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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毁生存条件考察报告
”

激起的反思

胡 良 泽

(四 Jll 省乐至县水利电力局 )

提 要

目前
,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 1油万平方公里
,
占!』土面积的 1 / 6 ; 年土壤流失从 50 多

亿吨
,

每年段掉相当于 17 厘米厚的耕地 16 0多万公顷
。
这样长此下去

, 一

旦水土流失发展到对农

业构成威胁时
,

那么 损失将是不可挽回的
。

今后
,

各级政府工作中
,

水土保持应是一项重要

的议题
,

戈)加治理经费
,

制定相应的政策
,

】

保 沪农民的积极性 , 水土保持同样是水利部 门的

正业
,

必须纠正水利工程才是水利部 门的正统业务的旧观念
。

一向轻视水 土保持 的 水 利 部

门
,

大批水利工程淤满失效
,

就是应得的惩罚
。

错误和挫折
,

教训是沉痛的
,

必须时刻不忘

水土保持 ; 要重视水土保持专业技术千部的培养
,

特别要强调培训各级政府领导干部
,

以便

切切实实抓好水土流失的治理
。

《水土保持通报》 19 88 年第 2 期
,

发表了
“ 长江流域陕西部分白毁生存条件的 考 察报 告

”

(简称
“
考察报告

” ) 系列文章
,

读后激起一阵阵反思
。

自毁生存条件的破坏活动
,

何止长江流

域陕西部分 ! 可 以屯不夸张地说
,

在全国范围内是相当普遍的
,

只是程度不 同
,

手段不一
。

人们

对种种自级生存条件司空见惯
,

见怪不怪了
。

位得深思
。

近几十年来
,

水土流失的不 断加剧
,

致使土地资源损失严重
,

自然生态恶化
,

灾 害 11 趋 频

紧 ; 它给人们带来的不是宫裕
,

而是灾难和贫穷
。

’

可是
,

在这样的生态危机和土壤资源危机的环

境
,
!

, ,

为什么人们不但没有震惊
,

而总是心安理得
、

泰然处之呢 ? 这是因为
,

水土流 失 的严 重

性
、

危杏性
,

不 比江河的决口
、

火灾的发生
,

以及地震那样突然暴发
,

瞬息之间造成毁灭性破坏
。

它待别容易引起人们注意
,

每时每刻都在优虑和防备打
。

而水土流失呢 ? 则是逐渐地
、

缓慢地
、

不知不觉地蚕食着和破坏打
。

它对于 白热环境的恶化
,

也是渐变的
,

在一个较短 l’I红时期内不会出现

什么大的线拐
。

洲北
,

水土流失的潜在危险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
,

弓}不起足够的注念
。

水土流失

危介的不功显性
,

也许就是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容易产生麻痹的白然因奈吧 !

东
“
考察报告

刀
对汉中地区土地资源损失统计

`
{
` ,

30 多年来因水土流失和水毁等凉囚减少农

田达 2 2
.

2 1万公 顷
,

丛不知称人平均损失多少
,

但这个数字对我们米说是十分惊人的
。

l汀在 汉
`
1

,

地代的两位主要负责同志反映研究农业发展的两篇重要文章中
,

不仅在谈及
“
振兴汉

,
i

,
经济的战

略
”
上忽略了水土保持

,

而且在对
“ 汉 「

!
,
应有一个强大的农业

”
论述上

,

找 出了发展农业淤在的

九条危次
,

可惜彩拼丁一佘是专门分析水土流失的严爪性和危害性
,

以及对水上流失治城采取什么

猎几
。

这不 仅仅是他们把这样重要的基础问题遗忘了
,

而是包括他们在内的相
“

性一部分同志的认

识差距太大了
。

热而
,

这种认识差距的产生却龙人为造成的
。

一
、

水土保持在各级政府工作中
,

是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议题
。

李鹏同志在七届全囚人大的
·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 “

农业
,

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
,

是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墓础
。



在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
,

任何时候都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忽视农业的倾向
” 。

因此
,

农业

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将是长时期的
。

保护和利用土地资源是关系国计 民 生 的 大

事
,

也是当今政府的重要职责
。

据统计资料
,

全 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 15 0万平方公里
,

占国土面积的 1/ 6 ; 年土壤流失量 50 多

亿吨
,

相 当于每年毁掉 17 厘米厚的耕地 1 60 多万公顷
。

这样长此下去
,

一旦水土流失发展到 对 农

业构成严重威胁的时候
,

那么损失将是不可挽回的
。

目前
,

我 国面临的不仅是
“
历史上遗留下来

的水土流失面积大
,

分布广
,

流失的程度很严重
” (见 ((中国水土保持 》 1 9 8 8年第 1 期

,

钱正英

同志答本刊记者问 )
,

而且处在一个人 口众多
,

土地资源少
,

人为活动频繁和破坏严 重 的 环 境

中
,

更增添了预 防和治理的难度
。

因此
,

这就需要我们
,

特别是各级领
一

浮同志要有充分的认识和

高度的责任感
。

第一
,

各级政府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
,

千万不能忽视水土保持
。

农业是琴础
,

那么农业的从

础又是什么呢 ? 则毫不含糊地应该是土地资源
。

可是 ,
在一些地方

,

水土流失不仅没有得到有效

控制
,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不断加剧
,

土壤危机 日趋严重
。

然而各级领导者们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

是否想过
,

高楼万丈
,

基础不扎实行吗 ? 因此
,

各级政府领导首先要过好认识关
,

务 必 时 刻 记

住
,

土地乃经济建设的基础的基础
,

切不可忽视
。

其次是要亲自对水土流失作调查研究
,

分析具

体情况
,

因地制宜地采取行政的
、

政策的措施
,

为拯救国土
,

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莫定坚实的

基础
。

第二
,

要千方百计增加水土保持投资
。 “

考察报告
”
指出

: “
如果不增加水土保持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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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根据对南方一些开展水土流失治理投入的了解
,

国家补助水土保持的经费丛本上没有超

过总投资的 50 % (黄河流域略高一些 )
,

而剩余的部分则是通过农民劳动积累进行投入
。

从保护

土壤资源的长远利益上看
,

花这点投资应该是舍得的
。

我们认为
,

采取国家投资与农民集资投劳

相结合的办法
,

调动两个积极性开展水土保持
,

是符合我们的国情的
。

第三
,

农民的治理积极性要有相应的政策措施给予保护和支持
。

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后
,

水土保持设施建立多以户为主
,

而土地又是集体所有
,

则管理
、

使少lJ
、

转让等问题成了

农民的后顾之忧
。

比如陡坡地
、

瘩薄地退耕问题
,

农民对一些投入高
、

产出低的耕地是愿意退耕

还林还果还牧的
。

但是
,

退耕后没有了收入
,

而农税
、

订购粮指标照样负担
,

农 民就很畏难了
。

这就需要从政策的角度对退耕地的林权
、

联户承建工程的使用和管理权
、

经济负担等等问题
,

给

予保护和支持
。

二
、

水土保持同样是水利部门的正业
,

必须纠正水利工程才是水利部门的正统业 务 的 旧 观

念
。

一向轻视水土流的水利部门
,

大批水利工程淤满失效
,

就是应得 的 惩 罚
。

何谓水 土流失 ?

就其名词意义讲
,

是土地表面的肥沃土壤被水冲走或被风刮走
,

一直到土层消失
。

那么
,

水土流失

是什么在起决定作用呢 ? 这毫无疑 间是水
。

因此
,

对水土流失的产生
,

及其规律和危害的研究
,

都脱离不了水利的研究方法和技术
,

而在治理技术上
,

与水利工程相 比较
,

只是 工 程 大 小
,

项

目多少的差别而 已
,

主要施工技术都有相似和相近 之处
,

它们本是同类业务
。

可 是
,

在 水 利 系

统
,

特别是南方一些部门
,

由于受着水利正统业务的 旧观念束缚
,

按四川的俗话说
,

水利业务理

应坐正堂屋
,

而水土保持只能坐偏房就够了
。

所以说在水土保持机构设置上可 以是挂牌的
、

临时

的
,

人员配备上就更不讲究数量和业务素质了
。

近来我们在想
,

如果现在还不着手培养一批 既精

通水利技术又熟悉水土保持业务的人才
,

那么将来水利建设就必然丢掉水土流失治 理 的 部 分
。

中央已经把水土保持的主要业务交给了水利部门
,

因此
,

水利部门就必须从思想上克服水土保持



可有可无的旧观念
,

组织起一支懂技术
,

有实干精神
,

能够宣传群众
、

组织群众的战斗队伍
,

保

证水土保持业务技术正常开展
。

这也可 以说是我们优心忡忡
,

为挽救水土资源进的一点忠言吧里

三
、

要贡视水土保持专业技术千部的培养
。

过去
,

在水利设施管理存在的间题中
,

很重要的

一条是管理技术力量和财力的严重不足
。

这就是在认识上忽视了基础的作用
,

即卖牛的钱不能补

贴牧牛的人
。

据有关资料
,

国家在财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

每年还是保证了相当数量 的 治 理 经

费
。

但是
,

由于投资的限制
,

人才培养太少
,

目前在水土保持工作岗位上而具有综合性专业技术

的人才的确太少了
,

暂且不说人才危机
,

至少可以说技术力量严重不足
。

据我们所知
,

全国高等

学校设有水土保持专业的屈指可数
,

中等专业学校就更不用说了
。

所以
,

在水土保持的投资上
,

认识也有待于更新
。

从长远讲
,

现在每年少安排几个平方公里的治理面积
,

用这些投资换出一批

人才
,

将来所产生的效益是会更大的
。

第一
,

通过定向招生增加人才
。

充分利用现有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
,

增设一部分水土保

持专业
,

面向社会和水利系统内部在职技术干部招收
。

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一批具备专业知识
,

有事业心的干部
,

为治理奠定技术墓础
。

第二
,

培训政府领导干部
。

利用相应的中等专业学校 (主要是地市一级的 )
,

轮训县以下的

政府领导同志
,

使他们通过培训
,

具有水土保持的基本概念
,

掌握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的华础理

论知识
,

运用到他们的实际工作中去宣传群众
,

发动群众
,

把水土保持工作落到实处
。

我们认为
,

要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
,

挽救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壤资源
,

从而挽救人类
,

最根本

的一条是要解决好对水土保持的认识
,

并弓}起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
,

把国土整治摆在应有位置
。

当今
,

切切实实抓水土流失治理
,

世世代代抓下去
,

建设良好生态环境
,

保障人类正常繁衍
,

吕

盛繁荣
。

现在亡羊补牢
,

犹未为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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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必须首先制订出土地合理利用和工程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案 , 即根据黄金的地下储

藏量
,

确定开采规模
、

开采方式
,

结合微地貌类型
,

选择最优的综合治理方案
。

2
、

多渠道的综合治理和利用尾矿
、

毛石
,

减少河道淤积
。

打坝拦渣
,

控制尾矿和毛石下泄
。

为保证下游河道安全
,

同时减少对植被的滑压
,

要在尾矿
、

毛石堆下游基准处筑建挡土墙 (拦渣

墙 )
,

同时在挡土墙外大力营造护渣林带
,

形成工程加生物的复式挡土墙
,

增加拦渣效果
,

控制

坡面的尾矿
、

毛石下泄
。

沟道内搞好谷坊工程拦截上游泄下来的渣石
。

经过工程
、

生物
、

工程的

三次重复过滤
,

河道内的渣石可降到最低限度
。

矿产
、

交通和基建相结合
,

利用各种渠道消化矿渣
。

矿渣弃之是害
,

用之是宝
,

矿渣中的毛

石可 以分选成不 同粒径的石子
,

用于筑路
、

预制件等基本建设
,

粗大的毛石用作建筑挡土墙和谷

坊工程及矿址建筑工程
,

这样既解决了基建中的原材料问题又减少 了渣石堆积
,

同时也增加了经

济收入
。

3
、

搞好污水净化处理
。

解决水源问题
,

应着手于污水的就地净化处理
,

严格控制排放标准

和排放场地
。

污染区人畜饮水因处在第四系的岩层
,

水质污染严重
,

因此
,

饮水工程要避开污染

源
,

打深井
,

提取深层岩石裂隙水
,

或进行远距离供水
,

以保证人畜安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