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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林河乡坚持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实效

潘克三 王 忠

( 中共河北省围场县委员会办公室 )

提 要

艾林河乡是围场县十大贫困乡之一
。

从 19 8 4年开始
,

全乡群众掀起了治土固本
、

富土生

财
、

改水兴利的山区建设热潮
。

5 年时间
,

已治理支沟 47 条
,

毛沟 1
,

31 9条
,

完成山体 治 理

面积达 3
,

800 多公顷
,

占山场面积的 6 3
.

3 %
。

由此迈出了消除贫困根基的第一步
,

初 步 实现

了 山青水秀
、

村新民富的美好前景
。

艾林河乡是围场县十大贫困乡之一
。

全乡辖四个村
,

55 个村民组
,
6

, 1 00 余人
,

有劳力 2
,

30 。多

个
。

全乡总面积 8
,

26 7公顷
,

其中山场面积 5
,

97 0多公顷
,

占7 2
.

3%
,

属典型山区乡
。

19 8 4年以来
,

为根本改变
“
穷山

、

穷水
、

穷乡
” 的贫困状况

,

艾林河乡组织全乡群众掀起了

治土固本
,

富土生财
,

改水兴利的山区建设热潮
。

5年时间
,

由集体集中组织和个人分散投工 30 万

个工 日
,

国家
、

集体
、

个人累计投资 3 6
.

1万元
,

动用土石 17 7
.

31 万立方米
,

沿连绵 35 华里 的东西

两脉山体全面铺开整治
,

已治理支沟47 条
,

毛沟 1 ,

31 9条
,

完成 山体治理面积 3 , 8 00 多公顷
,

占山

场总面积的63
.

3%
。

由此迈出了消除贫困根基的第一步
,

初步展示了山青水秀
、

村新 民富的美好

前景
。

1
、

造就了生机盎然的良性 生态
。

涵养水分的生物措施连同缓洪蓄水的工程措施
,

一改艾林河

乡生态脆弱 的旧貌
,

绿化面积成倍扩展
, 5 年间造林 2

,

027 公顷
,

有林面积发展到 2 , 8 47 公顷
,

山

场绿化率达 4 7
.

7% ; 土壤滋润能力大大加强
,

近两年树木成活率高达 95 %
,

比以前年分平均水平

提高 25 %左右
,

草场理论载蓄量比治理前增加 17 % ; 水土流失得到缓解
,

全乡年表土流失量由洽

理前的 7
.

35 万吨减少到 2
.

94 万吨
,

降低 60 %
,

已连续两年没发生大的水患
。

2
、

形成了发展生态农业的好开端
。

伴随生态环境的改善
,

大农业 开始步入良性发展 的轨道
。

粮食每公顷单产由 1 9 8 4年的 1 ,

80 0公斤提高到 1 , 9 50 公斤 ; 在牧场暂时收缩的情况下
,

畜牧业仍保

持稳定发展势头
,

按不变价计算
, 1 9 8 7年全乡畜牧业实现产值 67

.

53 万元
,

同以前年 分持平 ; 林

业开始迈大步
,

.

1 9 8 7年产值达 2 7
.

6万元
,

近两年平均增长 1 0
.

3%
,

林粮草样样丰盛 ; 农林牧业后

劲十足
,

相互协调发展的格局已现雏型
。

3
、

奠定了山区致富的长远根基
。
目前

,

全乡已拥有各种林木 1 , 0 13 万株
,

明后两年全部治理

完成后
,

将达到 1
,

20 。万株
,

每人平均近两千棵
,

从而为长远发展蓄积了
“
资本

” 。

当地农民从蓄

积的林业财富中看到了希望
,

称此为开了 介银行
” ,

扩建了 “ 工厂
” 。

待林业优势充分显示时
,



将有勇多的致富门路
,

吸引更多的农民留守
“
本土

” ,
.

安居乐业
。

「

、
’

·

“ 》
`

艾林河乡能坚定地走到治 土固本
、

富土生财这条路上来
,

并收到显著成效
,

关键在于他们在

抬理的立意上
、

治理的方式上
、

治理力量 的组织上
,

切实把握了乡情
、

民情
,

抓到了
`

“
真经

” 。 :

一
、

本土难守又难
“
离 ”

艾林河乡全流域治理之初
,

正值多数乡村涌跃发展乡镇企业
,

大兴
“
离土热

” 之际
。

他们之

所 以放弃对
“
离土热

”
的追逐

,

并把仅有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投到治理
“
本土

”
上

,

主要是他们

看到
“
既离不 了土

,

又守不住土
”
的严峻现实

。
.

经济学上有一条原则
:

农民解脱土地的程度取决于农业创造剩余的多寡
。

那时
,

艾林河乡面

临的正是没有
“
剩余

”
可供

“
离土

”
的客观现实

。

1 9 8 3年
,

是艾林河乡少有的风调雨顺年份
,

但

每人平均 占有粮食也仅有 2 20
.

5公斤
,

每人平均收入仅 87 元
,

、

分别是 全 县 平 均 水 平的 85
.

4 %和

石6
.

4 %
。

长期贫困
,

加之责任制后产权重心向农户的倾斜
,

原本脆弱的乡村集体经济继续下滑
,

濒于丧失积累功能
。

现实情况告诉艾林河乡的乡村干部
。

除非把劳动力作为商品进行输出外
,

想

“ 离土
”
办企业

、

搞工业是不可能的
。

“
离土

”
的思想要不得

,

而
“
守土

”
思想的危害性更大

,

其直接后果就摆在人们的面前
:

全乡

仅有林地 820 公顷
,

占山场面积的 13
.

7%
,

且绝大部分集中在麻家营一个村
,

其余树少草稀
,

表层

吸水蓄水能力极低
,

水土流失相当严重
,

面积高达 5 ,

14 0多公顷
,

占总面积的 62
.

2% ; 2, 3 30 多公顷

草场
,

有 1
,

6 00 公顷基本丧失载畜能力
,

畜牧业发展到 9
, I n 个羊单位后急转直下

。

该乡山洪侵袭加

重
,

每年平均有近 7 公顷耕地遭水冲沙压
,

最多一年交通受阻 5 次
,

中断两个多月 ; 有 400 间房屋

面临洪水冲垮的危险
。

山穷
、

水患
,

生态失调
,

导致了粮食生产低而不稳
。

当地群众有一句顺 口溜
:

“ 出门就上山
,

迈步走河滩
,

靠山没柴烧
,

靠河没水浇
。 ”

这形象地表述 了当地居民在生产
、

生

活上的困境
。

低层次的生产力水平
,

不 可能实现
“
离土

” ,

而放任
“
本土

”
生态恶化

,

又荟加剧
“
离不了

也守不住
”
的演变

。

因此
,

治土改水
、

蓄本生息
,

才是实现治穷致富的唯一 出路— 这就是艾林河

乡的结论
。

二
、

实行全面的综合治理

艾林河乡在具体治理过程中
,

综合考虑诸小流域
,

系统安排局部与全局
、

集体 与 个 人 的关

系
,

全面运用各种可行的工程技术手段
,

创建了一套全面综合治理的方式
。

(一 ) 全流域统一治理
,

以收治理的整体功效
。 1 9 8 4年 以前

,

全乡曾治理 30 处近 46 7公 顷 的

小流域
,

但巩固住的不足 30 %
。

乡政府在总结中看到
:

上下左右治理不配套
,

】

局部治理难以凑效
; 四

邻不同治
,

人为的破坏难以消除
。

为此
,

他们确立了全流域治理的思想
。

在治理的范围上
,

不分

集体山
、

个人承包山和自留山
,

将整个流域内的山场全部纳入治理规划
,

制定统一 的治理方针
、

措施和期限 ; 在治理时间上
,

实行 ,’ 三统一分
” ,

即乡内统一规定治理时期
,

统一规定分期治理工

程标准
,

统一进行治理验收 ; 在此基础上
,

以村为单位分小流域集 中组织或督促个人分散施工
,

并注意村组户山场毗邻部位治理衔接
。

由此
,

形成了同步治理
,

收到 了治理的系统效果
。

(二 ) 全 因素控制
,

力求彻底根治
。

干部乡民们
,

一方面综合运用各种工程技术措施
,

消除

水土流失的客观基础
。

在坡面
,

全乡呈带状挖水平 壕 5 0
.

6 万 米
,

鱼 鳞 坑 1 0 0
.

8 万个
,

大掩 3 00

万个
,

以拦洪蓄水 ; 与此同时
,

按
“ 阴坡松

,

阳坡杏 (或杏松混交 ),, 的方法
,

植树养林
,

护土蓄

财
。

治理 以来
,

他们共栽松树 7 80 万株
,

杏树 50 多万株
,

其它林木 18 0多万株
。

在沟堂
,

以石谷坊



与杨柳坝 (条件好的果树坝) 配合治理
,

已闸谷坊 3
,

000 道
,

修杨柳坝 80 。万米 ; 此外还配套修筑

了石
,
0 0 0米主河河坝

。

另一方面
,

科学调整生产布局
,
消除生产对生态的潜在影响

。

治理 以 来
,

全乡对 25
。

以上的坡耕地陆续实行了退耕
,

压缩了牧业占地
,

相应扩展林地
。

同 19 8 3年 比 较
,

全

乡农用地下调了 1 9 9
.

8公顷
,

幅度为 2
.

46 % , 放牧地下调 1
,
0 69 公顷

,

幅度为 13
.

19 % ; 林 地 上调

1
, 2 6 9公顷

,

幅度为 15
.

6 5%
。

(三 ) 全体治理与维护
,
适应系统治理的要求

。

千部乡民们针对缓洪蓄水的土石方工程量大

且跨区域
,

分而治之多数户难以完成 ; 而类似造林等生物工程
,

各户有效劳动力和经济实力的实

际情况
,

在力量摆布上
,

恰当地进行分与合
,

实现了与全流域治理相融通的全体治理
。

一是以村

为单位
,

运用
“ 两工

”
集体会战

,

完成工程量大的土石方工程
。

治理 以来
,

全乡 累计 使 用
“
两

工
” 1 4

.

7万个
,

每个劳力每年出工 12
.

7个
,

完成土石方量 1 3 1
.

2立方米
,

占全部土石方量的 74 % ;

二是户自为战
,

完成生物工程
。

在全部应治理面积中
,

个人承包山
、

自留山占83 %
。

这部分荒山

的绿化都是由各户依规划要求
,

自购苗木
,

自行栽植
,

如期完成的
; 三是组织全体参与维护

。

乡

政府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制订封禁维护公约
,

规定已治理区域内两年不准割草
,

幼林期不准放牧
,

使户与户
“ 连带” 维护

。

另外
,

村组还聘护林员 32 名
,

定期巡视监督
。

( 四 ) 抓全效益
,

以期达到蓄本生息的目的
。

他们在治理中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举
。

在实施生物措施时
,

凡经济林木能防护
、

涵养的
,

就栽植经济林木 ; 适应豆科草生长的不种其它

品种
。

在全乡已植林木中
,

经济林达 2 6 9
.

8公顷
,

占已造林面积的 1 3
。

3%
,

所退耕地
,

多数都是果

粮
、

果草间作
。

在蓄水拦洪工程建设上
,

与经济发展作相关考虑
,

实现一建多用
。

如六碾子村大

榆木沟整治时
,

把水渠建成蓄水 2 , 0 00 立方米的水池
,

灌溉下坡面 17 公顷果地
。

三
、

变
“
百人百姓” 为

“
百人一姓 ” 、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
,

分散家庭经营的
“

百人百姓
”

曾被看作是组织 山水治理的普遍性难题
。

艾林河乡治理之初
,

许多人也存有畏难情绪
。

面对新情况
,

艾林河乡认真地调整了
“ 百家姓

” ,

发扬
“
百姓

” 之能
,

调动 “ 百姓
” 之力

。

他们的办法是
:

(一 ) 强化思想工作 ` 争取群众多数
,

形成治理的大气候
。

全乡始终把思想工作放在治理工

作的首位
,

并针对农民现实性强
、

疑虑重
、

信念易动摇的特点
,

注重用事实教育群众
,

用多数群

众的群体行为加以引导
。

大碾子村支书王文军是全乡第一个承包治理的大户
。

他承包的 35 公顷多数

是 水 土流失严重的石质山
,

治理两年
,

山脚下公路和 田地水冲
、

沙压明显减轻
,

个人还获 得大

量 烧柴
。

乡村及时抓住这样的典型事例进行宣传
。

几年来共总结
、

推广个人典型 8 户
,

村或组治

理典型 13 个
。

在宣传活动中
,

力求每次思想动员后都能争取到多数群众
,

从而形成声势
,

造成群

众自我教育的
“ 滚动式 ” 效果

。

乡党委
、

乡政府还特别重视村组两级干部在思想工作中的作用
。

配合治理
,

乡政府调整充实

了 2 8名村组干部
,

重组了一个村班子
,

使村组干部在行动上带头示范
,

工作上敢于碰硬
,

以治理

的正气压破坏的邪气
。

(二 ) 完善利益
,

调节体系
,

调动群众投资
、

投劳的热情
。

对
“
两工

”
投入

,

他们实行严格的

齐工找价制度
,

以罚促投
。

少 出或不 出工
, “ 一工二误

”
(误一个工扣两工钱 )

,

并随不同季节

规定不 同的工值 , 超工的
“
一工双得

” 。

当期工程结束
,

当期齐工找价
。

对个人承包山的投劳投

资
,

区分两种情况
,

制定两种利益调节办法
:
一是在土石方工程投劳上

,

实行劳动替代
,

利益抽

成
。

凡个人无力保证按规划完成承包山治理的土石方任务
,

由集体运用
“
两工

”
替代治理

,

但同

时依照工程量大小抽取不同比例的山场收益分成
,

集体抽成部分用作公共积累
。

以此鼓励承包人



独立 投劳
。

全乡有十多户就是 自己找亲友或雇人完成土石方工程而没用
“
两工

” ;二是在荒山综
合治理上

,

注入竞争机制
,

实行优选劣汰
。

西沟门村一村民
,

承包的 12 公顷荒山连续两年不 投资
治远

, 19 8 8年村收回其承包权
,

让他签了永不反悔食同
,

并罚了他 3。。元误时费
。

收回的承 包 山

招标承包
,

中标的张力伟
,

目前已投资1 ,

50 。多元
,

栽上落叶松 2
.

2万株
、

杏树 3 公顷多
。

(三 ) 实行一体化管理
,

真正让群众见到实效
,

得到好处
。

一是一体化质量管理
,

力争治一
处成一处

。

各村都组建了工程设计指导组
,

在施工期间巡回检查
、

指导
、

验收
。

不论集体山
、

个

人山
,

一律要经过质量验收关
,

不合格的当即返工
,

决不放任自流
,

从而使每项治理都毕收其功 ;

二是实行一体化维护措施
,

巩 固治理成果
。

乡制定了违犯封禁制度的处罚条款
,

对集体山
、

承包
.

山一律适用
,

承包者或其他村民都一样遵守
。

凡擅自动用封区柴草
、

林木者
,

除赔偿损失外
,

处

罚款 10 一 20 元
,

散放牲畜的一次罚款 2 一 3 元
,

进入封地
,

赔偿损失并罚款 5一 20 元
。

维护措施
.

的一律性
,

确保封禁目的的实现
;
三是统一收获季节

,

保证群众各得其利
。

这个措施使偷青哄抢
·

问题得到有效杜绝
。

( 四 ) 帮助群众以短养长
,

避免发生思想波动
。

一方面
,

干部们积极引导农 民挖掘牧业生产潜

力
。

工程规划上
,

有条件的地方尽量安排轮封轮牧
,

保林稳畜
,

生产组织上
,

鼓励群众种草
、

青

贮
,

发展舍饲
。
1 9 8 8年全乡人工种草 43 公顷多

,

每个羊单位摊一分草
,

青贮 27 万公 斤
,

每头牛有

2 0 8
.

5公斤
;
另一方面

,

他们努办扶持群众开辟生财之道
。

有两个村建立了玉米制种基 地
,

另 两

个村土豆制种基地业已立项
。

大碾子村 1 9 8 8年制种一项每人平均增收约 5 00 元
。

乡政府还抽 专 人

引进来料手工编织毛衣的群体加工项 目
,

安排劳力巧 。人
,

总收入已实现 7
.

5万元
。

此外
,

输出本
,

乡劳力 5 00 多人
。

上述工作切实减轻了群众治理的经济压力
,

消除其产生异意的现实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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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s t r a e t

、

A i l i n g h e 15 o n e o f 七h e p o o r e o m m u n e s i n W e i e h a n g C o u n 七y
.

F r o m t h e

y e a r o f x 9 8 4 b n ,

m a o s e o t h e r e s e t o f f g r e a 七 u p s u r g e t o d e v e l o p m o u n t a in
-

o u s r e g i o n t h r o u g h 5 0 11 h a r n e 8 8 a n d f o u n d a t i o n s o l i d i f i e a t i o n , 5 0 11 e n r i
-

h i n g t o P r o d u e e P r o P e r t y ,

w a t e r t r a n s f o r m i n g a n d b e n e f i七 P r o m o 七i o n
.

I n f i v e y e a r s 4 7 b r a n e h d i七e h e s a n d l
, 3 1 9 h a i r d i七e h e s h a v e b e e n h a r n e s s e d

,

m o r e 七h a n 3 , 8 0 0
`

h e e t a r e s o f m o u n t a i n o u s a r e a h a v e b e e n t a e k l e d
,

m a k i n g

a m o u n
一

t 七0 6 3
.

3% o f 七h e t o t a l a 护e a ,

w h i e h s t r i d e s t h e f i r s 七 s t e p 七0 e l i m i
-

n a t e P o o r r o o t a n d f r o m w h i e h a m a g n i f i e e n t P r o s P e e 七 o f n e w v i l l a g e

w i t h r i e h P e a s a n t s a n d P i e t u r e s q u e s e e n e r y 15 i n i t i a l l y r e a l i z e 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