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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土保持科学体系的构思

阎 才 先

(四 川省 l有充地 区 水电局 )

提 要

充分发挥水上 保持科学 内涵功能作用
,

加强 防治土壤侵蚀
,

是提 高治理效益和加 强农业

后劲
,

发展商 品经济的需要
。

本文就如何 形成水土保持科学 体系问题
,

提 出了 几 点 构 想
:

1
.

在指导思想上抓好
“
意识效应

, ; 2
.

运 用
“
整体效应

”
的观点

,

抓好水土保持科 学体

系的运行机制 ; 3
.

运 用
“
综合效应

,
的观点

,

抓好防
、

治
、

管
、

用各环 的技术质量标准
;

4
。

以小 流域 为单元
,

进 行综合治理
,

是水土保持科学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科学方法
; 5

.

讲

求
“
法律效应

,

开展社会治理是 水土 保持科学体系 中不可分割 的织 成部分
。

关键
一

i习
:

意识 效应 整体效应 综合效应 法律效应 水土保持科学体 系

一
、

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如何形成水 土保持科学体系
,

是水 土保持工作发展的需要
。

我从参加 长江上游嘉陵江南充段

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县的规划和考察
,

及升钟水库库区和华裹山南充段水土资源综合利用的考察
,

使我从实际中看到近儿年来
,

防治水土流失虽然取得 了一些成效
,

在国民经济上发挥了它应有的

作用
,

但多停留在
l

奴上
,

大面积的水土流失有增无减
,

新的水土流失正在加剧
,

已治理的地方标准
,

还不够高
。

南充地区水土流失面积 (含苍溪 ) 13 0 8 5 k m
“ ,

占幅员面积的 67 %
,

比 1 9 58 年 3 c 86 k m

增加 3 倍
。

全地区 1 9 8 3年到 1 9 8 7年新的水上流失面积 6 6 4 k m
“ ,

年均 1 3 3 k m
“ ,

与 1 9 81 年以 来 年

平均治理面积 14 5 k m
Z

相比基本抵销
。

从全国来看
, 一 家治理

,

多家破坏
,

点上治理
,

面上破坏
,

水

土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

据四川省 11 个地 (市 ) 不完全统计
, 1 9 8 3 年 至 1 9 8 6 年

人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面积达 2 85 4 k m
“ ,

为这些地 ( 市 ) 1司期治理面积的 1
.

53 倍
。

近年来 乡 (镇 )
,

企业的发展
,

促进了工农生产的发展
。

但在保护水土资源方面也带来一些问题
。

华萦市资料反映

全市有小煤窑
、

小石灰窑
、

小碎石场
、

小瓦窑
、

小采石场等厂矿共 6 03 个
,

平均何平方公里有 1 个多厂

( 矿 )( 全市 4 2了
.

6 k m
Z

幅员面积 )
,

年排废渣 4 82 万 七
,

为同年地表径流泥沙 140 万 L的 4 倍
,

且不少

厂矿乱挖乱堆
,

乱堵
,

乱排
,

造成 全币多次多处泥石流和洪灾
,

经济损失达 2 0 0 0多 万 元
,

死 1 04

人
,

淹没农 田 1 3 8 8 。亩
,

冲坏桥梁 20 余座
,

冲毁粮食 17 万 k g ,

冲毁防洪堤 1 1 6 o m
。

水土流失的加剧
,

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

全国有 6 00 多个贫困县
,

约占全 国总 县数的

三分之一
,

四川有 60 多个贫困县
,

南充地 区有 4 个贫困县
。

这些贫困县贫 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其中一个共同的原因是植被差
,

陡坡拼种水土流失严重
,

造成
“ 四料俱缺

” 。

人均收 入 在 2 00

元以下
,

人均 口粮在 l o o k g 左右
,

农业后劲不足
,

商品经济不活跃
。

上述情况使我们认识到
,

要

加快治穷致富的步伐
,

与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的关系极大
;
要从根本上治理好长江

,

充分发挥长江

“
黄金水道

” 的优势
,

使长江不会演变成第二条黄河
,

与防治水土流失 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

我

们认为 : 当前在我国水土保持科学体系未形成
,

内涵功能的作用未发挥
,

与经济发展 的相关性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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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们所认识
,

致使水土保持工作步履艰难
,

造成边治理
、

边破坏
,

甚至破坏大于治理的被动局

面
。

因此
,

形成水土保持科学体系
、

向水保科学要效益
,

要速度
,

求发展是客观形势 发 展 的 需

要
。

二
、

几点构想

形成水土保持科学体系既是时代 发展的需要
,

也是充分发挥水土保持科学内涵功能作用
,

加

快防治水土流失步伐
,

提高治理效益和加强农业后劲
,

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
。

为此
,

我们就如何

形成水土保持科学体系提出如下几点构想
:

( 一 ) 在指导思想上抓好 “ 意识效应 ” ,

正确认识和宣传水土保持科学体系的作用
,

是形成

水土保持科学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
。

水土保持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
,

它既与农
、

林
、

水
、

牧
、

环境保护
,

气象水文
、

工矿
、

城乡建设等科学有相辅相成 的密切关系
,

但由于它研究的对象
、

范

围和任务要求不同
,

又存在许多不同之处
。

有的对水土保持科学的独立性
、

综合性
、

群 体性
、

系统

功能性的特点认识不足
,

把水土保持科学与农
、

林
、

水
、

牧各业混为一 谈
,

或划等
一

号
,

说
.

什么
:

“
水保水保人人会搞

,

改田
、

改土
、

植树种草
” 。

科学上的盲 日性
,

带来行动上的有动性
。

有的

重视农
、

林
、

水单项科学的作用
,

忽视水保综合科学体系的作用
,

只抓 了水利
、

林业
、

改 田
、

改

土
,

丢了水土保持工作
。

有的
,

忽视水土保持科学的系统作用
,

弄不清楚水 土保持科 学 与 本 部

门
、

本行业 的相关性和利害关系
,

城 乡各行各业的基本建设中不是把保护水土资源
,

防治水土流

失工作贯穿其中
,

而是分离开来
;
不是有机配合

,

而是各行其事
,

各图其 利
,

造成水土资源的浪费

和流失
,

形成那里有建设
,

水土流失就发生在那里
。

有的存在急功近利的错误思想
,

认为只要粮

食上纲
,

不怕陡坡开荒
,

只讲局部利益
,

不讲整体利益
, “ 只管今 日有柴烧

,

不管后代无青山
。 ”

等等短期行为的思想
,

是产生重开发利用
,

忽视防治管理的根源
。

解决以上问题
,

必须宣传水土保持科学体系在 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

宣传水土保持科学

体系与农
、

林
、

水
、

牧 等科学既有共同之处
,

也有不同之处
; 宣传水保科学的综合功能

,

把 防治

水土流失的多种效益贯穿到各部 门各行业
、

树立搞好水土保持人人有责的新观念
。 “

增强保水保

土国强民富 ” 的紧迫感
、

责任感
。

唤醒民众
,

正确认识水保工作和水保科学体系的重要性
、

必要

性
,

使水保科学技术转化的经济效益与人民群众的直接利益挂起钩来
,

从思想上加深刘
一

水保工作

的认识
。

( 二 ) 运用 “
整体效应

” 的观点
,

抓好水土保持科学体系的运行机制
。

水土保持科学必须划f

求
“ 整体效应

” ,

建立防
、

治
、

管
、

用一 条龙的运行机制
。

防
、

治
、

管
、

用是一个整体
,

是水土

保持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
, “ 四个轮子要一齐转

” 不可脱节
,

不可分害g
,

科学的组合运行
,

是行政
、

技术
、

经济相结合的联合体系
。

过去由于我们对水土保持科学的连续性
、

集中性
、

综合

性和相关性认识不足
,

在工作中重治轻防
、

治管脱节
,

只用不养的作法
,

影响了治理效益
。

实践

证明水保科学是系统工程
,

要 防
、

治
、

管
、

用连续作战
,

配套进行才能起到
“ 整体 效 应

” 的 作

用
,

收到好 的效果
。

(三 ) 运用 “
综合效应

” 的观点
,

抓好防
、

治
、

管
、

用各环的技术质里 标 准
。

从 规 划一设

计一施工一验收管理等 各个环节要从实际出发
,

有机配合
,

联合 运 行
,

讲 求
“ 综 合 效 应 和 群

体效应
” 。

在规划上要从系统论和动态的辩证观点出发
,

树立以增强农业后劲
,

治穷 致 富 为 目

的
,

以防治水土流失为前提
,

以讲求多种效益为核心
,

以水土保持科学体系的技术规程为标准
,

以小流域治理为单元
,
以粮食

、

能源
、 “ 四料

” 、

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出发点
,

以合理配置耕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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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开发水土资源为 目标的指导思想作好规划方案
。

在技术设计上实行农耕水保措施
,

工程水保

措施
,

林草水保措施有机组合
,

合理配套
,

按技术规范标准设计
。

在管理使用上要讲求
“ 社会效

应 ” ,

建立三方面责任制
,

一是农林工交要建立部 门水保责任制
,

依法管理好水土资源
; 二是各

土地使用承包单位要建立水保责任制
,

建立坡面水系
,

拦沙保土工程设施
,

做到土层不减厚
,

水

不乱冲
,

泥不下山 ; 三是水保区建立水保系统工程管理责任制度
。

防
、

治
、

管
、

用是水土保持科 学体系的整体
,

我们在实践中把它概括 为
“ 四 个坚持

” 、 “
五

项 京则
” 、 “ 六个内容 ” 、 “ 八个结合 ” 它们分别是

:

1
.

四 个坚持
:

①坚持贯彻中央水保方针
、

政策
,

依靠群众和各部门治理不能孤军作战
; ②

坚持治理标准 ; ③坚持防
、

治
、

管
、

用一条龙联合运行 ; ④坚持连续治理
,

成片治 理
,

集 中 治

理
,

重 汽突破
,

积极兴进
。

2
.

五项原则
:

① 以防为主
、

防治结合 ; ②治管结合 ; ③因地制宜
,

全 lII[ 规划 ; ④ 综 合 治

理 ; ③除害兴利
。

3
.

六项规划内容
:

①合理配置利用土地的规划 ; ②农
、

林
、

牧
、

副
、

渔生产发展规划
; ③

水保综合措施的规划
; ④水保林

一

草措施的规划
; ⑤水保耕作措施的规划 ;

的其他配套 措 施 的 规

划
。

4
.

八个结合
:

①治坡与治沟相结合 ; ②生物措施 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 ③ ll[ 间工程 与蓄水保

卜农耕措施相结合
; ④长

、

短期利益相结合
,

⑤个人利益
、

局部利益
、

整体利益相结合
; ⑥治管

结合 ;
泣水保效益

,

生产效益
,

社会效益
,

生态效益相结合 ; ⑧多种渠道集资
,

多渠道投劳共同

了台理相结合
。

(四 ) 以小流域为治理单元
,

是水土保持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科学方法
。

规划因地制宜地

落实到小流域
,

把治理任务与措施落实到区
、

乡
、

村
、

户或单位
,

把效益公诸于群众
,

落实到户

或 单位
。

做到有计划地建设农
、

林
、

牧
、

副
、

渔生产基地
,

合理配置土地
,

科学的配套水保综合

措施
,

正确处理 大流域与小流域的矛盾
,

自然区划与行政区划的矛盾
,

以调功群众搞好水土保持

工作的积极性
。

( 五 ) 讲求
“
法律效应

” ,

开展社会治理是水土保持科学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制定水土

保持方针政策
、

法律是很重要的社会科学
, “

政策归心万民欢
,

科学能使千家富
” ,

这句话说 明

了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

即是水保科学与水保政策的关系
。

我们认为科学技术必须依赖于

科 扣沟政策才能转化为物质力量
,

才能转化为精神财富
,

否则就是空谈
。

宣传贯彻水保方针
、

政

策
、

法律
,

也是子
_

L会治理问题
,

水土保持工作要前进
,

水保科学技术要推广
,

没有良好的社会环

境
,

没有致富政策的保证
,

没有方针的指引
,

没有法律的制约
,

水保工作是难 以上新的台阶
。

因

此
,

水保科学技术的推厂
`

,

必须
一

与政策
,

法律配套进行
,

创造 良好的社会环境
,

促进水保科学全

面的发展
。

三
、

结束语

综上所述
,

本文着重从当前水保工作的实际出发
,

论述了急需从水土保持科学体 系 的 重 要

性
,

迫切性入手
。

又从水保科学内涵功能的特点出发
,

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水保工作 的 防
、

治
、

管
、

用各个环节的关系
,

论述了水保科学体系的系统科学
、

管理科学
、

决策科 学
、

政策科学
、

领

导科学的相关性与内涵作用
,

论证水保科学是一门多功能
、

多学科综合性的系统
。

又从总结经验

教训入手
,

实践证明要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

必须发挥水保科学的体系作用
,

必须按水土流失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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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规律办事
,

思想上要懂得水保科学体系的科学技术和农业
、

林业
、

牧业
、

区别
,

要懂得水保科学体系的群体作用
,

要懂得水保科学体系不是农
、

林
、

和或划等号
,

而是在水土流失 区综合治理的科学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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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单项专业技术的

水
、

牧技术的简单凑

C o n e e p t i o n o n t h e s y s t e m o f 5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t i o n s e i e n e e

Y a n C a名x 乞a n

( H y d r o 一 e
l

e e t r i e a l B 从子 e a u o
f N

a 几 e
h
“ n D i s t r i e t 艺花 S 艺e h u a n P r o v i 几 e e )

A b s t r a e t

T o g i v e f u l l p l a y t o 七h e f u n e t i o n
’

o f e o n n o 七a t i o n o f 5 0 11 a n d w a 七e r e o n -

s e r v a t i o n a n d 七0 r e i n f o r e e t h e h a r n e s s o f 5 0 11 e r o s i o n 15 r e q u i r e d i n t h e

i n e r e a s e o f h a r n e 8 8 b e n e f i七
,

t h e a u g m e n t o f a g r i e u l t u r a l s七a y i n g p o w
e r a n d

七h e d e v e l o P m e n 七 o f e o m m e r e i a l e e o n o m y
。

I t r a s i s e s s o m e e o n e e P七i o n s o n

七h e e s 七a b l i s h m e n t o f 5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t i o n s y s t e m o f s e i e n e e ,

i n e l u
-

d i n g
:

1
.

t o s t r e s s “ e o n s e i o u s n e s s e f f e e t
, ,

i n 七h e l e a d i n g rn i n d ;

2
。

w i e l d i n g “ e n t i r e t y e f f e e 七,, t o s 七r e s s t h e w o r k i n g m e e h a n i s m o f t h e

5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t i o n s y s t e l n ;

3
。

u s i n g “ e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e f f e e t ” 七0 s t r e s s 七h e q u a l i七y s t a n d a r d o f Le e h
-

n i e s a b o u 七 p r e v e n七i o n ,

h a r n e s s ,

m a n a g e m e n t a n d u t i l i z a 七i o n ;

4
。

t o 七a k e s m a l l w a 七e r s h e d a s u n i t 18 a n i m P o r t a n L m e t h o d i n 七h e s y -

s t e m ;

5
.

w i t h ,’ l e g a l e f f e e 七” 七0 h a r n e s s i n s o e i e t y 15 e o n n e e 七e d e l o s e l y 七。

七h e s y s t e m o f 七h e 8 0 11 a n d w a 七e r e o n s e r v a t i o n s e i e n e e .

k e y w o r d写
: e o n s e i o u s n e s s e f f e e t e n t i r e t y e f f e e t e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e f f e e t

I e g a l e f f e e t s y s t e m o f 5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t i o n s e i e n e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