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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科学技术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
1 9 8 6年 5 月6 2日在中国水土保持学会

“ 一大 ” 会议 上 的讲话

杜 润 生

( 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 )

我们这次水土保持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巴一个空前的盛会
。

这个盛会包括农业部门
、

水

利部 门
、

林业部门
、

科学教育部门等的代表
,

把大家的力量汇聚在一起
,

本身就
_

注很大的成就
,

对工作会有很大的促进
。

这几年
,

大家为我国的水土保持做了很多工作
,

取得了不少成就
。

我作

为一个农村工作的同志对会议致 以热诚的祝贺
。

水土保持工作是关 系到国家安全
、

民族生存 的大问题
。

过去讲到安全
,

主要指国防
,

只要巩

固国防就安全了
; 现在慢慢地认识到

,

如果生态环境很不好
,

土壤流失
、

恶化
、

退化很利害
,

这

也是安全问题
。

丧失了生产的土地
,

没有生存条件了
,

那还不是个安全问题吗 ? 所以它的意义非

常重大
,

我国几乎无一处不存在着水土流失问题
,

东北
、

西南
、

华北
、

华南
、

中
、

南
、

华东
、

西南的所

有江河都有这个问题
;尤其西北有个黄土高原

,

干早地带
,

西亩
、

华南的高山峻岭
,

这些地方更为

严重
。

究竟严重到如何程度
,

有时候说得利害一点
,

有时也常估计低一点
,

此种情况是有的
。

但

有时候说得没有什么科学性
,

譬如说黄河侮年流失泥沙 16 亿吨
,

多年来没有增加或减少
,

既未增

加又何必担忧呢 ! 这说 明我们现在还没有个科学测试系统
,

包括覆盖而积有 多 少
,

也 缺 乏一种

很 明确的表达
,

数量 的精确度不够
。

但提
,

严重程度二号确实的
。

每年总有一部分沙化面积
,

每年

都有土壤流失
,

每年总有大面积森林被砍伐
, _

主长最赶不上砍伐量
,

这些方面 县事实
。

但究竟流

失了多少
,

查了很多资料
,

说得很不一致 , 开环境保护会说得非常严重 (笑声 )
。

每年流失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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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匕五 ” 期间
,

我们要坚持做好防护工作
,

制止新的水土流失
;
分类指导

,

抓好重点治理 ,

加强科研工作
,

积极培养人才
; 健全机构

,

稳定队伍
。

希望各级领导都要关心在基层工作的水土

保持广大职工
,

池们常年在基层
,

风里来
,

雨 里去
,

非常艰苦
,

要注意解决池们工作
、

生活方面

的后顾之忧
。

为表扬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同志
,

最近水利电力部给一大批在基层从事水利
、

水土保

持工作 2 5年 以上的同志发了荣誉证书
。

这次与会代表
,

不少是水土保持界的老前辈
,

他们终生为水土保持事业贡献 了力量
,

我代表

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和水利 电力部向他们表示感谢
,

祝他们健康长寿 ! 对于热心水土保持

事业或直接从事这一工作的科技工作者
、

专家
、

学者表示感谢
,

他们为推动水土保持工作
,

提高

技术水平
,

出了力气
,

作出了贡献 ! 让我们团结起来
,

在各部汀和各级党政领导下
,

依靠群众
,

一

靠政策
,

二靠科学技术
,

发扬求实
、

创新
、

团结协作的精神
,

坚持改革
,

开拓前进
,

为提高水土

保持科技水平
,

开创水土保持新局面而努力 !



壤流入东海
,

总是流
,

不然怎么会出现个黄海呢 ? 一条黄河
,

一个黄海
,

证明土壤流失不是个短

时间的问题 ; 不然那个海叫黄海
,

那条河叫黄河
,

有历史 以来就叫黄河
、

黄海
,

从未叫过其他的

名
,

一

足证其历史悠久
。

当然
,

也要相对而言
,

华北平原如果不是黄河还淤不起来
,

多少亿年
,

源

远流长
,

但是对问题的严重性应该有足够的估计
。

我们土壤的退化不仅表现在流失
,

也表现在有机

质的减退
。

这几年的生产有改善
,

证明工作有成绩
,

但离我们将来的标准
,

生态环境出现良性循

环还很远很远
。

我们这儿年的科学试验工作
,

积累了经验
,

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经验是创

造出来了
,

但根本解决间题还有个相当的距离
。

需要再接再厉
,

不懈努力
,

需要有一批献身精神

的人
,

有献身精神的群众
、

干部
、

科学家
、

技术人员
; 需要有高度重视这个工作的领导

,

即各领

导部 门
、

政府机构和地方政府
。

这就是第一点
。

第二点
,

就是说我们必需研究产生
_

L述现象的原因和它的历史因素
。

什么事情找到了原因
,

你才能改变它的发展趋势
。

只说这件事不好
,

只在那里提出批评
,

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

我们的工

作一定要有针对性
,

要切合实际
。

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 当然与自然条件有关
。

有的地方就是这

样的环境条件
,

比如说黄土高原
、

干旱地带
、

沙澳地带早已形成
,

不是任何人制造的
。

有的地方

一年都不下雨
,

或一年都下不到 70 毫米的雨量
,

而有的地方就是高寒地带
,

这些是 自然原因
;
自然

原因也要认识
,

认识 自然原因
,

可以理解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

有些地方不可改变
,

至少现在还

不能改变
,

硬要改变也枉费气力
。

戈壁滩上种植
,

是相当困难的
。

自然条件也要分析
,

我就不必

多讲了
。

更多地应该追究我们的各种历史原因
,

主要的就是人 口量和资源量
,

人 口的增长量
、

消费量

和 自然资源供给量的不平衡
,

就是
一

人多了
。

人多 了需要消耗 自然资源
,

而 自然资源数量有限
,

条

件还不好
。

在这个矛盾下面
,

就产生水土资源的破坏
。

这不仅中国如此
,

全世界也如此
。

但此种

不平衡
,

这种矛盾在一定条件下
,

许多状况取决于 学技术水平
。

如果生产力发达
,

技术水平提

高
,

虽然人口和资源不平衡
,

也可以使它达到平衡
;
如果生产力水平很低

,

科学技术水平很低
,

几

资源利用率很低
,

同样 自然资源也会被较少的人 口破坏
。

古代人不多
,

也是破坏一片又一片
,

越

是原始耕作制度
,

其破坏性越大
。

所 以有时候土地很少
,

也能保护得很好
; 土地很多

,

如果采用

掠夺式经营
,

那就会搞得很坏
,

使之退化
。

如果生产力水平高
,

工业发达
,

土地数量可用工业资

源来补足
,

投入工业补足多
,

可代替一部分土地
,

提高地力
,

合理利用土地
、

合理使用化肥
、

兴

修水利
、

增加土壤有机物
、

科学栽培制度也能搞得很好
: ,

所以不能因为人多而无所作为
,

不能因

人多地少就没有办法
。

换句活说
,

就是技术
、

科学
、

生产 力落后
,

人多落后
。

再一个原因就是与政府的政策行为关系甚大
。

政策不对头
,

破坏性加剧
。

因为人多 了
,

就扩大

土地开垦
,

木懂种草种树
,

不懂实行土壤保护
; 因为人多了

,

就乱砍森林资源
,

不懂合理采伐
,

加剧了矛盾
,

加剧了不平衡
。

过去我们一度搞
“ 以粮为纲 ” 、 “ 以钢为纲 ” 、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三纲
,

破坏性很大
。 “ 以粮为纲 ”

到处要求粮食 自给
,

办不到还不敢说话
,

你说话我就可以
“ 以阶

级斗争为纲
” 来整你

。

这祥就搞得科学工作者不敢提意见
,

农 民也不敢提意见
; “
以钢为纲 ” 、

大砍

树木
,

谁也不敢说这件事不好
,

炼不成钢也不敢吭声
。

这三个不配在一起还好
,

三者在一起就更

麻烦了
;
三纲并举

,

破坏性加剧
。

这已是过去的东西了
,

今天不必过分责备古人和过去的领导
,

在当时情况下
,

也不是想故意作坏事
。

这里边产生此种东西
,

也有它的客观原因
。

所 谓 政 策 错

误
,

一部分是主观设计者的错误
,

但也有客观上的压力产生此错误
; 经济原因

,

即 当 时 国 家食



品缺乏
,

人口增加而粮食增长跟不上
。

我们 中国生产粮食的地方都在河流下游的平原地带
,

河流的发源地都是大山区
。

西部交通不

便
,

缺粮严重
,

粮食运输十分困难
。

1公斤粮运到地方
,

两倍于原来的价格
,

而且运到了时间又

常赶不上
,

有个时间差
。

因而要求西部粮食自给
,

产生了水平的扩张
; 不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而是扩大耕地
、

乱砍滥伐
。

而且给西部供应平价粮
,

也就是长期都不计运费供给西部高寒 山 区

以平价粮
。

虽然有粮但未改变生态效益
,

并未鼓励停止开荒
,

种草造林
,

而且养成依赖思想
。

我

什么也不干
,

每年你给我粮食 ; 我没有钱
,

你还要给我钱买你的粮食
。

这就养成地方依赖性
。

不

去改变生产条件
,

更加依赖外部支援
。

也没鼓励他们去改变生产结构
,

结果给了粮食还是以粮为

纲
。

什么原因呢 ? 就是有个短期效益和 长期效益的问题
,

社会效益和局部效益问题
。

对 当地生产

力水平很低
,

盈余很少
,

短期投资且不易
,

哪来的钱去进行长期投资呢 ? 长期投资要牺牲眼前利

益
,

因此产生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矛盾
。

这种矛盾可以说还始个间题
,

到现在也还不能说问题

已经解决了
。

但没有适当安排生产结构
,

没有适当的政府支援
,

这个矛盾是难解决的
。

最难的是

人口和 自然资源不平衡和科学技术落后
,

这两个问题 的解决
,

时间还要长一些
。

这方面主动性多

一些
,

回旋的余地还大一些
。

我在上面简单地追述了生态环境不好的原因
,

换句话说
,

要把这三

方面问题都要解决
,

即人口要控制
,

生产技术水平要提高
,

要找到一种生产结构以调节近 期和远期

利益
,

从这几个方面努力
,

就可以实现
。

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难度
。

这个问题 的难度在于

一方面要和 自然界作斗争
,

一方面要由生产方式
、

生产手段等各方面进行努力
,

因此
,

它是个综

合的
,

而不是单项措施
。

第三点
,

要有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技术政策
。

正确的经济政策首先要给农 民经营自主权
。

为了

改善环境
,

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
,

不要只靠政府
,

这么多的群众靠政府是不可能的
。

这几年

实行生产责任制就是这一条
。

第二条要有合理的价格
,

实行经济刺激
。

种树要有利
,

搞畜牧也要

有利才去种草
; 种草种树能有收益

,

有收益他就会干的
。

这样就要实行综合经 营
。

实行多种经营
,

改变单纯生产粮食
; 只有综合经营

,

才能够以短养长
。

多种经营中有一部分可以有 早 期
·

收 入
,

有短期效益
,

资金周转快
,

周转快才有积累
,

有积累了才能
一

长期投资
。

这样 搞 水 利
、

种树
,

才

能搞平整土地
、

治理国土的工程
。

我们将来还要发展到循环利用复合生产
,

自然界 的 有 机 物循

环利用
,

经过转化加工
,

使其能循环利用
,

收入更多
,

利润就更大 了
。

产品附加价格 增 加 了
,

鼓励他们拿出一部分钱举办一些眼前不得利
、

长期有好处的事情
。

因此
,

多种经营这一条
,

试行

起来效果不错
,

种树不但要种用材林
,

还要种经济林
; 山顶上松柏树

,

半山里边有果树
,

山下平

川是基本农田
,

中间还种草发展牛羊
。

如果把这一套东西搞活
,

农民经济地位有所变化
,

事情就

好办
;
如果不改善农 民经济地位

,

不可能指望农民去改善他 的生态环境
。

这两件事必 需 紧密 结

合
。

这一间题不单纯是一个工程技术问题
,

也是个经济学间题 (你们这个学会有经 济 学 家 参加

吗 ? 杨部长答
:

有
,

是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室的 )
。

这些事情
,

过去均未认真系统研究
。

正

确 的技术政策也要有一套
。

现己初步摸到了生物措施要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

这很好
。

只搞一方面不行
,

各搞一套也弄不

好
。

各方面要配合起来
,

从学会作起
,

巧妙地结合起来
,

一步一步地发展
。

改变 耕 地 不 行
,

但

使用它可以
。

譬如某一耕地
,

播一种好的种子
,

用好草种保护土壤
。

好草种树种
,

抗逆性强
,

抗

寒抗早
,

既有经济效益又改良了土壤
。

这儿年发现沙棘既可保护土壤
,

又能作为原料利用
。

其它
_



有些草
,

既能人吃
、

羊吃
、

肥 田
,
也能作为植被

。

有一天
,

碰到一位南美洲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

他

说在他们的国家里有一片土地什么也不长
,

土质坏得很
,

含大量 的铁和铝
,

比我们的红壤还差
。

现

在已经能生长一种树
,

是经过 18 年研究出来的
。

据说有一种微生物
,

培养后撒在田里可固氮
,

吸

收铁和铝
;
这种微生物与树木是共生 的

,

帮助树木吸收营养物质
。

听说中国也派人去过 (问北京林业

大学是否派人去过 ? 阎书记答
:

没派人去过 )
,

应该派人去看看
。

类似这种办法都要研究
,

要多

学科研究
,

微生物学家也参与
。

有些事情用简单办法就可以改变情况
。

我这次到鄂 西 北 1 ,

50 0米

以上的山区视察
,

原来当地玉米 1 公顷只打 1
.

12 吨
,

现在用地膜覆盖
, 1 公顷就打 玉 米 4

.

5吨
。

在此条件下
,

只要一部分耕地每公顷打 4
.

5吨粮
,

高山土地就可以退耕还林了
。

工程技术 的办法很多
,

有的水土保持
,

把地下打许多窟窿
,

将水保留在土内
。

还有干旱地方

怎么灌溉 ? 印度搞不起滴灌
,

就在地 中埋
.

上许多瓦击
,

装上水渗浸灌溉
,

我国也可以办到
。

当然

这些办法很巧
,

适应性很强
,

要多多研究
。

更重要的是
,

要把工作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
,

譬如对土壤化学性质研究的不少
,

而对土壤物

理性质研究的不够
,

要多花力量把土壤物理化学性质搞清楚
。

使工程措施特别在黄土高原更有效

地把科学水平一步一步提高
,

真正作到靠科学解决问题
,

越往后越要靠科学
。

这几年 已经创造了

好多经验
,

大家比我熟悉
,

我就不再多讲了
。

四

第 四点
,

就是群众和领导结合起来
,

统一规划和分散经营结合起来
,

流域治理和一家一户的

治理结合起来
。

这几年的经验证明
,

群众的积极性是非常重要
,

也是非常宝贵的
。

这几年工作之

所以有成绩
,

是和农村改革效益紧密联系的
。

农村改革就是发挥了千家万户的积极性
。

但水土保持工作必须是社会行动
,

没有统一的规划
,

没有全面安排
,

没有工作的 节 奏 是 搞

不好的
。

因此
,

首先是一个流域的规划
,

一个县 的规划
,

一个地区 的规划
,

我们要搞出来
,

而且

有些要搞大工程
,

不是搞小工程
。

你们认为需要搞的工程
,

要规划好
,

计算好
。

需要搞的工程
,

我已向中央呼吁
,

现在中国农民还有个特点
:

劳动力便宜
,

让他贡献一些力量
,

半义务半有偿
,

可以作好多事
; 少给一点钱搞劳动积累

,

现在正是时候
。

这些地方商品经济不高
,

劳动力非常便

宜
,

大规模的调动还有可能性
,

少花钱
,

多办事
,

搞一些集体工程
、

国家工程
,

越往后就越难
。

现在东部地区
,

一个劳力每天要 5 一 6 元钱还不干
,

兴修水利的条件和五十年代不同了
。

但是我

们通过水土保持工作规划一些国家工程
、

地方工程和流域工程
,

国家和地方各出一点钱
,
以少量

的钱
,

调动大量劳动力
,

搞一些工程项 目
,

所以都要搞统一规划
。

包括植树造林 也是如此
。

南朝

鲜就是花钱很少强迫造林
,

农 民有收入
,

树种得也多
。

将来农林牧几家联合起来规划
,

搞若干工

程项 目
,

在国家资金紧迫时不动手
; 当国家投放一些资金

,

提高农 民购买力
,

给农民一点好处时

就拿出项 目来
。

平时要准备好后备项 目
。

没有总体规划不行
,

我听过山西省河曲县介绍他们全县规划与不规划大不一样
。

哪个地方搞

基本农田
,

哪个地方种草
,

哪个地方搞干鲜果
,

哪个地方搞薪炭林
,

哪个地方是用材林
,

哪个地

方搞经济林
,

哪个地方修沟
,

哪个地方修坝
,

哪个地方平整耕地… … ,

全县范围内的行动要用这

个办法
,

大家统一配合
,

资金统一分配
。

五

统一规划要采用多种经济形式
:

有的是个人所有制
,

有的是集体所有制
,

有的是村有制
,

有



的是乡有制
,

有的是县有制
,

公有私营 ; 有的还可以是股份公司
,

大家劳动入股
、

资金入股
、

树

木入股
;
有的是统一规划分散经营

,

也有的是一家一户所有制但统一经营
。

我最近在西北参观
,

看到果树是个人的
,

但共同打药
、

修枝
、

灌溉
,

除虫都是技术员
,

到收获时各摘各家的苹果
。

所

以
,

所有制和经营形式可以分开
,

不一定谁有谁管
,

而所有制也不应限于三种形式
,

可以混合
,

也可以联营
,

也可以是股份经济
。

譬如水利可以谁收益谁参加
,

受益者所有
,

10 家 受 益 10 家 所

有
,

20 家受益20 家所有
,

大家受益大家所有
。

搞得灵活一点
,

不受过去观念的约束
。

这方面群众

正在创造
,

我们也要准备
。

最后
,

这件事情需要抓紧进行
,

不能丧失时机
,

但要估计到这项工作的艰 巨性和长期性
,

不

能指望一早上就改变面貌
。

要注意示范的效应
,

把示范工作作好
,

把
“
点

” 办好
,

让群众 自己仿

效
,

自己去推广
,

不搞 “ 一刀 切
” ,

不搞
“ 一阵风

” ,

工作踏踏实实
。

地区性差异很大
:

同样是

甘肃
,

河西走廊和陇东黄土高原不一样
; 同是西北地区

,

新疆的问题和内蒙的问题不一样
; 同样

是山西
,

太行山和吕梁山就不一样
,

吕梁山属黄土高原
,

太行山则是普通山区
。

自然条件的差异
,

决定了工作的多样性
,

也产生了我们工作的创造性
。

一个简单的办法
,

在

这个地方是推广
,

在另一个地方则是创造
。

所以
,

长期多方面共同协作起来
,

形成一个协 同体
,

林

业
、

水利
、

农业的协同体
,

一道合作到底
,

不要自己把 自己封锁住
。

最后感谢大家这几年为水土保持工作进行的艰苦不懈的努力
,

对事业的献身精神
; 感谢从不

同方面
、

不 同学科
、

不同部门的合作精神和团结精神! 感谢的同时祝贺大家把会议开好
,

把今后

的工作作好 ! 明年你们再开会
,

我就可以更丰富一点
,

讲话就有了内容了
。

今天就这样吧
。

(上接 第 6 4 页 ) 山区优势的根本措施
。

药姑山森林贮水效益
,

我们从两个方面分析计量
:

1
、

水库的寿命
。

药姑山森林覆被率 51 %
,

以两天最大降雨 30 0毫米计
,

侵蚀模 数 ( t / k m
“
)

为 6 30 左右
,

每年淤积于水库内的泥沙 4 年内平均为 6 ,

OD O一 9 ,

00 0立方米
。

如果保持这个 森 林覆

被率
,

推算需 8 80 年才能淤满水库
;
如果森林覆被率提高到 70 %

,

则侵蚀模数为 22 左右
,

水库寿

命 (使用年限 ) 可达到 9 60 年
;
如果继续破坏森林

,

覆被率下降到 30 % 以下
,

侵蚀模数增加到 7 50

左右
,

水库使用年限不足 1油年
。

2
、

农业产量效益
。

药姑山森林贮水量 3 , 0 4 。万立方米的理论值
,

如果用于灌溉 农 田
,

除去

流经过程中蒸发和损失
,

实际到达农田 的水量仅有 2
,

。20 万立方米左右
,

即占67 %
。

据 调 查
,

当

时实际灌溉水田面积 4 , 0 00 公顷
,

按平均流经距离 5公里计算
,

每公顷水田实际能接受 的最 大水

量为 5
,

0 40 立方米
。

按当地多年统计
,

早稻供水能有 60 %
,

即 3 ,

24 0立方米 ;
晚稻供水能有 40 %

,

即 2 , 2 6 0立方米
,

则全年平均每公顷 1
.

5万立方米水
,

每公顷水田增产效益 (除去其 他 因 素 ) 为

4 50 一 6 00 公斤
,

即每公顷因水库供水产生效益共 1
.

57 一 2
.

01 吨 ;
按水库受益 4 ,

00 0公顷计
,

总 增

产效益为 6 , 2幼一 8
,

04 。吨
,

以当年价格计算
,

20 年可以收回修水库投资 (水库水的工业
、

生活效

益未计 ) ; 如按每公顷实际平均产量 5
.

1吨计
,

即因水库供水使水 田每公顷增产 30 一 39 % (未计

水田接受的其他 自然水量 )
。

应当指出
,

这个效益计量是简单的
。

事实上影响水库使用年限
、

农业产量效益 的 因 素 还很

多
,

单因素衡量也有不少不合理之处
。

但为了用数量化体现森林贮水的功能和经济效益大小
,

概

括计量仍属必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