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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好水土保持

是开发山区
、

振兴山区经济的根本大计

—
8 1 9 5年 2 1月 1 9日在山 东省水土保持 系统

先进单位
、

先进个人表彰会上的讲话

卢 洪

( 山东省人民政府 )

同志们
.

我们这次会议
,

是全省水土保持系统第一次先进单位
、

先进个人表彰会议
。

参加这次会议时

有全省水土保持先进单位的代表和先进个人
,

各地
、

市
、

重点县水土保持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和省
`

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共 25 0多人
。

会议开始
,

传达贯彻了国务院办公厅 1 9 8 5年 43 号文件和 中莱
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

、

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联合召开的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保持工

作座谈会精神
,

有 5个单位在会上发了言
,

总结交流了经验
。

大会还将对 68 名先进单位和先进个

人进行表彰
。

因此说
,

这次会议既是一次表彰先进的会议
,

也是一次总结交流经验
,

具体贯彻落

实省委
、

省政府关于加快山区开发建设
,

振兴山区经济的会议
。

通过这次会议
,

将会进寸步推动

全省水土保持工作的深入发展
,

动员水土保持战线广大千部职工和各行各业
,

同心同德
,

为加快
:

山区致富的步伐而贡献力量
。

·

下面
,

我根据会议情况和山东省水土保持工作实际
,

讲几点意见
。

一 、 山东省水土保持工作的形势

当前
,

山东省城乡正在认真学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
,

继续深入贯彻中央 1 号文件精神
,

进
-

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
,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

发展商品生产
,

整个形势是很好
-

的
。

尽管今年早
、

涝
、

风
、

雹等自然灾害较多
,

但由于全省人 民的共同努力
,

农业生产仍然获得
·

了较好收成
。

全省粮食生产夏增秋减
,

预计全年总产略高于去年
。

棉 田调减了54 万多公顷
,

预计

棉花总产 1 10 万吨左右
。

花生
、

瓜莱
、

红麻等经济作物
,

都有较大幅度增产
。

林业
、

畜钦业
、

渔

业
、

乡镇企业都比去年有较大的发展
。

可以说
,

基本实现了省委年初提出的
“
压缩棉田

,

搞好转

产
,

收入不减
” 的要求

,

仿计全省农业总产值可达 34 8亿元
,

增长 9
.

9%
,

农民每人平均纯收入比

去年增加 20 元左右
。

在水土保持方面
,

通过认真贯彻中央三个 1 号文件和胡耀邦同志关于
“
对全

国农业生产上的指导
,

要狠抓两个转变
: 一是从单纯抓粮食生产转到同时狠抓多种经营 ; 二是从

单纯抓农 田水利建设转到同时大力抓水土保持
,

改善大地植被
”

的指示
,

整个形势也是很好的
。

特别

是自 1 9 8 3年 1 1月全省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以来
,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
,

全省水土保持工作有了

新的发展
,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一 .

首先
、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山区致设的战略地位有了断的认识
,

把加快山区碗设
,

振兴山区经

生



挤提到了盆要议事日程
,

从而推动了水土保持深入发展
,

鼓舞了山区人民搞好水土保持
、

改变落

后面貌的 4 志
,

增强了洽穷致窗的信心
。

对搞好水土保持
,

加快山区建设步伐
,

省委
、

省政府一

直十分重视
。

特别是 1 9 8 5年 7 月份
,

李昌安同志带领省直 20 个厅局的负责同志
,

深入沂蒙山区调

查研究
,

现场办公
,

帮助山区人民研究开发建设山区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
,

现场解决问题
,

这对

山区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

对搞好水土保持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

之后
,

临

沂
、

枣庄
、
济宁

、

潍坊
、

淄博
、

济南
、

烟台等地市的领导同志
,

都带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

深入

山区调查研究犷并从人力
、

物力
、

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援
,

使山区开发建设和水土保持工作
,

取得

了初步成效
。

如沂蒙山区
,

现在出现了群情高涨
,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
,

治穷致富的新气象
,

自
一

然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

多种经营发展很快
,
预计 6 个山区县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2

.

3%
,

每人平均收入增加 30 元 ; 特别是在去年每人平均收入不足 1即元的贫困村中
,

有了
.

5%的单位摆爵

了贫困
。

沂水县把山区建设和水土保持工作列入了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

建立了从县委书

记
、

县长到有关部门负责人承包治理小流域的责任制
,

明确奖惩
,

定期检查
,

一包三年
,

不仅促

进了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
,

还带动了全县其他事业的发展
。

第二
、

户包治理小流域在山东省有了新的突破
。

山东省户包小流域治理
,

是在农业联产承包责

任制
,

落实山滩
、

林木经营权和推行山西省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这些承包户
,

开始多半是以

林果业为主进行承包的
,

后来逐步认识到
,

光搞林果不行
,

还需要兴水利
,

修梯田
,

以小流域为

单元进行综合治理
。

实践证明
,

户包小流域治理
,

是开发治理 山区的好形式
。

由于实现了
“
治

、

一

管
、

用
”
和

“
责

、

权
、

利
” 的紧密结合

,

它不仅能调动起承包户的积极性
,

充分发挥当地优势
,

合理开发利用山区资源
,

建立起良好的生态环境
,

而且文能使群众有经营自主权
,

得到实惠
。

这

是户包治理小流域得以发展的关键
。

据 1 9 8 4年冬统计
,

山丘区小流域治理的承包户已达 15万户
,

洲包治理面积 5
, 7 87 平方公里

,
1 9 8 5年又有新的发展和突破

。

第
、

三
、

水土保持与发展商品生产相结合
,

在治理内容上有了断发展
。

山东省的山丘区
、

风沙

区
,

人少地多
,

资源丰富
,

具有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的巨大潜力
。

过去由于受
“
左

” 的思想影

响
,

水土保持工作主要围绕抓粮食修梯田
,

措施单一
,

各种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利用
,

生产潜力没

有得到充分发挥
,

致使这些地方生产发展缓慢
,

群众生活水平不高
,

还有相当一部分单位至今仍

处于贫困状态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

各级党委
、

政府端正了水土保持的指导思想
,

主要有
:

在治理措施上
,

由过去以工程为主
,

单户治理
,

转向以林草为主
,

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结合
,

农
卜

林果结合
,

综合治理
,
在经营方针上

,

由过去以粮食为主
,

转向在继续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
,

大

力发展种植业
、

何养业
、

林果业
、

加工业
,

变出售原料为出售商品
,

农林牧副渔互相促进
,

全面

发展
。

淄博市淄川区峨庄乡
,

坚持走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
,

发挥当地果品和药材多的优势
,

挖
`

掘劳动资源潜力
,

先后办起了果品加工厂
、

制药厂等
,

生产果脯
、

果干
、

果酒
、

罐头
、

中成药
,

供应国内外市场
,

连同其他工副业
,

年利润达 70 多万元
。

第四
、

各种典型大 , 涌现
,

为不 同类型水土流失区的洽理握供了断经脸
。

这次会上表彰的在

水土保持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

为我们搞好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经验
,

为

全省水土保持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树立了榜样
。

如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表彰的五莲县
,

是大

面积治山绿化
,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初步达到良性循环的典型 , 沂水县夏蔚区
,

坚持治管结合
,

水土保持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典型 , 历城县柳埠区窝铺小流域是全面规划
,

科学治理
,

短期内取得

显著效益的典型 , 栖霞县大柳家乡是以封山为主
,

狠抓植被建设
,

缓洪拦沙效果好
,

群众收益见

效快的典型
; 以及淄博市峨庄乡坚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

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典型等
。

这次省水



土保持委员如总结推广的莱芜市房千
、

沂南县石门
、

沂水县牛场子和上常庄
、

蒙阴县安口
、

沂源

县璞邱
、

平邑县大埠槐
、

临胸县申家庄
、

平度县方家
、

荣成县马道
、

邹县城前和山亨区北庄笼泰

安市郊区卞港等
,

都是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开发治理山区丘陵的典型 , 苹县马西
、

冠县刘屯
、

曹

县杨堂
、

夏津县后屯
、

广饶县西营以及惠民县联五等
,

都是平原地区治理风沙的典型
。

这些典型

的共同特点是
,

坚持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

注意发挥自己的优势
,

都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划
,

长短

结合
,

以短养长
,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比较显著
,

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明显的示范作用
。

它们的

经验应当大力推广
。

第五
、

水土保持 , 查
、

区划
、

规划成果显著
,

为防治水土流失提供了断的科学依据
。

在 19 83

年 1 1月召开的全省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
,

我们首批部署了以淮河流域为重点的 43 个县的水土保持

普查
、

区划
、

规划工作
,

有关地
、

市
、

县政府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
,

都是分管县长挂帅
,

先后组

织农业
、

林业
、

水利
、

水土保持
、

区划等有关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 2 ,

00 。多人
,

投入了这项工作
,

最后逐级检查验收
。

通过普查规划
,

不但摸清了水土流失的现状
,

为防治水土流失提供了可靠依

据
,

还为各级政府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供了资料
,

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赞扬
。

现

在
,

淮河流域山丘地区的普查巳汇总上报淮委
,

第二批正在进行
,

预计明年上半年即可基本完成

全省山丘区和平原风沙区的普查
、

规划工作
。

在大好形势下
,

我们还必须看到
,

全省水土保持工作还不能适应 振兴全省经济的需要
。

有的

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长期性
、

艰 巨性还没有提到应有的位置上来认识
,

把这样一项造福子孙后代
、

改造自然的伟大事业
,

当作临时措施来抓 , 有的对胡翘邦同志提出的
“
种草种树

,

发展畜牧
,

改

造山河
,

治穷致富
分 的指导思想理解不深

,

措施不力
;
户 包治理小流域的水土保持责任制

,

有待

于进一步完善 , 对科技进山
,

科学治理
,

综合治理
,

抓得不够有力
。

这些都影响了水土保持工作

的进一步开展
,

必须引起我们各级领导的重视
,

并认真加以解决
。

二
、

今后工作意见

关于山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方针
,

省委
、

省政府明确指出
,

山区建设要
“
实行 以林为主

,

农林

收工商结合
,

多种经营
” 。

今后
,

我们的水土保持工作
,

就是要在这个方针指导下
,

加速治理步

伐
,

使全省山区
、

丘陵区
、

风沙区水土流失严重的状况
,

尽快得到控制
,

为四化建设创造一个良

好的生态环境
,

为商品生产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

为农民致富提供更多的资源
,

实现省委提

出的争取三五年内山区面貌有一个大的改观
。

为此
,

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

第一
、

要充分认识搞好水土保持是开发山区
、

建设山区
、

振兴山区经济的根本大计
。

水土保持是

开发建设山区
,

改变山区贫困面貌
,

振兴山区经济的根本大计
。

对此
,

中央曾发过很多文件
,

中

央领导同志也曾作过多次指示
, 1 9 8 5年 9 月 23 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中又指出
: “

大力种草
、

种树
,

逐步改变水土流失严

重的状况和控制某些地区的沙化倾向
。

要把这些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

” 多年的实践证明
,

在山区和风沙地区
,

水土保持这项基础工作做不好
,

经济建设就会走弯路 , 只有坚持不懈地开展

水土保持工作
,

逐年积累
,

就会收到明星的效 果
。

我们要认真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教训卜饰卯对

识
,

真正把抓好水土保持
,

同改善大地七咖
、

实现

失的危害性和搞好水土保持重要性的认

愁系统良性循环
,

同到本世纪末实现工

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
。 ’ ·

山东省山丘区
、

风沙区占了全省总万改只丙二分之一犷这里人少地多
,

资源丰富
,

可以说
,

这

了
、



一地区是山东省经济翻番
、

经济振兴的优势所在
,

潜力所在
,

后劲所在
,

希望所在
,

潜力很大
。

但当前大批资源未被开发利用
,
是山东省经济发展的一个薄弱地 区

。 “ 七五
”
期间

,

要逐步把这
一地区建成林牧副渔业的重要基地

。

如桌搞不好水土保持
,

’

那是难以办到的
。

周总理在世时曾经

指出
: “

水土保持是山区生产的生命线
,

`

是山区综合发展农业
、

林业和牧业生产的根本措施
。 ”

因此
,

我们必须从搞好水土保持入手
,

,
,

保住水土
,

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多种经营的发展
,

使山丘区
、

风诊区的人民尽快富起来气这次会议上
,

许多单位介绍的经验给了我们深刻的启发
,

为我们提供了经验
。

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

望
。

看来
,

关键在于各级领导真正从思想上重视水土保持工作
, ,

采取得力措施
,

就一定能够典得显著的成效
; 改变山区贫困面貌

,

振兴曳辱经济 就大 有 希

第二
、

要进一步落实完善户包治理小流域的水土保持资任制
。

两年来
,

户包治理小流域的水

土保持责任$J, 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 得到了洱速的发展
·

这说明
, 它是符合山东省农村生产力

的发展水平的
,

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进一步普及和提高
,

也是加快治理水土流失的好形式
。

胡耀

邦同志说
, “

中国沙漠太多
,

荒山太多气我们这代人想要把中国自然面貌改变
,

看来不大容易
。

但是
,

总得摸出一点办法来呀 ? 前几天
,

赵紫阳同志讲过
,

要搞小流域治理
,

搞承包大户
。

看来

这大概是个成功经验
,

我赞成
。 ”

一个小流域
,

集水土林草于一域
,

为农林牧副渔业的发展创造

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也是山区
、

风沙匡群众立足本地资源尽快治穷致富的正确途径
。

要搞好小流

域治理
,

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间题
:

要有一个切合实际的规划
。

这个娜划要以水土保持普查
、

区划
、

规划为基础
,

在进一步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制订
。

要认真贯彻胡耀邦同志
“
要狠抓两个转变

”
的指示和

“
防治并重

,

治 管 结

合
,

因地制宜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除害兴利
”
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

,

实行以林为主
,

农林牧

工商结合
,

多种经营
,

全面发展
。

在规划中
,

要进行宏观方面的战略分析研究
,

既要考虑当前利

益
,

又要考虑长远利益 ; 既要注重经济效益
,

又要重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做到长中短结合
,

以短为主
,

工程
、

植被
、

耕作措施结合
,

以生物措施为主
,

使之符合以小流域为单元 进 行 综 合

治理
,

集中治理
,

连续治理的要求
。

要按照中共中央
、

国务院 《关于深入扎实地开展绿化祖国运

动的指示 》 中所指出的那样
,

坚决克服那种治山治水只偏重工程措施
,

而忽视生物措施
,

或者只

种乔木
,

不注意乔灌草结合的偏向
。

应当认识
,

把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转化为良性循环的根本出

路
,

在于大力种草种树
,

增加大地绿色植被
。

在植物措施上
,

要做到乔灌草一起上
,

果木药一齐

抓
。

要合理搭配薪炭林
、

经济林
、

防护林
、

用材林
,

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要大种
“ 三条

,, (紫穗
;

槐
、

腊条
、

棉柳 )
、

、

“ 三花
” (金银花

、

玫瑰花
、

黄花菜 )
,

逐步形成合理的植物防护群落
,

以

及与拦沙
、

蓄水工程相结合的综合防护体系
。

要维护规划的严肃性
、

连续性
,

防止规划与生产活

动脱节
,

防止 “书记换
,

规划变
” ,

防止劳民伤
、

财
,

大呼隆
。

农民承包小流域治理
,

要按规划的

要求治理
,

服从规划安排
,

不能各行其是
,

更不允许在承包小流域内任意采石
、

取土
,

破坏原有

植被和其他水土保持设施
,

对造成损失的要严肃处理
。

要注意经济效益
,

这是户包治理小流域发展巩固的关键
。

农民承包的目的是要尽快取得个人
-

的经济收益
,

而水土保持的小流域治理 又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

因此
,

必须正确处理长中短的关系
,

实行以短养长
。

.

所谓短
,

就是当年有收入
;
所谓中

,

就是三

五年见收益 , 所谓长
,

就是长期有效果
,

`

各地应积娜!暑农民在按照规划治理小流域的同时
,

充

分发挥当地水土资源的潜力
,

允许承包户发展苗木生产
,

饲养畜
、

禽
、

兔等食草动物
,

在幼树下
种植豆类

、

花生
、

芝麻等
,

雄
群众尽快致富的一等妙

途径
。

发展中期见效的项 目
,

要注意发



挥当地优势
,

各打各的优势仗
,

尽快把潜力挖掘出来
。

如平邑的金银花
,

已有印 0年的历史
,

现

在年产 1 ,
500 多吨

,

是我国的重点产区
。

金银花的特点是根系发达
,

适应性强
,

便于 管 理
,

药用

价值高
,
既能保持水土

,

又能增加收入
,

是山区的优势之一
,

应大力推广
。 、

苹果
、

板栗
、

山碴
、

红枣
、

黄梨
,

以及其他优 良乡土果树
,

在全省山区
、

风沙区历史悠久
,

经过科技人员培植改良
,

有的己达
二

到速生矛矮化
、

密植
、

高产的效果
,

应普及推广
。

还有
,

利用库塘发展养殖业
,

种植优

良牧草发展畜牧业
,

这方面的优势也很大
。

-

’

要进一步完善小流域治理责任制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
,

特别是近几年来
,

党中央
、

国

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放宽承包荒山荒滩政策的措施 ` :

最近
,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
“
第七个五年

计划的建议 ” ,

为了更好地振兴农村经济
,

又规定了六项政策和措施
,

这对于我们开展小流域治

理
,

搞好水土保持
,

是完全适用的
,

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

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按照中央和省委
、

省政府规定的一些具体政策
,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家庭联产和户包治理小流域的责任制
。

当前
,

对承

包户
,

一方面要支持并保护他们的合法 利益
,

保护他们的积极性
,

维护合 同的严肃性
; 另一方面

让他们量力而行
,

不要靠大量贷款去雇工和购买过多固定资产
,

使承包户都变成
“
欠债大户

” 。

承包大户治理速度要适当
,

措施上要长短结合
,

使他们真正成为自力更生
、

勤劳致富的典型
。

同

时
,

进一步落实在家庭联产承包的基础上
,

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
,

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合经

营的政策
多
在坚持按能承包的前提下

,

谁投资
,

谁经营
,

谁得益的政策 , 对骨千工程和涉及生态

效益
、

社会效益大的建设项目投资投劳的政策 , 制止破坏地貌植被
,

防止新的水土流失的政策 ;

以及科技服务政策和投资信贷政策等等
,

以保证水土保持工作顺利发展
。

第三
、

认真贯彻执行 《水土保持工作杂例 》
、

,

坚决制止断的水土流失
。

近几年来
,

.

山东省有

些单位和个人在山区
、

丘陵区
、

风沙区开矿
,

修路
,

采石
,

烧窑
,

兴建工厂或进行其 他生 产 建

设
,

.

由于忽视水土保持
,

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

加上其他原因
,

每年新增的治理面积还补不上减少
、

的面积
。

因此
,

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

已成为全省当前水土保持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
。

据 1 9 8 4年水

利年报统计
,

、

全省山丘地区当年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65 7平方公里
,

而当年减少的治理面 积 却

达到 7 02 平方公里
。

有个单位去年减少的治理面积比新增的治理面积大 10 多倍
。

对这个 间题
,

必

须引起高度重视
,

并采取有力措施
,

防止新的水土流失
。

否则一面治理
,

一面又增加新的水土流

失面积
,

这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和环境生态带来严重影响
。

为此
,

要求各级水利电力
、

公路
、

铁路
、

工矿和乡镇企业等部门
,

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颁布的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在山区
、

丘

棱区
、

风沙区兴建工程和进行生产时
,

应尽量减少破坏地貌和植被 , 开采土石沙料和堆放矿渣
、

尾沙
,

必须妥善处理
,

不准倒入河道
、

水库 , 工程竣工时
,

取土场
、

开挖面等范围内的裸 露 土

地
,

由施工单位采取植物措施和必要的工程措施
,

防止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

对已造成水 土 流 失

的
,

谁造成的谁治理
,

限期完成 , 对拒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

造成水土流失灾害的
,

必须按照该

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处理
。

各级水土保持部门
,
应该成为执行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的权威机构

,

担负起该条例中所赋

予的责任
,

督促检查有关部门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

不仅有权督促检查同级兴办的各项基本建设和

生产中的水土保持工作
,

而且有权督促检查上级在本地区兴办的各项基本建设和生产中的水土保

持工作
,

各级水土保持主管部门
,

应会同有关单位对开矿
、

修路
、

采石
、

建厂等各项基本建设中

排弃的固体物进行一次普遍检查
,

抓住突出的好坏典型要通报表扬和批评
。

今后各部门在报批工

程规划设计和生产计划时
,

要按照该条例中规定
,

必须包括防治水土流失的实施方案
。

实施方案

应在计划批准前征求水土保持部门的意见
,

批准后由水土保持部门监督实施
。

在一个县范围内的
,



由县水土保持部门监督
,

跨两县的由市
、

地区水土保持部门监督
,

跨两个市
、

地区的由省水土保

持部门监督
,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拒绝
。

第四
、

书科技进步
,

抓科学洽理
,

综合洽理
。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
,

是水土保持能否取得显著
-

成效的一项基础工作
。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创造了许多技术经验
,

对水土保持工作开展起了重要作

用
。

现在很重要的问题
,

是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科学技术成果
,

推广到水土保持工作中去
,

使科研

走到生产的前面
,

更好的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同时
,

也要看到
,

在水土保持中还有一些新

的课题需要研究解决
,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和健全水土保持科研机构
,

认真研究解决好不同类型区

的水土流失发生
、

发展规律和治理措施间题 , 不同类型区的不同坡度
、

不同措施的选 择搭 配 何

题 , 不同措施的最佳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等问题
。

这就要求山区的党政领导
,

真正理解山区的希

望在知识
,

在科技
,

在人才
。

要把科学实验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
,

坚持科研为生产服务的方向
,

组织力量攻关
,

解决水土保持急需解决的课题
。

要以现有测站为基础
,

再布设一部分简易测站
,

以便积累资料
,

提高水土保持的技术水平
,

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

要建立和健全科技服务体系
。

特别是实行户包治理小流域后
,

极大增强了农民自力更生的能

力
,

要支持其发展
,

很重要的一环在于建立服务体系
。

县里要组织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技术人员参

加
,

成立水土保持开发服务公司
,

负责技术培训
,

建立示范实验基地
,

引进先进技术和培育优良

树草品种
,

为治理户提供服务 , 在乡村也要建立水土保持服务小组
,

负责本乡
、

本村治理任务的

落实与实施
,

检查验收治理成果
。

这样从上到下
,

把治理开发技术
、

信息传递
,

物资供应
、

管理

养护等落实到实处
,

既能有力地推动工作的开展
,

又能保证治理质量
。

搞好科研和各项服务工作
,

关键在于人才培养
。

首先
,

要鼓励科技人员进山研究 山 区 开 发

和水土保持的科学技术间题
,

可以实行技术承包
,

对做出显著成绩者要给予奖励
。

同时
,

要优先
照顾高中级科技人员的家属户 口间题

、

子女升学和就业间题
。

要加快人才培养
,
可以采取多层次

培养的办法
。

县里也可在农业中学中设立水土保持班
,

负责培训农民技术员 , 省地要在农林水$lJ

学校中办水土保持专业
,

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

要重视发挥回乡高初中毕业生的作用
,

采取多种形

式对他们加强培训
,

使其不断提高科技水平
。

在这方面
,

大家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去抓
,

因为正反经

验 已经证明
,

没有一定水平的人才
,

就搞不 出一定水平的工作
,

水土保持也难以有更大的进步
。

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初步允许从治理经费中拿出一定比例的钱
,

搞科研
,
办教育

。

我们各

级都要多想点办法
,

多挤一点钱
,

切实抓出点成效
。

这样比单纯用于治理
,

效果会好得多
。

第五
、

要进一步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导
。

万里副总理指出
,

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 “

关键

是领导间题
” ,

又说
“
第一思想要重视

,

第二组织要有保证
。 ”

钱正英 同志在黄河中上 游 地 区

水土保持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
: “

要强化省地县水土保 持机构
,

7 省区都 建 立 了水

土保持委员会
,

今后主要是真正做到名副其实
,

肩负起应该负起的责任
,

变成水 土保持 方 面 的

权威机构
。

对于办事机构也应予以加强
。 ”

关于水土保持机构
,

国务院发布的 《水 土保 持工 作

条例 》 第三条作了明确规定
: “

有防治水土流失工作任务的地方
,

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

设立必要的水土保持工作机构
。 ”

省委鲁发 ( 19 8 2 ) 42 号文件也作了具体规定
,

希望各地市县的

领导同志要很好检查一下
,

把水土保持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建立健全起来
。

农业
、

林业
、

水利等

有关部门
,

要继续给予大力支持
,

共同把这项关系四化建设大业的事办好
。

要继续抓好水土保持普查工作
,

这是摸清山区发展规律
,

防治水土 流失的一项十分 重 要 的

基础工作
。

山东省的水土流失基本情况
,

至今还是沿用建国初期的一些基础数字
,

30 多年来 经

过几次破坏
,

有些地方的林木砍伐殆尽
,

地貌惨遭破坏
,
水土流失加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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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灌木林的综合生态经济效益
,

把林业生产搞上去
,

提出如下建议
:

1
、

作好发展灌木林的规划
,

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

广泛宣传和动员群众
,

坚持不懈地

努力
,

完成地委
、

行署制定的奋斗 目标
,

即农村每人平均 0
.

3公顷草
、

0
.

2公顷林的任务
。

2
、

灌木林的造林树种有柠条
、

山桃
、

沙柳
、

毛条
、

沙棘
、

胡枝子
、

刺槐等
。

各树种有不同

的生物学特性
,

要因地制宜
,

合理配置
。

柠条
、

毛条宜种植在山坡中下部
,

缓坡地采用带子田整

地
,

带间距 1
.

5米
,

丛距 0
.

3一 0
.

5米 ; 陡坡地采用鱼鳞坑造林
,

鱼鳞坑底部改为向内倾斜
,

防止

淤泥埋没动苗
。

要扩大沙棘
、

山桃的造林面积
,

且置配在山坡中下部
。

沙柳
、

怪柳产量高
,

是优

良的编织用材
,

要在立地条件较好的阴坡下部
、

河滩
、

地埂造林
。

刺槐作矮林经营
,

在阳坡下部

和阴坡中下部造林
。

3
、

灌木种类较少
,

从外地引进优良灌木种
,

对丰富本区的灌木资源
,

发展灌木林生产有重

要意义
。

固原县从辽宁引进的二色胡枝子
,

经两年试种
,

产量高
,

平茬周期短
,

适于在山坡中下

部
、

退耕地
、

撂荒地生长
,

各县可继续引种
。

此外
,

六盘山野生灌木种较多
,

可选择生长快
、

产

量高的树种
,

进行栽培
,

变野生为家种
,

如与二色枝子同属的胡枝子等
。

4 、

实行草灌混交
。

许多灌木初期生长缓慢
,

短期内不能获得经济收益
,

而牧 草 生长 周 期

短
,

见效快
。

草灌混交能以短养长
,

缓和林牧矛盾
,

提高群众造林的积极性
。

与灌木混交的草种

有沙打旺
、

红豆草
、

草木择等
。

混交方式 以带状为宜
,

便于经营管理
。

5 、

对未成林的幼林
,

要加强抚育管理
,

防止人畜破坏
,

及时中耕除草
,

促进生长
,

加速成

林
。

要管好
、

用好林业建设 补助款
,

把造林
、

抚育与补助款挂勾
。

对已成林的林分
,

要及时平茬

更新
,

提高生产力
。

柠条
、

毛条
、

山桃
、

沙棘暂定 5一 7 年平茬一次
,

沙柳
、

怪柳暂定 1一 2 年

平茬一次
。

6
、

加强科学研究
。

灌木林的建设和生产
,

是一个新的课题
,

目前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经营技

术
,

而这个间题又迫切需要解决
,

为此
,

拟开展下列问题的研究
:

( 1 ) 灌木林造林区划和规划 ;

( 2 ) 确定适宜的树种及最佳造林密度 ,

( 3 ) 研究不同树种平茬周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技术 ,

( 4 ) 研究提高灌木林产量的综合技术措施及经营利用特点
、

更新造林周期和技术 ,

( 5 ) 研究薪柴的综合利用技术及能量转换
。

护沪沪沪沪产产八八八八八八八产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产八八八八八六六 八八八八八入勺勺 V甲幼沪办八八入

(上接第 6 页 ) 有情况已不能反映水土流失的实际
。

如何遵照 自然规律有计划地进 行 综 合 治

理
,

做到心中有热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间题
。

因此
,

省政府确定对全省的山丘区
、

平原风沙区进

行水土保持普查
,

以便摸清现状
,

制定规划
,

采取分区分期治理和防护措施
。

目前
,

首批普查的

4 3个县已拿出了 成果
,

第 二批 43 个山区县和平原风沙区的普查工作正在进行
。

但是
,

有的地方

抓的不紧
,

工 作开展不力
,

主 要是有些县的领导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

普查
、

规划工

作进 展迟缓
,

有 的 至 今还 没 有 开展
。

希望这些单位要加强领导
,

组织力量
,

尽快把这项基础

工作开展起来
,

按照要求把 普 查 规划工作搞好
。

进行水土保持普查规划时
,

要注 意和农 业 区

划
、

土地利用规划和山区开发建 设 规划协调起来
,

以利于实施
,

发挥更大的综合效益
。

这次会议就要结束了
,

希望水土保持战线上的先进单位
、

先进个人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们
,

在

新的 1 9 8 6年里
,

要继续认真贯彻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最近省委召开的全委会议精神
,

谦虚谨慎
,

戒骄戒躁
,

团结奋斗
,

再展宏图
,

把山东省的水土保持工作搞得更加扎实
,

更有成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