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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土保持措施要有突出的经济效益

周 太 明

(福建省潭州市水土 保持办公 室 、

提 要

当今
,

水土 保持 己进 入新 的发展时 期
,

讲效益
、

讲经济
,

成 了广 大农 民的热 门话
。

产

水土

流 失区的农 民群众
,

迫切指望通过治理 水土流失
,

尽 快地改变贫 困面貌与经济地 位
。

这一 折

望能否变成现实
,

关键在于水土保持措施要有突出的经济效益
。 一

首先要充分利用水土资源
;

第二要积极发展经济林果
;
第三 要大力推广立 体种植

;
第四要建立商 附

; ’ !乙产基 地
;
第五要 充

实完善经苗体制等
。

治理水土流失 的目的
,

是改善生态环境
,

开发利用水土资源
,

促进生产力 的发展
,

为社会创

造物质财富
。

福建省漳州市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展治理水土流失
,

历史虽然不算太长
,

但通路相当

曲折
,

既有成功 的经验
,

也有失败的教训
。

凡是注重经济效益
,

把生态效益
、

社会效益离于经济

效益之 中
,

必能产生强大物质力量
,

水土保持就有旺盛的生命力
; 凡是忽视经济效益这一址本质

的东西
,

单纯搞防护性治理
,

群众得不 到实惠
,

水土保持就没有活力
。

当今
,

水土保持 已迸入新

的发展 时期
,

讲效益
、

讲经济
,

成为广大农 民的热 门话
,

水土流失区的农民群众
,

迫切始望通过

治理水土流失
,

尽快地改变贫困面貌与经济地位
。

这 一指望能否变成现实
,

关键在于水土保持措

施有突 出的经济效益
。

一
、

充分利用水土资源

漳州市水土流失面积大
,

范围 )一
,

浸蚀类型多种多样
。

据 1 9 8 4年普查
,

流失总面积达 2了万公

顷
,

水土资源丰富
,

生产潜力很大
,

亚待通过综合治理进行开发利用
。

过去
,

由于重治理轻利用
,

水土保持长期停 留在
“ 土不下山

,

水不 出沟
” 的低层次上

,

没有很好地将资源优势
,

通 过治理开

发转化为商品优势
,

造成资源 浪费
,

经济效益不 高
。

少琴实
,

水土保持的各项治理措施
, ;足开发利

用水土资源的重要途径
。

无论坡耕地还是荒山荒沟
,

实施水土保持后
,

都能使土地生产率 阳劳动

生产率成倍提高
。

例如南靖县转阳山柑橘场
,

通过改建梯田
、

补苗补 植
、

套种间作
、

改土施肥
、

挖沟建池和配套林草保护带
,

使果园生态环境得 以改善
,

柑橘生产迅速发展
。

l蛇 l年 柑 橘 总 产

1
.

4万公斤
,

1 9 8 6年达 到40 万公斤
。

云霄县东车村
, 1 9 8 6年将 1 3

.

3公 顷光秃山坡开成水平 涕田
,

梯

面种植木本果树
,

!可作油粮经济作物
,

梯壁地埂栽种绿肥
,

套上菠萝
,

两年直接经济收入 4
.

4 力
-

元
,

每年平均每公顷收益 3
,

3 00 元
。

历史经验告诉 找们
,

开展水上保持工作必须立足于对水 土 资

源的开发利用
,

不能将治理与开发利用截然分开 ; 要将治理与开发涪为一体
,

坚持治理中开发
,

在开发 中治理
,

经济效益就可 迅速猛增
。

依樟州市的 白然条件
、

经济状况和社会需求等特
l

气
,

对

边远山要通过植树造林
,

大力发展薪炭林
; 对浅近山要通过修梯田

,

挖台地
,

大力发 展 经 济 林





实力为依托的困难境地
。

因此
,

必须突破单纯保持水土的范畴
,

把重点转移到发展商品生产
,

大

抓基地建设
,

提高商品效益
。

首先
,

要从综合治理开发 的要求 出发
,

变分散治理为集 中成片
,

根

据资源条件和市场要求
,

建立一批具有本地特 色的高效益拳头产品生产基地
; 其二

,

要把耘
t。被建

设与发展商品紧密结合起来
,

尽管各地资源优劣条件 下同
,

不}1只要扬 长避短
,

万龙良树
一

种和 卜窝的

植被资源就能尽快地转化为商品优势
;
其三

,

要掌握商尸
【
生产经济信 它

、
,

重视研究具有保持水土

功能
,

又有高经济价值的多年生植物的栽培技术
、

利用 途径
、

加工方法
、

销售渠道和发展前途
。

实践证明
,

一品经济是否活跃与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息息相关
。

掉浦县火烧埔原是不毛之地
,

解

放后多次造林不见林
, 1 9 8 4年三户农民土山承包治理

,

在坡耕地开梯田 种双华李为主的果树 1 3
.

3

公顷
,

套种玫瑰茄等经济作物
,

当年收套种作物产值 1
.

1万元
。

产 召
;

效益有力地吸引
_

J
一

!胡川的 群

众
,

先后有 38 户农 民上山承包
。

如今火烧埔 己建成 67 公顷双华李生产 华地
,

今年收 断果 11 万多公

斤
,

畅销安徽
、

江苏
、

广东
。

五年来
,

火烧埔共收获水果及农作物
,

产值 3 6万多元
,

其中仅 1粥 8年

上半年收入 12 万元
,

平均每户 3 千多元
。

专业户尝到商 品基地 的甜头
,

日前又在扩大基地建设
,

一方面抓兴建果
.品加工厂

,

另一方面抓发展养殖业
,

利用果园基地的丰富资源
,

养猪养 牛
,

喂鸡喂

鸭
,

既提高经济收益
,

又增加有机肥料
,

促进基地 良性循环
。 一

再过二三年
,

双华李进入生产期
,

其它果树将相继投产
,

加上养殖业和加工业
,

火烧埔的商品生产和经济效益将大幅 度 增 长
。

为

此
,

抓好商
.钻墓地建设

,

对 加快水土保持步伐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现实的经济意 义
。

五
、

充实完喜经营体制

充实完善经首责任制
,

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
。

几年米
,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
,

孚例刊

市承包治理由初期以家庭为单元发展 到以村乡为单元 以至扩大到跨村
、

跨乡的范围
,

其社 会规模

越来越大
,

组织形式越来越多
。

有个体户承包
、

联户承包
、

专业队承包
、

集体治集体管和集体治分

户管
,

等等
。

但是不论那种形式
,

都离不开集体与个体两个方面
。

这儿年比较强调户包治理
,

所 以

个体户治理
.打据主要地位

,

从 1 9 8 8年全市承包治理 的情况看
,

属集体治理仪 l片13
.

5 %
,

而 个体 J
`
’

治

理 占 8 6
.

5 %
。

实践表明
,

近山近 沟实行分户承包治理 比较成功
,

效益显
一

著
,

原因是 离村近
,

而积

小
,

易竹理
。

至于远离村庄的荒 山荒沟
,

由
一

于面积大
、

工本大
、

难度大
,

采川家家户户上山承包

的力
、

法
,

大多感到力不从心
,

既使治得了 也管不了
,

效益普遍不 住
,

有 的血貌依 旧
。

对待此类地

区
,

在治理开发 的技术 上并没有不 可逾越的障碍
,

可是在经营体制土则大有探讨的余地
。

萝城区

岱山示范点
,

远离本村 20 多公里
,

由村组织专业 队
,

上山安营扎 寨
,

实行集体所有的专业队承包

经营
,

治理而积由原米 8
.

7公顷扩大到 2 8
.

7公顷 ; 经 营项 目 ,11
一

单纯种菜发 )又到种果
、

造林 和多 种

经营 ; 经济总
、

收入 由 1 9 8 3年的 3 万元
,

逐年增加到 1 9 8 7年的 7
.

5万元
,

增 长 1
.

5倍
。

这就
一

说明
,

治

理开发水土资源
,

既要依靠 千家万户
,

也要重视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
。

沐州市水
二L流少、 区 的 日然

和经济条件不 同
,

治理的对象和难度 也不同
,

承包治理 的责任制 也必然是多种多样
,

应当国绕若

提高效益去充实
、

去完善
。

(英文提要见第 11 页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