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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脱贫致富不能自毁生存条件

— 陕南水土保持考察报告附件之三

提 要

山于对水土流失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

许多部门如工矿
、

交通
、

企业
、

建筑
、

建材
、

勘探
、

多种经首等
,

在生产建设 中
,

急功近利
,

滥川 自然资源
,

只顾眼
一

前利益
,

不顾长远利益
,

乱弃

废土
、

矿渣
、

碎石
、

尾砂
,

造成人为的严重水土流失
。

随着工矿
、

交通
、

企业
、

多种经营和林副特产的发展
,

各地出现了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

就是在生产建设 中带来了人为的水土流失
。

主要危害是
:
第一

,

没有处理好废土
、

碎石
、

矿渣
、

尾砂以及垃圾等
,

造成堵塞沟道
,

淤积河床
,

污染水源 ; 第二
,

急功近利
,

只顾 眼 前
,

不 顾 长

远
,

滥垦
、

乱伐
、

乱挖
,

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 第三
,

陡坡开荒
,

毁林垦种
,

破坏植被
,

增

加了水土流失
。

从调查着
,

人为水土流失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

1
、

山区筑路
,

任意倾倒山皮
、

废土
、

石渣
,

造成水土流失
。

近年来
,

秦巴 山 区 有 近 80 万

人
,

开 山放炮
,

挥镐破土
,

大修其路
,

新建县乡公路近千公里
,

旧路改造 2 , 7 68 公里
。

每公 里 ;按

弃土 3 万立方米计
,

所修新旧公路将弃土 1 亿多立方米
,

除利用一少部分外
,

大部分就地推入沟

道河谷
,

堵塞河道
,

压没农 田
,

后患无穷
,

很少有人过问
。

2
、

开石和采矿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

陕南矿产资源丰富
,

近年来到处都在挖矿
、

淘金和开石

放炮
。

一般只顾抓自己的现金收入
,

对所开废土
、

矿渣
、

碎石
、

尾砂
,

到处乱堆乱倒
,

加剧人为

水土流失
,

污染江河
。

镇安县近年掀起了开矿淘金热
,

几条大河两岸淘挖得千疮百孔
,

开挖矿洞

2 ,

10 0个
,

到处是沙石土堆
。

据统计
,

每年有 3 万多立方米废土石
、

矿渣倒入河 内
。

商 县三十里

铺由于乱开石料
,

乱抛废土石渣
,

使三十里铺下游河床淤高 1 一 2 米
,

长达 4 公里
,

每发洪 水
,

川道就要受害
。

多年来都是冬春修
、

夏秋冲
,

使下游群众生产
、

生活没有保证
。

群众多次提出上

告
: “

二十里铺开石
,

富了个人
,

害了千家万户 ; 祸及当代
,

危害子孙
。 ” 县政府和有关部门通

过调衣
,

关闭了三十里铺沿河 两岸大小型 13 处采石场
,

并对其他 10 个石场也进行了停业整顿
。

3
、

兴修水利水 电工程
,

乱倒沙石废土
,

造成人为水土流失
。

近年来
,

陕南开工了一些大型

水利工程
,

兴建了不少小型水 电站
。

在兴建过程中
,

一般也不注意处理好废弃物资
,

多半是就地

推入河遂
。

4
、

山区建厂盖房
,

修筑民宅村舍
,

劈山挖洞
,

束河床
,

占好地
,

到处弃土抛石
,

增加河道

泥沙量
。

洋县在 汉江一级支流溢水河的河口上 5 一 10 公里处
,

山于修建厂房
,

在沿河岸边堆倒的

石渣 哎土约 22
.

5万立方米
,

增加了河道泥沙量
。

陕南各地许多这样的事例
,

没有引起 人 们 的 注

意
。

5
、

城 乡工业企业
,

排放大量粒尘
、

废渣
、

废水
,

污染水源
,

增加水土流失量
。

汉中地区工

矿企业比较发达
,

问题较多
,

加上县级以下 7 , 0 00 多个乡镇企业
,

大都 为 污 染 型 的
。

略 阳
、

宁

弧
、

汉中
、

洛南
、

凤县等许多城镇附近
,

问题 已很突出
。

不少河流因此出现淤塞和污染
,

清水变



成了红黑色水
,

臭气冲天
。

6
、

毁林毁草开荒
,

陡坡开荒
,

刀耕火种等古老的生产方式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建国以来
,

各地县毁林毁草开荒
,

陡坡开荒
,

一直没有彻底刹住
。

汉中地区 30 多年来开荒20 多万公顷 , 镇巴

县从新中国成立到 1 9 82年
,

共开荒 4
.

29 万公顷 ; 严重的有
: 1 9 5 0年住 军 开 荒 0

.

67 万 顷
, 1 9 5 4一

1 9 5 9年连续开荒 0
.

85 万 公顷
,

困难时期开荒 2
.

04 万公顷
, “

文革
” 时期开荒 0

.

67 万公顷
。

个县小

面积的开荒一直没断
, 1 9 8 7年又发现一个乡 6个村开荒 4

.

07 公顷
,

林草植被遭到严爪破坏
。

商县

木材年生长址为 5
.

12 万立方米
,

而年采伐址 12 万立方米
,

年超采生长址的 1
.

34 倍
。

毁林毁草
、

陡

坡开荒现象
,

全县各地屡有发生
。

1 9 8 6年发生干旱
,

全县开荒面积近 2 ,

00 0公顷
,

一些退耕 了 的

面积再次复垦
。

有些群众说怪话
: “ 现有的林子保不住

,

却天天动员 去 栽 树
,

真是吃饱了 撑得

慌 ! ”

7
、

顺坡耕种
,

经济林垦复等旧的生产习惯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顺坡耕种
,

是畜片坡 ,ilI[ 纵的方

向上下耕种
,

从锄地
、

开垄
、

挖沟到播种
,

都是从上向下进行
,

人为地加深了坡面侵蚀沟
,

增加

了水土流失量
。

从调查看
,

这种纵耕法主要是群众耕作不弯腰
,

省 劲
,

但不 利保持水 二匕 经济林

垦复
,

不加水土保持措施
,

等于变相开荒
,

应该改进
。

8
、

在生产食用菌
、

天麻
、

木炭以及挖药材等方面
,

普遍存在失控现象
,

破坏林草资源
,

加

剧水土流失
。

几乎各县都提出强烈地反对
。

9
、

城镇垃圾乱堆乱倒
,

造成人为水土流失
。

我们在 白河
、

旬阳等县发现
,

由 J
立

这甩的城镇

附近平地不多
,

把城市垃圾都就地倒入河里了
。

以上各种人为的水土流失
,

各地县都有大量的调查材料和事实可以充分说明 J纷厄重性
。

例如

旬阳县是省
_

l几的木耳生产基地县之一
,

近年来 由于木耳生产失控
,

耳树滥伐严重
,

耳棒资源而临

枯竭的危机
。

1 9 8 3年林业普查时
,

全县还有耳树 3
,

00 0万公顷
,

县主管机关下达生产木 耳 数
,

址

高年达 3万架
,

而 1 9 8 5一 1 9 8 6年
,

全县木耳都在 6万架以上
, 1 9 8 7年预计将超过 10 万架

。

林业部

门算了一笔帐
,

每年发展 6万架
,

需砍掉耳树 49 3
.

33 多公顷
。

按这个速度不要 6 年
,

现有的耳树

就砍光了
,

而每长一茬耳棒需要 10 多年时间
。

旬阳县的棕溪区
, 1 9 8 1年产木耳只有 5 0 0公斤

, 1 9 5 6年增加到 5
,

0 0 0公斤
,

1 9 5 7年顶计可达 1
.

2 5

万多公斤
。

近 3 年里
,

他们砍掉耳树 6 66
.

7公顷
,

占全乡耳树总面积的 2 / 3 以上
。

一位林业技术

员说
: “

这样下去
,

加上烧柴
、

烧炭
、

建房等用材
,

再过两三年耳树就不复存在了
。 ”

我们在当地访问了一户木耳生产专业户
,

叫刘家强
。

他从 1 9 8 5年开始生产木 耳
,

当 年 发 展

4 0 0架
,

生产木耳 2 0 0公斤
,

收入 6 , 0 0 0多元
; 1 9 5 6年发展木耳 i , 6 0 0架

,

产了止达 i , 0 5 0公 斤
,

收 入

3 万多元
; 1 9 8 7年发展到 2 ,

4 00 架
,

产员可达 5 , 5 00 公斤
,

每公斤可卖 30 元
,

共可收入 1 6
.

5万元
。

去年他买耳榨 16 万公斤
,

今年要买 50 多万公斤
。

据他介绍
,

现在耳棒越来越不好买了
,

周 !减3 :l0 lt

路以内耳树 已砍光
,

要到 30 里以外去买
。

山上树光了
,

破坏 了植被
,

就会 加剧水土流失
。

城固县有栋类资源 1
.

01 万公顷
,

每年生长旦为 1
.

5万立方米
,

而每年生产木耳
、

天麻
、

木炭要

消耗 2
.

8万立方米
,

不足 1
.

3万立方米
,

再加上生活用柴
,

间题就更严重了 ; 略阳县 1 9 86 年计划发

展木耳 3 万架
,

实际发展到 6 万架以上 ; 留坝县 1 9 8 7年计划发展木耳和香菇各 2 万架
,

实际
.

=11 0

万架也超过了
。

据该县水土保持站调查
,

1 9 8 7年县上给铁佛殿乡柳树沟村芬配锻木 吞 菇 1 70 架
、

木耳 15 。架的任务
,

上报统计数字是 5 54 架
,

超指标 73 %
,

实际数还要大
。

该村三组 的 罗 万 寿
,

1 9 8 6年生产木耳
、

香菇 40 0架
,

上报 60 架
,

占实际生产数 15 %
。

许多外县
、

外省的群众到这
.

甩 来

专门砍耳棒卖钱
,

由于耳树采伐过址
,

发现石 门乡等不少地方有砍幼林的现象
,

有的把直社在 10

厘 米以下的幼树都砍了
。

这种滥用自然资源的现象十分普遍
。



这样下去
,

必定要破坏自然生态平衡
,

加剧水土流失
,

后患不堪设想
。

位得注意的是
,

山区

一些搞多种经营的专业户
,

只 图自己眼前的蝇头小利
,

以破坏资源为代价去争当
“
万元户

” ,

实

在是值得研究
。

我们绝不允许少数人发财
,

而毁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条件
。

在防治人为水土流失方而
,

商洛地区抓得比较好
。

镇安县去年以来
,

先后对 34 起毁林开荒
、

徒坡开荒进行了处理
,

罚款 1 , 7 31 元 ; 柞水县对凤柞公路在小岭乡毁林 26
.

67 公顷
,

毁农 !H 1
.

13 公

项
,

进行罚款 2 , 7 00 元
;
商县先后对二龙山和南秦两个水库库区修路问题

,

进行了调卉 处 理
,

又

对 13 个没有采取任何拦挡和防护措施的石场
,

进行了关闭整顿
,

并制定了一套管理
、

审批
、

监杆

制度
。

不少县还颁发了 防止人为水土流失的通知
、

布告和规定
,

起到了一定的作川
。

但是
,

人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

在 目前还没有弓!起全社会的重视
,

许多行业在生产建设
,
}

,没

有保持水土
、

防止生态恶化的常识和习惯
,

大都只抓眼前经济效益
,

不 管长远水土保持效益和生

态效益
。

现在的问题是
:

1
、

防治人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

基本上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
,

虽有国务院

的 《水土保持土作条例 》 和省政府的 《暂行规定 》 ( 1 9 8 5 〔 13 5号 〕 文件 )
,

可是没有认真贯 彻 执

行 ; 2
、

水利水土保持业务部门想抓
,

没人支持
,

抓不起来
,

特别是得不到各级政府 的 及 时支

持
; 3

、

普遍缺乏法制观念
。

对各种破坏水土保持
, 、

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
,

不按法规处 理
,

不按

政纪追究
,

而认为是一般小事
。

坚决制止人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

涉及到国民经枷狗各个领域
,

量大面广
,

任务繁重
,

非下

决心不可
。

各地县都要有机构
,

固定专人来抓
,

要设水土保持警察
,

设水土保持检卉员
,

要从经费

上
、

交通工具上
、

设备上给予支持
,

还要有一套具体的管理办法和制度
,

把管理权
、

审批权
、

监

督权完全掌握在水土保持部门
,

使各级水利水土保持部门真正成为职能机构
,

说话有人听
,

办事

有权威
。

为了生存和改善生存条件
,

我们必须这样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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