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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开发治
·

理水土流失山区的方略

石 丁

队西 省水土 保持局 )

提 要

我 国山区约
,! :
囚 上总血积 陇 70 %

,

自然资源 卜分 牡富
。

治理和开发 山区丫。国家经济建设

中处于重要战略地位
,

应与重 点 J「发沿海发达地 区统筹兼顾
,

发 挥各自优势
,

互川支援
,

互

相促进
,

协训发展
。

山区水土 流失严重
, {

妇妇区贫困的根源
, :
是山区 J于发的主要障碍

。

水土

保持是防治水土流失
,

保护和合 理利用 山区水土资源
,

改善生态环境
,

减少 白然 灾害
,

发展

多种商 品经济
,

脱贫致富的 战略措施 ; 是山区交通
、

工矿等基本建设的根 本保证 和 开 发 山

区的基础
。

治 理 开发 山区总的万 向是
:

顶防为主
,

治 管结合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 理
,

以发展

多种经营为 主
,

同时不放 松粮食生产
,

尽快脱 贫致官 ; 还要把观念 和职 能
,

转到 以预防为主
,

治管结合 的 轨 道 土来
,

加弧以监督管理和法制来防治新的水土流失
。

同时还要依靠 政策
、

科学和 投入
,

特别要 建立健 全全国各级 水土保持机构休系
,

以强化水土 保持 和山区 少护发
,

为

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 没做 出更大贡献
。

一
、

、

治理开发山区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中国是个多山国家
,

山区约 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70 %
,

!功然资源十分丰富
。

山区 森 林 llU 识

1
.

07 亿公顷
,

约 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 90 % ; 木材 蓄积量 80 多亿立方米
,

占全国木材总 篇 积 童 的

8 4 % ; 草地面积 2
,

3亿公顷
,

为全国草地总而积的 7。 %
。

这些森林和草地
,

毓截着大员动 杭 物资

源
,

是发展多种商献
:

经济的主要基地
。

山区是水资源补给和河流 的发源地
,

河川径流总量 2
.

川万

亿立方米
,

占全国河川径流总量的 9 3 %
, 6 亿千瓦水力资源基本上都统藏于山区

。

山区还百众多

的矿产资源
,

经济建设必需 的煤炭
、

钢铁
、

有色金属
、

石棉
、

硫磺
、

石灰石
、

大理石等
,

儿 乎全部

仰赖于山区
。

山区有 占全国 l / 3的
_

久日
,

2 / 5的褂地
,

生产 出 1 / 3的 }:良食
。

山区 的另一特 点
_

)立
,

文

通不便
,

人 --lr 居住分敞
,

文化
、

利
一

学和生产都落后
,

自然资源开发困难
。

随着 人 口 的 纳 加
.

毁

林毁草等现象愈演愈烈
,

水土流失 日益严重
,

生态环境逐渐失调
,

自然灾害频仍
,

人 民 生 活 贫

困
。

有些边远地方仍处于刀耕火种 的原始状态
,

现在全国的 18 片贫 困地区都分布在山区
。

山区有

这样广大的土地而积
。

如此众多的自然资源
,

还有那么多的 人口
,

何时治理开发山区
,

如 何治理

开发 山区
,

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建设全局 的重大战略问题
。

我国正在重点建设沿海地区
,

以发挥沿海发达地区 的经济
、

技术
、

管理 以及便于参加 }引示经

济大循环等方面的优势
,

重点突破
,

加快全国现代化建设步伐
,

无疑是一个重大战略决策
。

但是

沿海与山区
,

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是一个不可分剂的整体
,

两者都有各 自的优势
。

如何正确发挥

这些不同的优势
,

既重点建设沿海地区
,

又积极治理开发 山区
,

这是一个庞大 的系统工程
,

是 一

个更大的战略问题
。

沿海发达地区需要山区 供应大量 的原料
、

材料
、

食品
、

能源等
,

否则活海地





14 条
,

航程减至 3, 85 6公里
。

晋西和陕北有许多小煤窑因泥沙淤塞而报废
。

长江上游有若干工厂因

泥沙埋压而搬迁
。

四川省华萦市由于泥沙淤积
,

摧毁工厂厂房库房
,

损失 1 , 4 85 万元
。

5
、

生态逐步恶化
。

陕西省汉阴县凤凰山原有林木 2 万多公顷
,

五十年代林间清流 灌溉山下

2
,

00 。多公顷水田
,

后来森林被伐
,

长流水减少 或枯竭
,

虽然修建一些蓄水设施
,

仍不能保 证 这

些水田 的灌溉
。

番肠阳湖原是江西 的主要产鱼基地
,

占全省捕捞量的 2邝
,

由于泥沙淤浅
,

鱼 类 繁

殖
、

定居 困难
,

鱼种 和产量都大幅度减少
,

捕捞量由六十年代的 2
,

2 67 万公斤降至七十年代 后 期

的 1
,

2 7 2万公斤
,

减产 4 3
.

9 %
。

6
、

洪灾频繁而严重
。

辽宁省 19 8 5年 7 一 8 月间
,

辽河
、

浑河
、

太子河发生洪水
,

冲坏水利工

程 1
.

5万处
,

受灾农田 1 60 万公顷
,

减产粮食 5 00 万吨
,

直接经济损失 47 亿元
。

1 9 8 1一 1 9 8 3 年
,

陕

西南部发生两次洪水
,

汉中
、

安康两个地区损失 2 0亿元
。

江淮河海的洪水泥沙直接威胁华东
、

华

北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

如果黄河决 口
,

将损失千百亿元
。

综上所述
,

水土流失既是山区贫困的根源
,

又是山区开发的主要障碍
,

而且还咸胁江河下游

广大地区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

(二 ) 水土保持是山区开发的基础
,

是脱贫致富的战略措施
。

水土保持是人类在发展生产与

水土流失作斗争 的实践中总结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
。

中国是世界上搞水土保持最早 的国家之一
,

“ 平治水土
” 已有 3

,

0 00 一 4
,

。 00 年的历史
。

四十年代
,

我国已在
一

甘肃
、

陕西
、

四川
、

广 酉
、

福

建
、

江苏等省设立水土保持实验 区
,

开始广泛应用水土保持名称
。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水土

保持工作才纳入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之内
,

在各省区大规模开展
,

已经成为发展 山区生产的根本措

施
。

因此可以说
,

水土保持是新中国建立发展起来的新兴事业
。

1 9 5 2年 12 月
,

政务院发出了
“ 关

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
、

抗旱运动
,

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
” ,

除了少数 站点建立较早

外
,

国家
、

流域和省地县的大部水土保持机构都是从那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
。

现在全国有水土保

持职工 1
.

5万人
。

西北黄土高原各省 区的水土保持机构建立较早
,

五十年代后期 已 经 初 步 形 成

完整的机构体系
。

各地根据 自然特点
、

社经情况和历史经验
,

加强科学研究
,

不断创新
,

以小流

域为单元
,

工程
、

植物
、

耕 作三大水土保持技术措施有机结合
,

因地制宜
,

各有侧重
,

由防护型

发展到开发型
,

综合治理
,

治穷致富
,

取得了较大成绩
。

至 1 9 8 7年底
,

全国累计完成 水 平 涕 田

7邓万公顷
,

打坝淤地 1 5 7
.

9万公顷
,

营造水土保持林 2
,

7 8 8
。

9万公顷
,

种草 4 1 8
.

3万公顷
,

以及其

它
,

共治理 4 9
.

5万平方公里
,

为水土流失面积 的33 %
,

已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各种效益
。

凡规划符

合当地实际
,

治理程度较高
,

标准质量较好 的地方
,

土地利用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 日趋合理
,

多

种商品经济发展迅速
,

粮食产量明显增加
,

人 民收入和群众生活都有较大提
l可

,

自然面貌和经济

面貌都发生显著变化
。

黄河 中上游
,

己治理 10 万平方公里
,

为流失面积的 2 3
.

2 %
,

1 9 8 5年统 i
一

卜
,

粮食产量比 1 9 8 。年增产 5 0
.

5亿公斤
,

其 中梯田
、

坝地
、

水地等基本农田增产 4 1亿公斤
,

占增产 总

数的 81 % ;
农林牧副产值 1 9 9

.

2亿元
,

比 1 9 8 0年增 民57 %
。

1 9 8 1年每人平均收入不足百元
,

1 9 8 5年

达到 3 27 元
。

初步计算
,

近年来平均每年减少入黄泥沙 5
.

8亿吨
,

但同时又因新泥沙流失
,

增加入

黄泥沙约 3 亿吨
,

如果没有这些重大治理成果
,

黄河安流 .10 年是不可能的
。

江西省兴国县
,

被称

为江南沙漠
,

全县土地 3
,

2 15 平方公里
,

其中流失面积 1
,

9 00 平方公里
,

已治理 1 / 2
。

到 19 8 5年
,

土壤

流失量减少 5 4
.

8 %
,

农业总产值 1
.

34 亿元
,

比 1 9 8 。年增长 65
.

3 %
,

农村每人平均收入招。 元 ; 粮

食产量 1
.

54 亿公斤
,

每人平均 3 00 公斤
,

分别 L匕1 9 8 0年增长 2
.

8倍和 1 8
.

36 %
。

山东省治理程 )
_

变达

到 70 % 的 6 4 4条小流域中
,

2 6
.

7万公顷水平梯田每年增产粮食 1 2亿公斤
,

等于七十年代 年 平均征

购粮食 的一半左右
。

无论是六十年代前期闻名全国的山西大寨
、

曲峪
,

山东下丁家
、

厉家寨
,

河

北沙石峪
,

陕西高西沟等老典型
,

还是八十年代出现 的江西兴国县
,

湖南涓水上游
,

山东五莲县





应该做好 以下工作
:

1
、

做好山区防治和开发规划
。

开发山 区必须使水土保持
、

土地 刊用和经济开发相 结合
,

水

土保持是土地利用的基础
,

土地利用是经济开发的前提
,

经济开发则是水土保持
、

土地利用的 目

的 和归宿
。

这三者必须在不同条件下
,

确定最优结合
,

即最佳模式
。

2
、

发展拳 头产品
。

我国山区的拳头产品丰富多彩
,

如烟 台
、

洛川的苹 呆
,

莱 阳
、

{吩山 的

梨
,

奈巴 山区和伏牛山区的赫猴桃
,

两湖的柑橘
,

两广的菠萝
、

荔枝
,

闽浙的茶叶
、

漆器
,

四川

的药材
、

竹 器
,

江浙的丝绸
,

海南的橡胶
、

椰子
,

东北的毛皮等
,

都是久负盛名的拳头产品
。

应在

此基础上
,

不断涌现新的拳 头产 品和新的产地
,

只有大员发展拳头产品
,

11
一

l区的商品经济刁
`

能发

达兴旺
。

3
、

立足长远
,

不搞短期行为
。

一

种 自然资源一旦形成拳 头产品时
,

应当爱护珍惜
。

如黄土

高原的沙棘
、

土石山区的刺梨等
,

酿造成高级饮料后
,

经济效益显著
,

结果群众一窝蜂乱采乱摘
,

杀鸡取蛋
,

严重破坏了 自然资源
。

今后开发山区资源
,

应加强计划
,

加强管理
,

结合人工栽培
,

保优去劣
,

立足长远
,

抓好当前
,

使之不断发展
,

水续利用
。

4
、

改造劣质草灌
,

提高经济效益
。

我国有 许多山地
,

生长着许多没有多少经济效益的杂草灌

丛
。

应当研究寻找这些草灌可以利用的途径 和价位
,

逐步提高其经济效益
。

在水土流失华本治理后

的地方
,

可 以逐步 以经济价值高
、

保持水土好的优质草灌乔代替
,

改造不能利用的劣质草灌
。

5
、

大力发展对 口 的工副业
,

促进多种经营的发展
。

过去 山区经济多停留在原料供应上
,

经

济收入较 低
。

后来逐步 由乡镇企业和家庭企业加工
,

如普通杏桃
,

加工成杏 脯
、

桃 干
、

鲜 桃 汁

等
,

就变成畅销商 .昂
。

陕西省富
一

平县的 乳品工业 与家庭养奶山羊互为依托
,

共 1司发展
,

年产乳 .钻

3 3 0万吨
,

其宝塔牌奶粉获国家金质奖
。

( 二 ) 发展粮食生产
。

主要抓好以 卜几方面工作
:

1
、

确定永久农地
。

各山区应根据具体条件适当确定永久农地
,

把不适宜耕作的陡坡地和劣

质地逐步退下来种树种草
,

发展多种经营
。

2
、

积极修建 基本 农田
。

根据确定的永久农日!范围
,

把坡地修成梯 田
,

在有条件的沟道中打

坝淤地
,

治沟造田
,

只要可能
,

应尽量使川沟台地
、

梯 田坝地
,

以小水库
、

破塘
、

小高抽等蓄引

提 等方法
,

修成或改成更高质量的灌溉基本农 lIJ
。

一

从本农田 是生产粮食的从地
,

凡规划为永久农

地的坡地
,

不管时间多久
,

应逐步修成保持水土的基本农田
。

3
、

重视发展早作农业
。

大部分山 区
,

特别是北方山区
,

降水员不足
,

灌溉 条 件 差
,

其 梯

田
、

坝地和暂时耕种的坡地
,

必须实行旱作农业
。

在坡地上种植农作物
,

应广 泛采用垄作区 旧
、

水平沟种植
、

坑 田
、

蓄水聚肥
、

等高耕作
、

草 田轮作
、

带状 间作以及混播
、

套种
、

兔耕
、

覆盖等

水土保持拼 作法
,

并选用抗早作物品种
。

在梯田
、

坝地上
,

也要采用合适的水土保持拼作法
,

以

提高其蓄水
、

保土
、

抗早
、

增产的能力
。

4
、

从林牧副业中提供有机肥料
。

在早地上增施肥料
,

可以增强作物抗旱能 力
。

山 区 林 草

业
、

畜牧业
、

工 副业产生的大星有机肥料
,

是改 良
_

L壤和抗旱增产最重要的物质投入
。

四
、

防止破坏是水土保持的新战略

4。年来
,

我 国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

由于过去重治理轻管护
,

什理与法制不健全
,

造成 边治理边破坏
,

一方治理多方破坏
,

部分地区破坏大于治理的反常现象
。

结果是治理成就突

出
,

破坏流失严重
,

河流中的减沙效益不够显著
。

以陕西省为例
,

已治理老水土流失而 积 约 5
.

c

万平方公坦
,

年平均拦泥 3
.

5亿吨
,

同时因破坏增加新水土流失而积 6
,

0 0印卜方公里
,

增加新泥沙





五
、

依靠政策
、

科学和投入
,

健全水土保持机构体系
,

是防治和开发水土流失山区的关键
。

我国水土保持事业也要一靠政策
,

二靠科学
,

三靠投入
,

而且更重要更关键的是建立健全各

级 的水土保持机构体系
。

建国 40 年来
,

水土保持机构动荡不定
,

经历了三起两落的沉痛教训
;
水土

保持机构的发展或削弱
,

直接影响到我 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兴衰
。

只有在健全水土保持机构体系的

基础上
,

水土保持的政策
、

科 学和投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

水土保持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二

(一 ) 依靠政策
,

激发群众治理开发山区的积极性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各项农村政策

符合实际
,

激发了山区群众治山治水
、

治穷致富的劳动积极性
。

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
,

即动 员千

家万户承包治理千沟万壑的政策
,

是我 国农村政策的新发展
,

是水土保持治理的新形式
,

是 山区

治理开发的新途径和战略措施
。

应该克服松劲情络
,

坚定不移
、

全面深入地推行下去
,

并使之不

断完善
。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是承包期偏短
,

群众有顾虑
,

如陕西勉县殷永宗 19 8 3年承包的

6
.

7公顷 山地
,

种植橘柑
、

葡萄等
,

精 心管理
,

长势旺盛
,
已经进入结果期

,

可是承包期快完了
,

要求延长
,

至今还未解决
,

可按一些负责同志说的将承包期尽可能延长
;
二是承包人的合法利益

没有保障
。

不少省区 出现大量哄抢破坏承包果园等事件
。

应当进一步完善承包合同
,

弧 }匕法制
,

坚决保护承包人的合法利益
。

有些小流域出现治理零乱或包而不治等现象
,
呈淡好采取坑一规划

,

统一领导
,

统一标准
,

统一施工
,

集中劳力
,

集 中时间
,

连片综 合治理
,

分户廿理受益
。

另外
,

为了加快治理 和脱贫致富
,

最好制定一些减免缓等税收政策
,

或订立合同
,

生产与供 梢挂钩
,

发

展产供销一条龙
。

(二 ) 依靠科学技术治理开发山区
。

只有依靠科 学技术
,

山 区的治理开发才有可能
。

采用科

学技术的程度和水平
,

决定了山区治理开发的程度和水平
。

我们过去在水土保持利
一

学研允方面取

得许多成果
,

如新修梯 田的保表土
、

道路规划布设和机修梯田等施工技术
,

坝系规划和水坠坝施

工技术
,

梯 田坝地利用和培肥技术
,

引进草木榨
、

沙打旺
、

红豆草等优 良保土牧草
,

马尾松
、

刺

槐
、

山杨
、

柠条
、

刺梨
、

沙棘等优 良保土乔灌树种
,

水平沟
、

水平阶
、

鱼鳞坑和反坡梯田等早区整地

造林技术
,

沟垄种植
、

区田
、

蓄水聚肥耕作和草田等高带状间作等水土保持耕作法 以及小流域综

合治理规划布设技术等
,

在广大山区治理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

为 山区开发做 出了重要贡献
。

当前 山区治理中迫切 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是
:

继续选育
、

引进优 良保土经济树种和草种
,

引

进和选育适宜梯田
、

坝地生长的作物 品种
,

梯田和坝地的培肥技术
,

研究小流域综合防治和开发

的优化模式
、

工矿交通等建设防止新水土流失的方法和途径 以及水 土保持政策
、

效益计算分析
,

加强信息交流
,

推广成功的科技成果等
。

当前水土保持科研工作
, 需要健 全科研机构

,

充实人员
,

补充设备
,

解决科研经贵
,

提高科

技人员待遇
,

以 防科技人才继续流失
。

现在全国有水土保持科技人员 6 , 。 00 多 久
,

但二脸还 不 够
,

需要大力培训木学科各层次的科技人才
,

特别是基层的科技力量
。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

是重要投

入
,

但是必须先提高对水土保持科技的投入
,

才能达到科技兴 山的 目的
。

(三 ) 依靠多渠道增加治理开发山区 的投入
。

水土保持的投入应当与支 出
,

即经济效益密
一

切

结合
。

蓄水保土效益
,

是水土保持效益的基础
,

经济效益是水土保持 效 益 的 核 心
,

{以防 护 效

益
、

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都有重大作用并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

水土保持的投资啄则是
“

i作开发谁

保护
” , “ 谁造成水土流失谁治理

” , “
谁受益

、

谁治理
、

谁投资
” 。

水土保持效益 是 多 方 面

的
,

水土保持的受益者是多方面的
,

因此水土保持投资也应该是多方面的
。

第一是直接受益的集

体或个体农民
,

其水土保持投资应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
。

农 民投资主要是投工
,

大部分省区 已实





立水土保持研究所和水土保持工作站 (或队 )
。

地市县设水土保持局 (科 ) 及水土保持站 <队 )
。

水土

流失严重的省 区
,

可以按陕西
、

福建等省水土保持机构的模式设置
。

水土保持是多学科
、

多部门的综合性工作
,

应当加强横向联合
。

有关单位和部门应做好各 自

业务范围内的水土保持工作
,

互相协作
,

互相支援
,

互相补充
。

在 “ 预防为主
,

治管结合
,

全而

规划
,

综合治理
,

因地制宜
,

除害兴利
, ” 的水土保持方针指导下

,

共同完成这一宏伟而又艰 巨

的事业
,

为 山区开发和四化建设做 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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