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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西部山区泥石流的防治经验

李 怀 甫
(河北省石家庄行政公署水利局 )

一
、

概 述

石家庄西部山区
,

位于河北省中南部的太行山东麓
,

属海河 水 系 子 牙河
、

大清河的上游
,

包括平山
、

灵寿
、

赞皇
、

元氏
、

行唐五县
,

总面积 6 , 7 87 平方公里
。

水土流失面 积 4 , 0 26 平 方 公

里
,

占总面积的 59
.

3%
,

现 已 初步治理面积 1 , 3 45 平方公里
,

占水土流失面积的 3 3
.

4%
。

泥石流

是本区最严重的水土流失形 式
。

据不完全统计
,

建国以来
,

共发生不同程度的泥石流 40 余次
。

主要分布在海拔 5 00 米以上的 深 山峡谷地区
,

且多集中在 1 9 5 6
、

1 9 6 3
、

1 9 7 8年
。

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
,

造成本区生态环境恶化
,

经济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

人民生 活 水 平 低

下
。

在强烈暴雨情况下
,

全区有65 %左右的降雨从坡面流走
。

加之沟壑纵横及裸露地表的强烈蒸

发
,

跑水现象也十分严重
,

加剧了早情的发展
,

也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当地气候的异常变 化
。

全 区

8 1
。

9万亩早地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
,

成为石家庄地区农业生产的
“
拉腿田

” 。

随着水
、

土
、

肥的

严重流失
,

地表受到切割
,

蚕食
、

淤积
、

滑坡
、

崩塌的严重破坏
,

在条件具备的区域
,

时常有泥

石流发生
。

泥石流是含有大量固体物质的山洪
,

具有暴发突然
、

能量巨大
、

破坏惊人的特点
,

它

冲毁村庄
,

破坏耕地
,

中断交通
,

给山区生产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 巨大损失
。

二
、

泥石流的成因

通过对平山县的牛圈沟
、

松坪
、

西串
、

元坊
,

赞皇县的石花沟
、

黑石
,

元氏县的西 台城
、

爬

齿沟
、

二架岭
,

灵寿县的范家沟
、

香炉石沟
、

棺材沟等处泥石流的调查分析认为
,

泥石流的发生和

发展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个方面造成的
。

(一 ) 自然因寮
1

、

丰富的松散固体物质
。

石家庄地区的西部山区
,

发生泥石流的地方
,

其地表出露
,

属太

古界阜平群和赞皇群地层
,

平山
、

行唐
、

赞皇一带为变质深厚的片麻岩
、

片岩
、

角闪岩
,

地层成不

整合接触
。

由于受断裂
、

褶皱
、

古滑坡的作用
,

山体节理纵横
,

岩石强度风化
,

裂缝 密 布
,

崩

塌
、

滑坡非常严重
,

松散固体物质十分丰富
,

这是形成泥石流灾害的地质原因
。

2
、

陡峻的地形
。

泥石流发生地区
,

多处在水系的发源地
,

海拔从 5 00 一 2
, 。00 米

,

个别山峰

高达 2
,
2 81 米

。

地势陡峻
,

相对高差很大
,

均为三面环山
,

一面开 口
,

沟谷断面呈
“
V

”

字形
,

沟床

比降在 1 80 一 2 20 输之间
,

山体坡度一般在 45
。

以
.

上
。

这样的地形特征为泥石流的发生和发展提供

了有利的地形条件
。

3
、

足够的水源
。

发生泥石流的地区
,

也是本区降雨量和降雨强度最大的地方
,

多年平均降

水量 6 50 一 7 50 毫米
。

由于受大陆季风气候和太行山屏障的影响
,

造成本区夏季降雨频繁
,

且多集



中在 7 一 8月份
。

7 一 9 月份降雨量 占全年降水蚤的80 % 以上
,

而且常发生短历时特大暴雨
。

泥石

流多是在前期降雨充分
,

或者晴雨相间
,

固体松散物质处于充分饱和或超饱和状态
,

滑动面的摩擦

力和松散物质的粘聚力减小
,

而滑动力明显增大时
,

又遇到特大暴雨情况下发生的
。

因此
,

暴雨

激流是触发泥石流暴发的动力条件
,

也是泥石流的组成部分和搬运介质
。

(二 ) 人为因家
1

、

植被破坏
。

石家庄西部太行山区
,

原是林木苍苍
、

古树参天的原始森林地带
,

在平山县

志记述为
“ 山中树林荫翁

,

风清岚光叠翠
” 。

原始森林的破坏始于春秋战国
,

尤其是 宋
、

元 以

来
,

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民族压迫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
,

此处战争极其残酷频繁
。

抗日

战争时期
,

日本帝国主义烧杀掳掠
。

到解放前夕
,

原始森林已破坏殆尽
,

只留下星星点点的自然次

生林
,

整个山区成了一个经济凋敝
,

百姓摧难
,

地芜人稀
,

童 山秃岭的残局
。

2
、

陡坡开荒
。

近数十年来
,

随着人 日的不断增长
,

耕地面积也在扩大
,

陡坡开 荒 比 较 严

重
。

1 9 8 4年
,

石家庄西部山区坡耕地 已发展到 3 0
.

7 6万亩
。

尤其是
“ 三年经济困难

”
时期和

“ 十

年动乱
”
中

,

陡坡开荒更为严重
。

如赞皇县的黄北坪
、

许亭等地
,

仅 1 9 5 9一 1 9 6 1年陡坡开荒 1 万

亩
, “ 十年动乱

”
中又开荒 8 ,

0 00 亩
。

由于大面积的开垦荒坡
,

习惯于粗放经营
,

开一片
,

丢 一

片
,

同时采用顺坡直耕
,

不合理轮作等耕作方式
,

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

在 1 9 6 3年 暴 雨 袭 击

下
,

已垦荒地表层土当年平均冲刷 2 厘米
,

导致了石花沟
、

黑石等处泥石流的发生
。

3
、

过度放牧
。

由于原始森林
、

植被破坏后
,

没注意人为的恢复
,

加上无计划地超载过牧
,

造成牧草比例失调
,

草场面积 日益缩小和退化
。

牛羊辗转践踏
,

登坡刨根
,

把植被啃的精光
,

使

山体裸露
,

加重了水土流失
,

促使了泥石流的发生和发展
。

4
、

盲目开渠
、

筑路和采矿造成的破坏
。

解放以来
,

山区水利
、

公路事业发展很快
,

群众性

采矿活动 日益频繁
,

所有这些为繁荣山区经济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

但是
,

由于忽视了生态环境间

题
,

尤其是
“ 十年动乱

”
中

,

采取 “ 边设计
、

边施工 ” , “
先上马

,

后加鞭
”
等

“
左

”
的办法

,

只顾一点
,

不顾其余
,

不按科学规律办事
,

无计划的兴建
、

开采
,

不同程度的破坏了山体的稳定

性
,

促使了滑坡
、

崩塌现象的发生
。

施工中的大量废渣乱堆乱放
,

不是堆在山坡
,

就 是 倒 在 沟

内
,

加快了土壤流失速度
,

为泥石流的形成和发展补充了大量的松散固体物质
。

平山县合河口乡牛圈沟 1 9 7 8年 8
.

月 2二日泥石流的发生
,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

牛圈沟流域面

积 3 平方公里
,

地处太行山深处
,

海拔 1 , 4 0 0米以上
,

山势陡峻
,

山体坡度一般在 6 00 以上
,

三

面高山环抱
,

一面开 口
,

卸甲河流经其间
。

山谷成
“
V ” 字形

,

沟底宽 2。米
,

纵坡 2 00 编
。

本沟地

质系太古界
一

阜平群地层
,

岩石节理破碎
,

极度风化
,

山体土砂石覆盖厚度 3 一 5米
,

松散固体物

质非常丰富
。

1 9 7 8年 8月 18 一 19 日
,

经过两天的连续降雨
,

牛圈沟地层 已处于超饱和状态
;

20 日

下午又遇特大暴雨
,

降雨量 40 0毫米
,

历时 4 小时
,

降雨强度 1阳毫米 /小时
。

当日晚 D 点钟
,

突

然暴发 了泥石流
。

据灾后调查分析
,

参与这次泥石流活动的松散固体物质达 1 , 2 00 万立方米
,

形

成崩塌
、

滑坡
、

崩落体 50 多处
,

泥石流的龙头高度 13 米
。

灾后
,

整个牛圈沟村被全部 冲 毁
,

村

基冲深 4 米有余
,

冲毁耕地川。亩
,

死亡 2 。余人
,

牲畜等其它一切财产全部冲光
,

给人民 生命 财

产造成巨大损失
。

创建数百载的牛圈沟村
,

.

被这场泥石流毁于一旦
。

牛圈沟村的变迁
,

是太行 山

生态环境恶化的缩影
,

从这一血的教训中
,

我们应对生态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

三
、

泥石流的防治经验

泥石流是水土流失发展到最严重阶段的重要标志
。

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
,

防止泥石流灾害的



发生
,

是当前山区建设中最迫切的问题
。

多年来
,

全区人民在防治泥石流灾害斗争中
,

有成功的

经验
,

也有失败的教训
。 通过回顾总结

,

其主要经验有三条
:

(一 ) 搞好综合防治规划

水和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

水土流失是影响保持生态平衡和维持生命系

统的重大问题
。

从石家庄西部山区水土流失现状和泥石流的发生
、

发展 中
,

使 山区人民日益清醒

地认识到
,

水土的丰歉
,

关系到一地兴衰
。

保持水土
,

防治泥石流灾害
,

不只是生态领域间题
,

而是与人类经济活动
、

国家经济措施紧密相关的生态经济问题
。

防治泥石流灾害
,

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综合性
、

群众性的工作
,

它具有面宽
、

量大
、

时间长等

特点
。

研究泥石流问题
,

涉及工程地质学
、

水文地质学
、

第四纪地质学
、

土壤学
、

岩相学
、

岩石

学
、

火山学等地理学领域 , 涉及到水文学
、

气象学
、

冰川学等水文气象学领域 ; 涉及 农 学
、

林

学
、

水利
、

畜牧等多种学科
。

在具体工作 中又涉及到农
、

林
、

水
、

牧
、

工
、

矿
、

交等若干部门
。

毛既是一项艰巨的基本建设
,

又紧密结合着当前的经济发展
。

泥石流的综合防治
,

是 由各 种 措

施
,

多种因素结合而成的有机整体
,

各因素间相互制约
、

相互作用均比较复杂
,

影响 也 非 常 深

远
。

因此
,

要防治泥石流
,

首先必须制定一个科学慎重的
、

切实可行的规划
,

才能收到良好的效

果
。

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
,

针对泥石流的具体特征
,

在制定泥石流防治规划中
,

我们始终坚持了

三个基本观点
,

即
:

生态平衡观点
、

经济效益观点和系统工程观点
。

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是防治

泥石流工作的基础
,

没有生态平衡观点
,

就不可能达到根除泥石流灾害的目的
,

同时会给人民的

生产和生活带来潜在的
、

长期的
、

甚至是难以挽回的损失
。

但没有经济效益观点不行
,

如果防治

泥石流不结合经济的发展
,

经济上不去
,

不但直接关系到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
,

也势必影响

人们进行长期治理的积极性
。

因此
,

泥石流的防治规划
,

要着眼于宏观效益
,

重视相互协调的总的

生产力
,

不追求有损子总体的单项产值
,

同时也必须考虑近期的经济效益
。

在制定规划中
,

采取系

统工程的方法
,

选择最佳方案
,

力求用较少的投入
,

最快的速度
,

获得最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

益
。

从这些基本观点出发
,

我们强调防治泥石流规划必须包括三个基本内容
:

1
、

土地利用规划
。

土地利用不合理是造成全区生态失调
、

经济贫困的重要原因
。

通过搞好

土地利用规划
,

明确当地生产的发展方向
,

恰当安排农
、

林
、

牧
、

副
、

渔等各业用地比例 , 明确

农业生产结构
,

进行合理的产业调整
,

使水土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

从根本上控制水土流失
,

繁

荣山区经济
。

为此
,

我们首先从消除
“
愈穷愈垦

,

愈垦愈穷
”
的现象入手

,

改广种薄收
、

单一粗

放
,

为少种高产多收
。

要求各地选择土地肥沃
、

水源充足
、

耕作方便的地方作为农业用地
,

修成

水平梯田
,

保证每人 1 亩稳产高产田
,

粮食达到自给有余 , 在确实没有条件的地方
,

不强求规划

耕地
,

鼓励当地人民发挥当地优势
,

搞好商品生产
。

对 25
。

以上的坡耕地和岗坡次地
,

限期退耕还

林还草
;
对原有林地

,

加强抚育管理
,

提高林分质量
,

增加产品收入 , 对现有宜林荒地
,

根据因

地制宜
、

适地适树的原则
,

营造各种防护袜和经济林
,

同时坚持乔
、

灌
、

草相结合
;
牧业用地适

当扩大
,

人工种草和封山育草相结合
,

确定牧草基地
,

划分轮牧区
,

种植优良牧草
,

同时搞好现

有牲畜品种的改 良和优良品种的引进 ; 对村庄
、

河流
、

道路等其它用地
,

也要从长远计议
,

使之

与整个发展规划协调一致
。

2
、

防治措施规划
。

泥石流的防治
,

靠单项措施不会收到理想的防治效果
。

必 须 坚 持 林

草
、

库坝
、

耕作等措施有机结合
,

建立小流域综合防治体系
,

发挥其群体作用
,

才能有效地防治泥

石流
。



根据泥石流的形成特征和所处流域的自然特点
,

布置坡面综合防治体系和沟道综 合 防 治 体
一

系
。

针对泥石流发生地区山高坡陡
,

岩石破碎
,

崩塌
、

滑塌现象严重等特点
,

先采取稳定 山坡的工

程措施
,

同时进行飞播
、

人工造林或封山育林育草
,

以求增加植被
,

迅速郁闭
,

同时采取水土保
一

持耕作措施
,

使坡面径流最大限度地就地拦蓄
。

规划沟道综合防治体系时
,

针对泥石流发生的原因
,

首先布置上蓄
、

中拦
、

下排的工程措施
。

在沟道上游
,

根据自然条件
,

布设调洪水库
,

修建 塘
一

坝
、

水池等蓄水工程
,

以减少径流下泄
,

削减水流能量 , 在沟道中游布置透水拦沙坝
,

减少沟岸

冲刷和沟底下切
;
在沟道下游则采取排导工程

,

布置排洪道和导流堤
,

给径流留有下泄的出路
。

在规划工程措施的基础上
,

因地制宜地选择乡土树草种或引进外地优 良树草种
,

按 目的 配 置 林

型
。

3
、

投资和效益规划
。

投资和效益规划是确定工程进度的依据
,

也是评价规划是否合理的重

要指标
。

投资规划包括人力
、

物力
、

财力规划
,

目前农民的主要投资是劳动力
。

要根据各地的具

体情况
,

经过全面分析论证
,

定出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投资
,

才能保证规划指标的完成
。

在确定水土

保持投资之后
,

还要认真搞好具体的劳力组织形式和施工方法
,

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

并

根据投资
、

投劳数量确定施工进度
,

算出所需的物料种类和数量指标
。

防治泥石流的效益规划主要包括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生态效益包括拦水蓄水效

益
,

拦泥拦沙效益和改善环境效益
。

经济效益通过实施各项防治措施后
,

减少 了水
、

土
、

肥流失
,

避免了泥石流的发生
,

从而增加当地农
、

林
、

牧
、

副
、

渔各业收益
,
社会效益指根除了泥石流

,

避免

了人畜伤亡
、

交通中断
、

耕地和村庄被冲毁等效益
。

通过科学论证
,

提出泥石流综合防治效益指

标
,

用这些经过努力实际能够达到的美好前景
,

去教育群众
.

鼓舞群众 调动广大干部
、

群众大

搞治理的积极性
。

从过去大量的失败教训中
,

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搞好泥石流综合防治规划的重要 性
。

现 在
“ 没有规划

,

不可施工
” ,

已成为山区人民 自觉的行动
。

如平山县元坊小流域原是一个泥石流多

发地区
,

过去 由 于 没 有
_

科学规划
,

进行盲目治理
,

治理顺序颠倒
:
先治沟后治坡

,

先主沟后毛

沟
,

结果造成谷坊坝多次返工
。

在生物措施上搞单一化
,

不分立地条件
,

不讲经济效益
,

片面追

求什么 a洋槐山” 、 “ 核桃山
” ,

结果核桃树长成
“
小老头

, ,

洋槐树变成
“
蹲山猴

” 。

在封山育
.

林
、

植树种草的同时
,

忽视了抚育管理的规划
,

林草地不设防火道
,

导致 1 9 7 8年重大 火 灾 的 发
一

生
。

近两年来
,

我们认真总结了这些教训
,

为提高广大千部
、

群众对搞好治理规划重 要性 的认
一

识
,

普及科技知识
,

连年举办 了水土保持培训班
。

同时按生态经济学观点
,

制订了元坊小流域综

合治理规划
,

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做法
。

经过几年治理
,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有效地控制 了水土流

失
,

根除 了泥石流灾害
,

生态系统开始转入良性循环 , 经济收入逐年增加
, 19 8 4年每人平均生活

水平比 19 7 8年提高了 4
。

5倍
。

(二 ) 建立综合防治休系

防治泥石流
,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靠单项措施和主观臆断
,

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

必须
`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

全面地
、

发展地考虑问题
,

建立小流域综合防治体系
,

并进 行 精 心 设

计
,

才是根除泥石流灾害的有效途径
。

所谓综合防治体系
,

就是把水土保持的林草
、

耕作
、

库坝

等措施
,

在流域内依据自然特点和利用方式
,

按一定结构的科学配置的综合防治系统
。

它主要包

括坡面防治体系和沟道防治体系
。

二者紧密结合
,

相辅相成
,

缺一不可
,

形 成 一 个 有 机 的整

钵
。

1
、

设计标准
。

泥石流综合防治体系按以
’

下标准进行设计
:
流域内水土流失面积上全部因地



制宜地布设了各项防治抬施
,

林草面积 占宜林宜草面积的 80 % 以上
,

植树种草成活保存率 9 0% 以

上
; 一般工程设施按 日暴雨 1 00 毫米设计

,

拦水蓄水效益显著
,

拦泥拦沙效益 70 %以上 , 改 广 种

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
,

改单一经营为综合经营
,

商品生产有 了发展 , 每人平均生活水 平 明显 提

高
,

生态系统转入良性循环
。

2
、

坡面标合防治体系
。

坡面体系是为了防冲固土
,

为农业生态系统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

由于坡面是泥石流的形成区
,

因此
,

坡面防治体系要做到坡面径流量最大限度地就地蓄渗
,

就地

利用
,

在设计标准情况下达到雨水不下坡
。

坡面工程措施以蓄为主
,

根据地质
、

土地 类 型 等特

点
,

通过修
、

填
、

开
、

挖等办法
,

用田间道
、

盘山渠
、

林 草 带 把 农用梯田
,

林草整地和饮用拦

蓄工程有机联系起来
,

形成 以蓄为主
,

渗引漫排相结合的坡面工程体系
。

坡面工程主要包括水平

梯田
、

水平条田
、

反坡梯田
、

隔坡梯田
、

水平沟
、

水平阶
、

鱼鳞坑
、

涝地
、

水窖
、

水簸箕
、

引洪

渠
、

排洪渠等
。

在进行坡面工程体系设计中
,

各单项工程之间要有配合
,

坚持因势利导
、

顺上利

下
、

运用灵活
、

就地取材等原则
,

通过技术设计
,

达到避害趋利的目的
。

在布置工程防治体系的

基础上
,

根据立地条件和土地利用规划及工程措施的特点
,

采取草灌乔结合
、

农果林结合
、

集中

连片和见缝插针相结合的方法
,

因地制宜地选择高产
、

优质
、

抗早
、

耐瘩
、

速生的树草种
,

按 目

的配置林型
。

远山
、

高山以封山育林育草和飞播造林为主
,

在崩塌
、

滑坡活动强烈地段
,

应先采用

工程措施稳定山坡
,

同时大搞飞播或人工造林
。

在近山
、

浅山区一般采取人工造林方法
,

营造农

果林相结合的防护林和经济林
。

在童山秃岭
、

土层极薄的地方
,

可先种草
,

后栽树
。

通过精心设

计
、

精心施工
,

建立成网
、

成带
、

成片的生物防治体系
。

全区坡面选择的主要树草种有洋槐
、

臭

椿
、

山杏
、

油松
、

榆树
、

红枣
、

石榴
、

葛藤
、

沙打旺
、

黄花
、

桑树
、

金银花等
。

3
、

沟道综合防治体系
。

现代侵蚀沟
,

是水力
、

重力和潜流侵蚀作用的集中点
,

是泥石流集

中的通道
,

卜切
、

侧蚀
、

崩塌
、

滑坡均严重
。

在部署沟道综合防治体系时
,

要从上游到下游
,

从

沟头到沟口
,

从毛沟到干沟
,

从沟岸到沟底
,

全面布置
,

层层设防
,

分类施治
,

因沟制宜
。

通过削

垫筑淤等办法
,

改造削除破烂沟坡
、

活动塌方和暗沟箱穴
,

逐级修筑沟头防护
、

蓄水 池
、

谷 坊

坝
、

淤地坝
、

调洪水库
、

塘坝及排灌渠系
,

建立上蓄
、

中拦
、 ’

一

厂排的沟道工程 防治体系
。

在工程

措施的基础上
,

根据 自然特点
,

按乔灌草相结合
、

一年生和多年生相结合
、

水生和旱生相结合等原

则
,

因地制宜地选择优良树草种
,

从分水岭到沟 口
,

由高到底
,

营造乔灌混交的防风林
、

林草间

作的防冲林
、

果农间作的经济林
、

绿化四旁的用材林
、

巩固工程的防护林等
,

建立沟道生物防治

体系
,

发挥群体作用
,

最大限度地控制水土流失
。

全区沟道造林常选用落叶松
、

油松
、

水杉
、

洋槐
、

橡树
、

核桃
、

柿子
、

枣树
、

杨树
、

柳树
、

苹果等

树种和葛藤
、

首蓓
、

芦苇
、

沙打旺等草种
。

建立泥石流综 合防治体系
,

能改善各项防治措施的各 自效果
,

发生质的变化
,

收 到 很 大 好

处
。

它既可以使草木 皆生
,

盘根错节
,

水土相连
,

相互制约
,

又可以使各项防治措施彼 此 取 长 补

短
,

相辅相成
。

这就既降低了单项措施的承担能力和设计标准
,

减少了总的工程量和投资
,

又能

较快的建立良好的生态系统
,

促进生态平衡
,

使农林牧副渔各业互相协调
,

彼此促进
,

达到以较

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目的
。

从 1 9 8 4年开始
,

为 了把建立防治体系的思想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

全区举办了
“
小流域综合

防治体系设计
”
培训班

,

并在易发生泥石流的赞皇县许亭西沟小流域进行了综合防治体系设计试

点
,

在详细的外业调查基础上
,

组织多学科科技人员协作攻关
,

进行了科学系统的论证
,

建立了

综合防治体系
,

并进行 了具体的技术设计
。

一年来
,

通过按设计施工
,

已看出明显的实际效果
。

由



于典型引路
,

有力地推动了全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

(三 ) 搞好施工
,

加强经营 , 理

在综合防治规划指导 下
,

按建立的综合防治体系和设计方案施工
,

是有条理
、

有步骤的
,

但

施工管理工作必须加强
。

三 中全会以来
,

随着山区政策的开放
,

山区人民治理山区
、

建设山区的

积极性空前高涨
。

1 9 8 4年石家庄地委做出了 《开发太行山放宽政策的若干规定》 ,

进一步激发了

山区人民防治泥
一

石流灾害的积极性
。

一个 “
统一规划

,

精心设计
,

联户承包
,

讲究效 益
”
的 局

面 开 始 形 成
。

平山县去年小流域治理 60 平方公里
,

全部由 1 37 个联合体承包
。

承包前由联 合体

与县水利局直接签定经济合同
,

减少 了中间环节
,

避免了投资的浪费
。

小流域治理联合体是 山区

人民在自愿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一种新的合作经济形式
,

它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
,

在治理
、

开发山

区工作中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

如元氏县石板沟牛风书联合体
,

从 1 9 8 3年开始
,

承包治理

泥石流沟 3
,

00 0亩
,

按照统一规划设计
,

经过两年施工
,

已完成治理面积 1 ,

5 00 亩
,

同时工程质量

均达到了设计标准
,

种草植树成活率和保存率均在 90 %以上
。

泥石流的治理投资
,

坚持自力更生为主
,

国家补助为辅的原则
,

根据各地群众的积极性和经

挤能力
,

安排施工计划
。

国家投资的使用
,

采取
“
拉开档次

,

择优投放
” 的办法

,

对积极性高
、

经济困难的多补助
,

对经济条件好或经济困难又 没 有 积 极性的地方
,

就少补助或不补助
。

补助

方法采取了
“ 以物代助

” , “
以奖代助

” 和 “ 直接拨款
”
等措施

,

这样不但发挥了投资的效用
,

同

时也调动了广大群众自力更生搞治理的积极性
。

如元氏县 二架岭小流域
,

总面积 7 ,

5 00 亩
,

也 是

一个泥石流沟
。

诸书怀联合 体 承 包 后
,

不等不靠
,

自己办起了粉条加工厂
,

每年纯收入 5 , 0 00 多

元
,

全部投入治理工程中
。

他们以山为家
,

吃住在山沟
,

常年自己搞
,

忙时请亲朋
,

雇 帮工 突

击
,

一年就完成治理面积 2 , 2 5。亩
。

为搞好施工质量
,

地县乡各级技术人员发汤创新务实精神
,

实行现场办公
,

经常召开专题讨

论会和现场示范会
,

解决了施工中种种疑难问题
。

全区坚持了小流域综合治理的质量检查制度和

竣工验收制度
。

如平山县采取 “ 自查
、

互查
、

联查
” 和 “

半年一小评
、

一年一验收” 等办法
,

并

创造 了用 “ 铅丝模
” 验收鱼鳞坑等措施

,

使施工质量普遍提高
。

在一些老泥石流地区
,

经过人们的多年治理
,

林草植被得到初步恢复
,

经济有了 很 大 地 发

展
。

随之而来的就是抚育和经营管理间题
。

针对全区前几年经常发生火灾等问题
,

采取了防范措

施
,

建立健全了林草地的管理责任制
。

针对有些地方洋槐树变成
“
蹲山猴

” ,

苹果园长成
“
用材

林
”
等问题

,

进行 了技术培训和林木更新
。 “ 三分造

、

七分管
” 这个道理

,

在一些老泥石流治理

区
,

已经变为群众的 自觉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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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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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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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令老 `令
、
, 令七宁台习台分召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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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工程措施配合生物洽理
。

在流域中游修建拦挡工程
,

稳住滑坡
,

让林草生长过程中 免 遭

泥石流危害
。

( 1 ) 在滑坡体后壁山坡修一道截水沟
,

使坡上径流不致进入滑坡体内
;

( 2 ) 滑坡体以下至皮革社沟床内修建门坎和谷坊
,

防止沟床冲刷下切
;

( 3 ) 流域下游洪积扇上修建了一条泥石流导流堤
,
宽 6 一 8 米

,

深 2 米以上
,

长 1公里多
。

通过儿年来的治理
,

子耳坡沟已连续 4 年没有暴发泥石流
,

有效地保证了康定北城的安全和

公路交通畅通
,

人民生活得到了保障
,

使这一少 数 民 族地 区的文化中心— 康定城更加繁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