

加之砍柴
、

放牧
、
割草

、

铲草皮
,

使植被遭破坏
,

山坡水土流失更为严重
,

以致所建工程被泥石流一扫而光
。

经过 1 9 7 8年泥石流灾害的深刻教训
,

使我们认识到治理泥石 流

灾害必须把工程治理和生物治理结合起来
。

因此
,

我们正式作出决定
,

将后 山划为防治泥石流灾

害的封山育林保护区
,

区内耕地全部退耕还林
。

生物治 理 和 工 程 治 理 一起 抓
,

实 行乔
、

灌
、

草并重
。

除由县林业专业队负责长期植树造林外
,

每年植树节前后发动全城人民上 山义务植树
。

几年来
,

后山幼树生长良好
,

成活率较高
,

对保持水土
、

稳定山坡起了很大作用
。

同时
,

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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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周围架设保护圈
,

严禁人
、

畜进入
,

区内不准开荒种地
、

砍柴割草
、

放牧牲畜
。

这样既加快了

生物治理步伐
,

又增强了工程治理的信心和决心
。

两者互相促进
、

互相结合
,

是彻底根治后山泥

石流的重要原则
。

其次
,

全面执行拦
、

截
、

排
、

, 的综合治理方案
,

是近期内防治泥石流灾容必不 可 少 的 措

施
。

综合治理是在进行生物治理的同时
,

对每条冲沟和各个滑坡都采取工程措施
,

就是从山顶到

山脚
,

从山坡到城区
,

采取层层设防
、

步步为营的防治体系
.

先截再拦
,

蓄满再排
,

把可能发生的

特大泥石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

尽量避免或减轻其危害程度
。

在 一段时间内— 植被还没有恢

复前
,

尤为必要
。

不能把工程治理看成可有可无
,

没有综合的工程治理
,

单纯的生物治理是不可

能抗拒近期发生泥石流灾害的
。

第三
,

采取有力的行政措施
,

是实现综合治理的皿要保证
。

我们为了把后山泥石流区认真保

护起来
,

以县人民政府名义发布了县城后山泥石流治理保护区管理规定八条的布告
,

利用会议
、

广播
、

专栏
、

张贴等形式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
,

做到人人皆知 ; 并设立保护区管理站
、

点
,

安排

专人管理
。

对违犯保护区管理规定的集体和个人
,

都按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

两年来
,

共处理违犯

保护区规定的 6 起
,

其中罚款 1 20 元
,

检讨和批评教育 7 起
。

这样有治有管
,

边治边管
,

有 力 地

促进了各项治理措施的顺利进行
,

保护了后山草木的生长和工程设施免遭破坏
。

如果治而不管
,

治理成果将会毁于 一旦 , 从长远来看
,

管理工作更是重要
。

第四
,

要搞好治理工程
,

必须建立常设机构
,

落实贵任
。

我们成立治理后山泥石流工程领导

小组
,

由一名主管县长任组长
,

计委
、

农林
、

科委
、

工交
、

财贸
、

城关区
、

永乐公社等单位负责

同志为成员
。

日常工作由计委牵头办理
,

技术指导由县水电局负责
,

具体施工 由计委 基 建 组 承

担
。

领导小组作出长远治理规划
,

提交县委
、

县政府讨论
。

这样就把治理工作纳入我们的议事日

程
。

凡属重大间题
,

都要过向 , 对方案
、

措施等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

并作出决定
,

分头办理
。

在

后山土地停耕前
,

我们县委常委召集有关单位
、

部门在后山大岭大队开会
,

现场进行研究
,

反复
_

做好社队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
,

认真解决好群众吃饭等具体问题
,

使后山6 00 多亩土地顺 利 地

停耕
。

永乐公社和平二大队二队停耕后山土地 12 4亩后
,

每人平均只有 5 分多地
,

为了全城 人 民
-

的幸福
,

他们又把后山岭上的 80 亩土地停耕
,

种上油松
。

由于治理后山泥石流工程领导机构人员

的落实
、

稳定
,

责任明确
,

才使治理工程能保质保量
、

有条不紊地进行
。

. 后
,

我们在组个治理过程中始终坚持科学态度
,

按照容观的自然规律办 .
。

因为泥石流本

身是一门新学科
,

而大自然的变化情况又十分复杂
,

遇到问题
,

除不断总结治理工作的经验教训

外
,

还要向科学请教
,

把国内外的先进科学技术
,

因地制宜地运用到治理工程中去
。

贯彻生物洽

理与工程治理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和执行拦
、

截
、

排
、

蓄的综合治理方案
,

就是科学的具体应用
。

在实践 中
,

为了收集气象资料
,

分析雨量对产生泥石流的影响
,

后山工程在山顶
、

山腰
、

山脚建立

了梯度气象观察点
,

由县气象站派技术人员进行观察
,

并收集
、

整理资料
。

在产生泥石流的前哨
,

修建了观察哨
,

配备了专人管理
,

这不仅是对泥石流灾害的监视
,

而且对稳定情绪
、

安定人心起

着重大作用
。

另外
,

后山工程还搞了径流测量
、

流量观测等简单科学实验
。

这些对于后 山泥石流

的治理
,

进行科学分析研究积累了一些必要的资料
。

我县后山泥石流的治理工程
,

按计划 1 9 8 4年已全部竣工了
,

基本达到了预期 目的
,

正在把后山

变害为利
,

造福人民
,

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

但就整个治理而言
,

还不能谈结束
,

它还没有

经受特大暴雨的检验
,

遗留问题也还不少
,

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