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土保持通报
B u l l e七i n o f 5 0 11 a n d W

a t e r C o n s e r v a七i o n

V o l
。

8 N o
。

2

A P r . ,

19 88
期2月第4卷年888第19

` 二一~ ~ ~ `一~ ` ` 舀二二山 . ~ ` ` ` `函` ` 奋石̀ ` ` . . . ` `三面`云 . `

一

有钱抢险救灾无钱综合洽理的

现实发人深省

一 陕南水土保持考察报告附件之二

提 要

严重的水土 流失
,

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

大 白然给人们一次又一次惩 罚
。
田地冲毁

,

房倒屋塌
,

家破人亡
。

仅 1 9 8 1年和 19 8 3年两次洪水
,

在两个地 区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

22 亿多元
,

超过解放以来给陕南总投资的 1 00 多倍
。

可是人们却仍不觉醒
,

不愿从机构
、

人

员
,

经费上加强水土保持工作
,

用少的投资以换得大的经济效益
。

所以群众说这是
“
有钱买

棺材没钱肴病
” 。

按理说
,

秦 巴山区地位重要
,

水土保持在开发秦 巴山区中又是一项带根本性的战略拾施
,

应

该受到各级党政和有关业务部门的高度重视
,

应该引起全社会和广大群众的关 注
。

上 下 一 齐 动

手
,

从宜传
、

机构
、

人员和经费等方面给予加强
,

以便把这项工作搞好
。

但是
,

从调 介来肴
,

情

况并非如此
,

那么
,

问题的结症在那里 ?

一
、

关键是要有一批热爱水土保持的专业干部

调夯事实说 明
,

一个地 区
、

一个县或一个区
、

一个乡
,

水土保持工作的好坏
,

关键要肴他们

有没有一批热爱水土保持
,

并能踏踏实实干工作的好领导
、

好干部
。

一个县如果县委
、

县政府里

有那么儿个热心水土保持的书记和县长
,

这个县的水土保持工 作就可能搞的很好
。

白河县就是一

个很好的典型
。

1 9 8 5年他们作石坎梯 田 6 2 7
.

6公顷
,

是全年任务的 2 69 % ; 1 9 86 年全县又新修石坎

梯田 1
,

。3 3
.

3公顷
,

分全年任务的 1 94 %
。

两年每户平均修地 0
.

04 公顷
。

他们所 以能一举成为安康地

区搞东
`
几保持的后起之秀

,

戊为陕南各地学 习的榜样
,

就只 因为他们县的书记
、

县长对水
.

·

!:保持

工作认识深刻
,

并能以身作则一抓到底
。

书记和县长亲 白搞调查
,

抓典型
,

订政策
,

作规划
,

推

动了工 作
,

打开了局面
。

在县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

利用省土下拨一点以工代娠的粮沸布
,

仍

然坚持发动群众
,

坚持大修石坎梯田不动摇
。

我们儿次听过县委副书记王怀长等 !
`
刁志的汇报

,

看

过他们的文帝
,

觉得这里最关键的一条
,

就是他们对水土保持的认识比较深刻
,

实事求是地找到了

本县粮食低产
,

贫闲落后的主要 自然根源是水土流失问题
。

他们从实地情况出发
,

狠抓了坡拼地

治理
,

决心把
“ 三跑田 ”

变成
“ 金饭碗

” ,

真正把修地作为他们站稳脚根
,

脱贫致窗的突破 口来

抓 , 而
.

且采取了一 系列得力措旅
,

衡以成绩就比较 突出
。

如果这个县没有孙哲元
、

王怀长等这样

一批热心水 : 七保持事业的干部
,

工作是难以搞好的
。

商洛地 区这几年水土保持工作搞得比较好
,

也是
.

由于地区行署和水 电水保局里有几位热爱水土保持的干部
;
他们 已经认识到了

“ 山区生产
,

最大的问题分水土流失
” ,

从而重视了 jtt 又分山
”
的建设

,

狠抓了小流域治理
。

柞水县近年工作



搞得比较好
,

县上在抓黑沟和牛槽沟小流域治理中
,

分别成立了常年基建队
,

坚持常年治理不间

断
,

还从工副业的收入中拿出部分来搞治理
,

封沟打卡
,

修地造田
,

退耕还林
。

这些 成 绩 的 取

得
,

与县水土保持站站长赵礼宜同志的宣传和努力是分不分的
。

这位 1 9 7 6年退伍的三等甲级残废

军人
, 1 9 8 5年当站 长后

,

经常深入群众
,

调查研究
,

总结经验
,

解决问题
。

为加强水土保持站的

力量
,

他除了深入基层努力工作外
,

还经常向局长和主管县长汇报工作
,

宣传水土保持工作的重

要性
,

找人事部门和兄弟单位谈情况
,

使站上职工由 2人逐步增加到 17 人
。

象这样的干部
,

实在是难得的
。

但是
,

从各地县的情况看
,

真正热爱水土保持
,

能够系统地

而不是零碎地
、

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水土保持知识
,

而且又能踏踏实实搞好工作的热心人还

不多
。

二
、

两篇文章反映出的问题—
无视水土保持工作

看资料学文件
,

也是搞调查的重要内容
。

我们学习了汉中地区两位领导同志的文章后很有感

触
,

值得一谈
。

一篇是汉中地委书记王郧同志的
“
浅谈振兴汉中经济的战略

”
(见 《陕西通讯》

1 9 8 5年 15 期 )
,

文章主要谈汉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方向性的一些重要问题
,

从内容到主要观点都

是比较好的
,

被省评为特优
。

但是
,

作者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
,

就是在发展经济战略中
,

粮食产

量的提高
,

农业生产的发展
,

群众生活的改善
,

山区经济的振兴
,

都和水土保持有着 密 切 的 关

系 , 水土保持不好
,

这些发展就没有基础
,

就是一句空话
。

文章结合汉中情况谈到的 7 个特点和

5 项战略措施中
,

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问题一句也没提到
。

另一篇文章是汉中地区行署副专员杨

吉荣写的
“
汉中应有一个强大的农业

” (见省农业区划办《陕南的开发研究》 1 9 8 6年第三集 )
,

作

者收集了大量材料
,

对一些问题谈得比较深
,

也比较全面
。

可就是对与农业生产发展有立接关系

的水土保持问题谈得不多
,

特别是在谈到汉中地区农业生产潜在的 9 条危险中
,

没有一条专门谈

水土流失的
。

是汉中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严重吗 ? 不是的
。

这里和其他两个地 区一样
,

原来的植被

都很好
,
解放后遭到多次严重的砍伐

,

再加上修路
、

采矿等基本建设不注意水土保持
,

以及陡坡

开荒种地
,

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
。

现在
,

坡面拦蓄径流泥沙的能力减低
,

每遇大雨
,

山洪暴发
,

灾难深重
,

特别是近几年来汉中的洪水灾害
,

是人们难忘的
。

可是
,

这么严重的何题
,

为什么会

在两位地区领导同志谈论振兴汉中经济
,
特别是谈到农业生产潜在危险时

,

却怎么能把水土流失

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都遗忘了呢 ? 这显然不是一两篇文章的忽略
。

因为在谈论陕南农业生产和

开发山区的许多文章里
,

对水土保持谈得都不多
,

其原因还是由于水土保持不重要的旧观念在起

作用
。

这种认识对秦 巴山区的经济振兴无疑会起着很大的副作用
。

三
、 “

有钱买棺材
,

没钱医病
”
的现象发人深省

我们所到之处
,

没有一处不提到对陕南水土保持治理投资太少的问题
。

从历年的 投 资 经 费

看
,

问题确实是突出的
。

解放以来到 1 9 8 6年底
,

全省水土保持投资 2
.

39 亿元以上
,

其中黄河流域

2
.

2 3亿元多
,

占总投资的 93
.

12 % ; 长江流域 (陕南 ) 1 ,
6 47

.

96 万元
,

占总投资的 6
.

88 %
。

按 28

个县计
,

每县平均 58
.

85 万元 , 若按 30 年算
,

每年平均投资 1
.

96 万元
。

黄河流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

陕北
。

陕北的重点是无定河流域
,

近年来每年投资 1
,

10 0多万元
,

最多的县每年投资 10 0多万元
,

少的也有 70 一 80 万元 , 陕南的县每年的水土保持投资比陕北的县要少几十倍到百倍
。

秦巴山区不

少县基本上就没有水土保持经费
,

而 这里又正是陕西人 口最多的一大块贫困地区
,

是国家扶持的



4个贫困地 区之一
。

全区 1,

30 8个乡中
,

共有贫困乡 5 07 个
,

占39 %
。

从 口前看
,

迫切需要增加水

土保持投资
。

增加水土保持投资
,

不仅是因为这里穷
,

更重要的是要加快山区的治理速度
,

想尽快把这里

的林草植被下降
、

水土流失加剧
、

生态恶化的局面扭转过来
,

由恶性循环变为良性循环
。

如果不

增加投资
,

不尽快改变这种状态
,

恶性循环的反馈作用
,

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加剧生态恶化
,

给人

们带来更大的灾难
。

恩格斯早在 10 0多年前就告诫过
:
人类对生态的蔑视

,

必遭致加倍的惩 罚
。

破坏生态平衡的苦果
,

我们尝的实在不少了
。

汉中地区 1 9 8 1年的洪水灾害
,

从广大山区到平坝川

道
,

从城镇到村庄都遭到严重灾害
。

略阳城在 1 9 8 1年 8 月 22 日这一天
,

全城淹没在洪水
,
1
,
达三小

时之久
,

街道最大水深达 8
.

96 米
,

90 % 的房屋进水
,

60 %的房屋倒塌
。

城固县有40 个乡
,

23 9 个

村庄受到灾害
,

有 53 个自然村基本毁灭
,

7 万多人无家可归
。

全区象这样的重灾区 (农作物减产

80 %以上
,

个人一无所有 )
,

达 76 个乡
, 5

.

78 万户
, 2 7

.

2 9万人
,

其中死人 3 69 个
,

无家可归的达

2 4
.

8万多人
,

直接经济损失达 10 亿多元
;
安康地 区 1 9 8 3年的洪水灾害

,

使安康等沿江的 5 个县城

遭到灭顶之灾
,

死亡惨重
,

经济损失达 10 多亿元
, 1 9 8 4年又连续遭受洪水灾害

。

全区 1 / 5的 农 户

和 1/ 4的农田都受到灾害
,

还有 17 万多间房屋倒塌 ; 商洛地 区从 1 9 8 2年以来
,

年年都遭受洪 水 灾

害
,

1 9 8 7年 6月又遭洪灾
,

倒房 8 ,

60 5间
,

危房 1
.

6万余间
,

造成各种损失达 1
.

15 亿元
,

其中民房损

失折人民币 60 0多万元
,

粮食损失 1 , 5 61 万元
,

农业投资损失 4 72 万元
,

农田水利工程损失 3 ,
2 39 万

元
,
乡镇企业损失 1 61 万元

,

牲畜损失 5 万元
,

公路损失 1
,
6 17 万元

,

邮电系统损失 2 70 万元
,

卫

生系统损失 41 万元
,

电业系统损失20 万元
,

广播系统损失 57
.

9万元
,

林业系统损失 2 ,

68 1 万 元
,

教育系统损失 13 0万元
,

财贸系统损失 57 3万元
,

区乡行政单位损失 1 22
.

1万元
。

洪水灾害
,

是水土流失突出的表现
。

它所带来的恶果涉及到社会和经济部门的各个方而
,

损

失是相当惨重的
。

汉中地区 1 9 8 1年和安康地区 1 9 8 3年两次洪水灾害所造成的立接经济损失
,

就达

22 亿多元 , 商洛地区 1 9 8 7年损失 1亿元 ; 还有许多无法统计和难以用经济价值计算的损失
,

如 :仁

壤流失
、

河道淤积
,

山崩土滑以及对生态环境方面的破坏等等
。

这是多么位得全社会都来重视的

严重问题啊 ! 问题的严重性
,

不仅只是它们的经济损失
,

而是人们对这种灾难与治理
,

损失与投

资的关系认识不深
,

人们习惯于忍受这种损失和灾难
。

在问题发生后
,

也不得不搞一些临时性救

济工作
,

就是不愿有计划地
、

经常性地拿出一部分资金去治理
。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一项调卉表

明
,

全球 1 / 3的土地正在逐渐变成荒地
,

威胁到 8
.

5亿人的生计
,

土地变成沙漠
,

每年造成的经济

损失为 2 60 亿美元
。

如果每年花 45 亿美元 ( 即损失的 1 / 5 ) 用于治理
,

土地荒漠化的倾 向就 可 制

止 (见 ((文汇报 》 1 9 8 7年 7 月 9 日 )
。

用少量的投资去预 防大的损失
,

促进生态的良性栅环
,

这

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

可是我们作的太差了
,

投资太少了
。

解放后 37 年来
,

用子陕南三地区的水土保持经费仅 1
,

64 7
.

96 万元
,

为22 亿的 0
.

74 %
,

投资不

到损失价值 1
·

%
。

也就是说
,
两个地区两次洪水的损失

,

是陕南 37 年水土保持投资的 13 3
.

5倍 ,

是全省水土保持投资 2
.

39 亿的 9
.

2倍
。

用这样少的投入要去换得好的水土保持效益
,

当然是很 难

奏效的
,
也就是说

,

投入这一点财力
,

就要扭转陕南水土流失的恶性循环局面是根本办不到的
。

继续发展下去
,

一个美丽富饶
、

生机盎然的秦巴山区
,

就会在不久的将来
,

变成满 ! 1乱石嶙峋
、

光山秃岭
、

河水断流
、

溪涧千洞
、

寸草不生的石头世界
; 国宝朱鹅和大熊猫也不得不逃奔他乡

,

或从这里永远消失
。

水土流失的损失和造成的灾难
,

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自然现象
,

而且处于逐年加剧的趋势
,

是

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

但刀
,

治理投资的多少和治理速度的快慢是完全可以由人 来 决 定

的
,

投资得多就治理得快 ; 反之
,

危害就会继续扩大
。

群众说这是治病与买棺材的关系
,

现在是



“
有钱买棺材

,

没钱治病
” 。

目前
,

国家财政比较困难
,

这是事实
。

但是现在的投资实在是太少

了
,

有些县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投资 , 宁可年年受损失
,

也不愿拿钱搞治理
,

这是一种极不正

常的现象
。

从扶贫投资使用看
,

钱还是有的
,

就看如何花
。 1 9 87年国家和地方扶持资金共 5 项

,

总计 8 , 。 53 万元
,

其中
:
发展种植业

、

养殖业的专项贴息贷款 1 , 5 33 万元 , 发展贫困区 经 济 贷 ;款

1
,

47 0万元 ; 省上专拨
“
两扶

”
资金 2 , 1 00 万元 ; 陕南老区款 420 万元 ; 老 少 边穷地区 开 发 贷 款

2
,

53 0万元
。

在这些经费的使用中
,

只有在省上的
“
两扶

”
资金中

,

可以抽出一少部分搞农 田 基

建
,

其余各项投资
“
渠道不乱

,

用途不变
” ,

根本不能用于水土保持
。

如果从这些资金 中抽 出

10 %
,

即 8 0 0多万元用于水土保持
,

肯定会大大减轻灾情
,

加快秦巴山区的治理速度
,

四
、

在旧体制约束下
,

机构薄弱
,

人才出现危机

下 面工作的好坏
,

与各级 水土保持机构是否健全
、

人员的素质好坏有直接关系
。

近年来
,

各

地县大都有了水土保持机构
,

三个地区都成立了水土保持委员会
,

都有主管专员挂帅
,

下设办公

室
。

各县也大都先后成立了水土保持站
,

在完成各项水土保持任务中
,

发挥了一定作用
。

口前
,

陕南共有 22 个县站和 3 个地区站
,

共有水土保持职工 2 19 人 (其中县站 1 94 人 )
,

县站中 10 人以上

的有 5 个站
,

其余站都是几个人
,

最少 的只有 3 个人
。

还有 7 个县没有站
。

洛南县水土保持站已

有职工 26 人
,

县上还投资解决了住房间题
。

柞水县比较重视水土保持
,

、

在配备水土保持站职工 时
,

对干部的文化水平
、

专业
、

年龄
、

性别都有一定要求
,

这是好的
。

而大部分站
,

成立时间短
,

人

员少
,

素质差
,

住房间题 没解 决
,

有些连办公的基本条件都没有
。

商洛地区水土保 持 任 务 艰

巨
,

可是地区站只有 3 个人
,

很难开展日常工作
。

留坝县水土保持站 8 个人
,

其中 5 人借住水电

局
,

3 人住在旅馆
。

这 3人中两个男同志包一间房
,

一个女同志因钱少不能包房住
,

只好每天和

来往旅客住在一起
。 `

象这样的
“
游击” 生活

,

怎么能搞好工作呢? 目前大部分县站都借居在其他

单位
,

有的还住在古庙里
。

三个地区站的住房问题同样没解决
。

从目前的水土保持人员来看
,

一

个是数量少
,

一个是素质差
。

不少县站上只有一两个技术干部
,

其余大都是行政干部和工人
,

有

的借用农民水土保持员
。

尽管人员少
,

素质差
,

工作困难重重
,

可是往往还不能专千专用
,

县上

一忙就挪用水土保持站的人
。

所以实际搞水土保持的人很少
。

许多有真才实学的水上保持干部
,

由于工作条件差
,

发挥不 了应有的作用 ; 有的被迫离开水土保持单位了
,

留下的也不安心工作
,

等待观望 , 外单位有想干水土保持工作的
,

一看这情况也不愿来
。

所 以一些水土保持站
,

有编制

而缺人员
。

陕南一方面水土流失加剧
,

一方面水土保持人才危机
,

实在似得各级主竹 单 位 深思

啊!

解放前
,

水土保持在陕南根本没有地位
。

解放后
,

随着认识的提高
,

特别是在三 中全 会 以

后
,

在各级水利水电部门中有了水土保持干部
,

但一直处于从属地位
。

从现在的人员 编 制 情 况

看
,

就很能说明问
、

题
。

目前
,

地区水利水 电局系统
,

一般职工都在二三百人以上
,

县级水利水电系

统
,

一般也在一二百人以上
。

但是其中水土保持人员
,

只有一两个
,

最多十几个人
,

占不到全体

职工的 10 %
。

一些水利水电局长
,

在旧的观念缚束下
,

总觉得搞水利水电是正统的职业
,

把水上

保持当捎带事
。

一要求加强水土保持力量
,

就向上要编制
、

要人员
、

要经费
。

不少水利水电局
`

j
,

愿把业务人员拉出去搞多种经营
,

去挣外快
,

也不愿给水土保持部门多调整几个人
,

更不愿把强

硬的干部调来搞水土保持工作
。

在对待陕南的水土保持问题土
,

我们省上在指导思想
,

投入的力量和措施等方而也郁存在一

定的片面性
,

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
。

举一小例说
。

陕西省水土保持局有干了二三十年水土保持



工作的老同志
、

老领导
,

过去却很少深入秦巴山区过
,

甚至有干了大半辈子水土保持的干部
,

一

欢也没到过陕南的
。

再从省上人员编制来看
,

目前省直属水利水电水保职工有 1
.

2万人
,

其 中水

土保持职工只有 1 20 多人
,

占 1 %
,

也只是个小不点儿
。

这对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陕西省来说
,

是极不适应的
。

所以
,

要解决问题
,

必须从上到下一齐努力才行
,

首先要从思想王克服水二L保持

不重要的旧传统观念
,

还要改革在这种传统观念影响下而形成的传统制度
,

在水利水电系统来个

大的转变
,

从机构
、

人员上把水土保持放在应有的地位
。

如果 我们不从水利水电系统本身来这样

一个改革和转变
,

不发挥自己内部的能动作 用
,

不能用自己的出色工作成绩和各地大量事实去宣

传群众
、

发动群众
,

唤起领导的重视
,

而只在那里 向 上 伸 手
,

希望上帝开恩
,

是搞 不 好 工 作

户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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