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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农业后劲
,

关键在于搞好水土保持

— 人多地少的四川乐至县脱贫致富的起步

卿太明 胡良泽

(四川省水利电力厅和乐至县水土保持办公室 )

提 要

五年来
,

贫困的乐至县
,

通过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集中治理和连续治理水土流失
,

改善了生态环境条件
,

农业稳产高产
,

解决了肥料
、

饲料和燃料的矛盾
,

人民丰衣足食
,

增强了农业后劲
。

地处川中丘陵心腹地带的乐至县
,

海拔高程 40 0一 50 0米
,

涪江和沱江两江分水岭 自北而南纵

贯县境
。

全县辖 8 区
、

1 镇
、

67 个乡
,

幅员面积 1 ,

4 2 7
.

5平方公里 , 总人 口 8 1
。
8万人

,

其 中 农业

人 口 77
.

7万人
,

占95 % ;
耕地面积 5

.

69 万公顷
,

其中水田 1
.

89 万公顷
,

是一个人多地少
、

土多田

少的农业县
。

县境内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

适宜粮食作物
、

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业的发展
。

地质构造简

单
,

83 %的面积属上侏罗系蓬莱镇组地层
,

以泥岩出露为主
;

17 %为遂宁组地层
,

暗紫色
、

浅紫

色泥岩夹砂岩多有出露
。

由于泥岩抗风化
、

抗侵蚀力弱
,

风化一层
,

剥蚀一层
,

加之治理前森林

覆盖率由1 9 5 8年的 15 %下降到 3 %
,

垦殖率由 1 9 4 9年的 44
.

2%上升到 62
.

7 %
,

致使水土流失十分

严重
,

农业后劲严重不足
。

据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1 9 8 1年调查
,

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 1 0
.

79 万公顷
,

占总面积的 8 1
.

5%
,

其中
:

中度流失 3
.

6 3万公顷
,

占33
.

6 4 % ;
强度流失 3

.

22 万公顷
,

占29
.

84 %
。

每年流失泥沙总 量

48 1万吨
,

年土壤养分流失的经济价值达 9 50 多万元
。

这样
,

不仅土地资源和经济损失严重
,

而且

自然生态基本上失去了调节功能
,

形成
“ 十年一大早

,

三年一中旱
,

小早年年现
” 的干旱灾害规

律
,

给全县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很大 困难
。

严重的水土流失 已成为农业翻番的主要障碍
,

加

强和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已势在必行
。

1 9 8 1年
,

四川省把乐至县列为琼江流域重点治理区
。

几年来
,

县领导认真贯彻中央关于 “ 防

治并重
,

治管结合
,

因地制宜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除害兴利
” 的方针

,

结合实际开展了水土流

失现状调查和水土保持规划
,

确定了
“ 以治坡为主

,

增加地表植被为主
,

充分拦蓄 天 然 降水为

主” 的治理方向
,

坚持以流域规划为主体
,

小流域为单元
,

并与行政区划相结合
,

统一规划
,

分

年实施
,

集中治理
,

连续治理
,

使水土保持工作由点到面
,

迅速推开
。

截止 1 9 8 6年
,

国家下达治

理面积 39 5平方公里
,

已完成初步治理面积 2“ 平方公里
,

占67
.

1%
,

正在治理的有 1 30 平方公里
。

生物措施规划成片造林 3
,

000 公顷
,

已完成 2 , 8 00 公顷
,

占93
.

3%
,

其中混 交 林 占43
.

2%
,

四旁



植树 3
,

300 多万株
,

栽植各类经济林 71 万株
,

绿化栽植率达到 9 9
.

8%
。

退耕还林完成 试 点面积 14

公顷
。

工程措施规划工程量 14 0万立方米
,

已完成 12 0
.

3万立方米
,

占8 5
.

9%
。

新扩建排洪排沙沟

渠 1 9 ,

33 0条
,

约 2 ,

44 4公里
,

沉沙山
、

蓄水池 5
.

8万处
,

约 33 万立方米
。

在农耕措施上
,

大力推广横

坡种植和间套作
,

普及面积达 69 % 以上
。

早地基本实行小麦
、

玉米
、

红 若 (或 油 菜
、

棉 花
、 一

绿

肥 ) 三熟制
,

增加了地表覆盖
。

挑沙面土的习惯 已逐步恢复
,

对培肥地力
,

改善土壤结构
,

增强

保水
、

保土
、

保肥的能力起到积极作用 ; 同时
,

开展了中低产田和坡耕地改造的试 点
,

已 改 土

2 7 6
.

4公顷
,

改田 1 1 8公顷
。

通过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

改善了生态条件
,

增强了农业后劲
,

治理区收到 了明显

的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进一步激发了群众搞好水土保持的积极性
。

1 、

土壤流失量 明显下降
。

林草覆盖率由治理前 3 %恢复到 9
.

19 %
,

荒坡泥沙流失量由 59
.

2 5

立方米 /公顷下降到 3
.

45 立方米 /公顷 , 坡面拦蓄泥沙的能力由治理前的每年 1 ,
6 88 吨 /平方公里提

高到 3
,

10 1
,

吨 /平方公里 (含绿化荒山拦蓄 )
,

占年平均侵蚀模数的 69
.

6%
。

2 、

坡面工程设施的排拦蓄水容量增加
。

据调查统计
,

坡面工程设施的排拦蓄水 容 量 达到

9 , 5 52
.

5立方米 /平方公里
,

比未治理区 的 6
,

35 5
.

6立方米 /平方公里
,

增加了 50
.

3 %
,

其中
:
小型沉

沙
、

蓄水设施为 1 ,

58 3
.

5立方米 /平方公里
,

比未治理区的45 3
.

10 立方米 /平方公里增加了 2 49
.

5% ;

汛期坡面工程的拦蓄水量达到 2 ,

14 6
.

1立方米 /平方公里
,

比未治理区的 98 1
.

2立方米 /平方公里增

加了 1 1 8
.

7% ; 秋末坡面蓄水量达到 95 2
.

4立方米 /平方公里
,

比未治理区的2 1 9
.

4立方米 /平 方公

里增加了 33 4
.

1%
,

每公顷坡耕地占有水量 33
.

3一 4 1
.

1立方米
,

为早地浇灌农作物 提 供了水源
,

节省了农业用工
。

按每立方米水量节约一个工 日 (1
.

5元 /工日 ) 计算
,

每平方公里的秋末蓄水量

则可节省小春点播劳动工日 73 3个
,

价值 1 ,

09 9
.

5元
。

3
、

土壤含水量有所提高
。

据测定
,

治理区 比未治理区同台位的土壤含水量高 3
.

1一 5
.

8%
,

农田小气候得到改善
。

4 、

水利工程泥沙淤积量明显下降
。

据牌楼乡 1 21 口山平塘调查
,

年淤积泥沙厚度 由 6 厘米

降低到 1 厘米以下
。

5
、

解决了群众烧柴难的间题
。

据调查
,

直播 3 年生的马桑 (含柏马棍交林 )
,

一年可收鲜马

桑或薪炭柴22
.

5一37
.

5吨 /公顷
。

龙门乡通过治理
,

每年可获燃料
、

青肥 1 ,
800 吨

,

每人平均 1 50 多

公斤
。

6 、

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

1 9 8 0年与 1 9 8 6年相比
,

粮食每公顷产量由3
.

2 吨 上

升到 4
.

08 吨
,

每人平均纯收入由 72 元提高到 27 8元
,

增长近 3倍
。

这几年来
,

乐至县在开展琼江流域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
、

强化农业后劲中
,

主要做了以下工

作
:

1
、

抓宣传教育
,

促认识转变
。

1 9 8 1年
,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四川省水土保持办公室先后

组织有关专家和科研单位科技工作者
,

对该县水土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
。

全县水土流失面积

为
·

1 0
.

8万公顷
,

占总面积的 8 1
.

5%
,

年平均侵蚀模数为 4
,

45 4吨 /平方公里
。

土壤养分流失量相当

于 1 9 8 0年施入商品肥料总量的 88
.

9%
,

价值达 95 0多万元
,

农业人口平均 12 元
。

水利工程 年 泥沙

淤积 28 5万立方米
,

相当于 30 年来每年新增蓄水量 66 6万立方米的 42
.

8%
,

即每年新增蓄水设施的

容积
,

有一半补偿了水利工程被淤积所造成的水量损失
。

这些危害
,

引起了县委
、

县政府及各级

机关的重视
,

决定把琼江流域水土保持作为增强农业后劲的起步
,

提出了 ,’1 9 85 年 前 变 面 貌
,

1 9 9 0年前见成效
,

2 0 0 0年前大 飞跃
”

的奋斗 目标
。

该县首先在广大干部
、

群众中深入进行水土流失



危害及水土保持重要意义的宣传
,

翻印了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四川省水 土 保 持 工 作 细

则》 ,
发到区乡村学习

,

创办了 《水土保持简报》 ; 并通过有线广播
、

会议
、

现场参观等形式
,

使治理区基层干部
、

群众提高了认识
,

明确了实施步骤
,

治理技术
,

施工进度
,

验收标准
,

进而

促进了思想认识的转变
,

顺应了广大村民渴求改善生态条件
,

增强农业后劲
,

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的意愿
。

几年来
,

工程投劳18 0万个
,

开挖土石 1 24
.

9万立方米
,

栽植各类树苗 6 ,
1 00 多 万 株

,

基

本实现了县委
、

县政府提出 1 9 8 5年前改变面貌的 目标
。

2
、

抓全面规划
,

促综合治理
。

在全县水土流失调查后
,

该县按照
“
三为主” 的治理方向

,

开展摸清现状
,

明确目标
,

狠抓基础
,

搞好规划的工作
,

绘出了水土流失现状图和水土保持规姗

图
。

由于在治理区
,

林草覆盖率只有 3 %
,

每人平均成片荒山 0
.

01 7公顷
,

群众燃料
、

肥料短缺
,

矛盾突出
。

全县每年需要国家供应农村生活用煤 7
,

80 。多吨
,

群众经济又困难
,

只有以粮 换 煤 ;

换回燃料又少 口粮的恶性循环
,

经济
、
口粮

、

燃料
、

覆盖等矛盾不断加剧
。

加之人 口稠密
,

垦殖

指数高
,

坡耕地多达 6 9
.

6%
,

一般 1 0
。
一 20

。

的坡耕地
,

年土壤流失量 45 一 75 立方米 /公顷
,

20
。

一
3 0

。

陡坡地
,

年土壤流失量高达 75 一 1 05 立方米 /公顷
。

在耕地利用上
,

因水源奇缺
,

冬水 田 多
,

产生了坡耕地掠夺式经营
,

冬水田 负荷过轻的现象
。

根据这些特殊情况
,

在实施规划中针对丘陵

区地貌特点
,

在生物措施方面
,

采取了坡顶马桑 (薪炭林 ) 戴帽
,

坡肩柏马混交
,

坡 腰 枪 柏 相

间
,

悬岩油桐 (经济林 ) 走边
,

地纶地坎乔灌草
,

田埂土边栽桑树
,

零星片地建小园 (小果园
、

小桑园
、

小林园 )
,

四旁宅周果竹按 (速生树 )
;
在工程措施方面

,

采取了山腰沟渠拴带
,

洪水

下山归道
,

土后排水有沟
,

土前沟埂保边
,

沉积泥沙归幽
,

拦蓄洪水进池
;
在耕作措施方面

,

采

取了缓坡耕地 ( 1 0
。

一 2 5
。

) 重点增厚土层
,

减低坡度 ( 1 0
。

以内 )
,

陡瘦薄地 还林 还 草
,

改 造

深冷烂毒田
,

利用优势夺高产
”
的规划布局

,

以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

充分发挥经济效益
。

在具体

方法上
,

重点抓了两个环节
:

一是专业规划
,

为实施打基础
。

按照乡村组行政区划与一 个 小 流

域
、

一条沟
、

一面坡的情况
,

把治理任务落实到责任地承包者和林权所在户
,

坚持
“
三为主

、

三

结合
”
的治理方法

,

即 “
户营

、

分散
、

小型为主
”
与

“
联户

、

集中
、

骨干相结合
” ;二是抓制度过

硬
,

加强检查验收
。

去年
,

全县组织植物措施栽植验收
,

没有达到要求的
,

每平方米 收 延 误费

0
.

03 元
,

全县共收延误费 6 万多元
。

如今年再达不到要求
,

每平方米收延误费 0
.

1元
。

工程措施由

县验收
,

兑现到组
, 3 年完不成治理任务的

,

收回治理补助
,

由水土保持办公室另安排到其它治

理区
。

这样
,

既掌握 了工作的主动权
,

又促进了治理方案的 顺利实施
。

3 、

加强设施管理
,

巩固治理成果
。

过去在农田基本建设上
,

强调建设的多
,

对 设 施 的 管

理
、

效益等问题注意得不够
,

县领导吸取了这一深刻的教训之后
,

在治理水土流失的工作中
,

始

终坚持近期效益与远期效益
,

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
、

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
,

做到以短养长
,

以

长促短
,

巩固治理成果
。

在规划上
,

针对燃料和肥料长期紧缺的状况
,

把解决群众烧柴作为水少

保持的突破 口
,

在植被建设上适当提高薪炭林比重
,

增加生物产量
。

在拦沙与蓄水设 施 的 结 合

上
,

发挥一处设施
“
三用万 的效益

,

群众称为
“ 一箭三雕 ” ,

即拦沙
、

蓄水
、

蓄肥
。

太极乡新建

坡面拦沙蓄水设施 2 ,

1 09 处
,

秋季蓄水 2
.

2万立方米
,

仅小春一季播种
,

就提前时间 5一 7 天
,

抓

住 了季节
,

节省劳动力 3万多个
,

产生经济价值 5 万余元
。

这不仅当前效益显著
,

为长远的农业基

本建设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

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经济条件
,

使群众在治理中真正体会到近

期有甜头
,

中期有想头
,

远期有望头
。

为 了巩固治理成果
,

他们加强 了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工作
。

首先是贯 彻 政策
,

实行
“
谁 承

包
、

谁治理
、

谁管护
、

谁受益
,

长期不变
,

允许继承
,

允许折价转让
” 的政策

,

进而解除了群众



豹后顾之忧
,

调动了治理和管护的积极性 , 第二
,

落实管护人员
,

解决劳动报酬
。

对已造林地
,

实

行划片包干
,

专管和兼管相结合
,

已有管理人员 3 16 人
,

修护林棚 1 11 处
,

管理人员的报酬
,

一是

管理范围内受益户投一点; 二是各乡集资造林经费中挤一点
,

月报酬一般 15 一 18 元
,

由乡政府按

季度和年终检查兑现 ; 第三
,

落实责任制
。

在水土保持规划
、

施工管理中
,

工程设施
、

低产田土

的改造等都随责任地一并落实到户
,
随责任地调整而随同移交

,

使群众增强了设施管 理 的 责任

感
。

4
、

抓加强领导
,

促部门配合
。

水土保持是涉及多学科的综合性专业技术
,

与农林水工矿交

通等部门关系极为密切
。

县委和县府十分重视各部门的协调工作
:
一是治理任务

,

由县政府纳入

农业基本建设项目统一下达到区乡
,

分管县长负责协调部门工作
,

分头实施 , 二是坚 持 各 投 其

资
,

各记其功的原则
,

加强部门协作
,

支持配合
,
把思想统一到增强农业后劲的认识上来 ; 三是

水电局内部
,

把水土保持列入四大业务之一 (水利
、

电力
、

水产和水土保持 )
,

做到了有专职机

构 (县水土保持办公室 )
,

有正式技术干部
,

有领导分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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