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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盛小流域综合治理及其效益

牛 掌 因
/ l、 习

、 沙之户

( 占林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吉林辽源市 )

提 要

文章简要地介绍 了复盛小 流域的自然条件
,

治理前水土流失和农业生产状况
。

总结了以

发展农业生产 为出发点
,

植树种草增加植被
,

生物和工程相结合治沟治河
,

建设基本农 田
,

修筑道路发展交通
,

制订水土保持管理措施
、

制度等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经验和成绩
。

了小流

域综合治理 之后
,

产生的水土保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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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基本概况

复盛小流域位于东经 12 5
0

42
了

8,,
,

北纬 4 1
“

45
了 。

属浑江流域中游
,
是通化县江甸子 乡 的一个

村
。

流域面积为 l o
.

3 4 k m
“ 。

气候属于东亚季风气候
,

是中温带湿润气候区
,

主要 特 点
:
大 陆

气候明显
, 四季分明

,

冬季漫长而寒冷
,

夏季短而湿热多雨
,

年平均气温在 5 ℃左右
,
无霜期约

为 1 30 天
。

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8 70 m m
,

雨量多集中在 7
、

8 、 9 月份
。

多年平均 径 流 深 为 40 0多

m m
。

冰冻一般在 11 月中旬 ,
解冻在 4 月中旬

,
冻深为 1

.

35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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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村共有 5个自然屯
。

坡地土壤是灰棕壤
, 平地土壤是草甸土

。

森林覆被率为 5 0
.

8%
。

海拔

高程为 3 70 m (村所在地 ) , 大放子山峰为 7 65 m
。

地貌类型属于低山浅狭谷区
, 山 坡一 般 都 在

2 0
”

~ 5 0
”

之间
。

有耕地 3 1 2 6亩
,
其 中水田 6 Q6亩

,
其余 2 5 2 0亩为山坡耕地

。

全 村 共 有 3 2 0 户-

1 5 05 人 ,
劳力 57 0个

, 人均 占有耕地 2
.

08 亩
,
每个劳力负担 5

.

5亩耕地
。

人口密度为每 平 方公里

14 5
.

5人
, 属于人多地少区

。

在以粮为纲的年代里
,
特别是解放前对大自然进行 了掠夺性的生产

, 山林乱砍盗伐
, 陡坡开

荒种地
,
耕作粗放

,

山地种参多不能及时还林
、

种草
,
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

。

到 1 9 7 2年全村流失

面积竟发展到 9 10 0余亩
,
占流域面积 59 %

。

坡耕地中有冲沟 30 0余条
, 总长达 15 00 。多 m

。

较大

的冲沟就有 70 多条
。

一遇雨天 ,
有的坡地扒皮冲沟

,
平地水冲沙压

, 河水到处泛滥
,
水土流失严

重
。

仅几年的时间就有 40 多亩平地被洪水冲毁
,
仅有的 4 00 多亩水田也无水灌溉

, 旱田肥 力 越流

失越薄
,
粮食产量不高不稳

,
平均单产只有 1 25 k g ,

人均收入只有 80 元
,
是一个吃粮靠返销

,
花

钱靠贷款的穷山沟
,
不少的村民由于不甘心在这个穷山沟里继续受穷

,
先后搬出复盛村

,

仅一队

和六队就有 27 户搬到外地
。

二
、

综合治理

面对现状
,

复盛村的人们逐渐认识到
:
要想复盛变

,

就得坚持搞小流域综合治理
,

除此别无

他路可走
。

严重的水土流失
, 阻碍复盛村生产的发展

,

不治理水土流失要发展生产是不可能的
。

于是
,

他们下决心
,

大搞小流域综合治理
。

从 1 9 7 2年到 1 9 8 2年的 10 年里
,

他们按规划一步一个脚

印
,

一个措施一个措施的搞
,

坚持长年不懈
,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

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改善
,

逐渐收到了效益
。

现在复盛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具体的做法是
:

(一 ) 植树种革增加植被控制水土流失 全村共有山林面积 7 8 78 亩
,

荒山荒地 2 5 0 0亩
,

采取

封山
、

造林相结合的办法
,

十年来封山4 1 2 0亩
,

占山林地面积的 52 % , 植树造林 2 2 5 0亩
,

占荒山

地面积的 90 % , 划留出 4 2 8 0亩柴场
、

放牧场
,

进行轮割
、

轮牧
。

为了解决造林苗木
,

还办了30 亩

苗圃
,

几年来为造林和绿化提供苗木 9 1
.

5万株
。

对 25
。

以上的坡耕地实行有计划的还林
,

几年来有 1 50 余亩的陡坡耕地还了林
、

种了草
。

对人参地
,

采取了种人参后还林
、

种草的坚决措施
,

有效地缓解了林草地和人参地争地的矛

盾
。

为林草地
、

人参地轮作和间作
,

促进人参业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

为促进林茂参丰的 良性循

环
,

用人为的方法恢复小区的生态平衡
,

使之青山常在
,

永续利用
。

儿年来复盛村 已 把 50 0亩种

参后的地
,

还了林和种草
。

还有一部分地第二次重新种上了人参
。

现在种人参后
,

山地没有一块

撂荒地
,

大部分都已绿树成阴
,

林木郁闭
。

由于植被率的增加
,

雨水径流都变成清水下山
。

(二 ) 治沟
、

治河 对坡地冲沟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
,

以生物措施为主的治沟办

法进行综合治理
。

在又深又长的 19 条大沟上砌筑 30 余座石砌谷坊
,

同时全部做到沟头有防护
,

沟

帮植树种草缓和水势
,

层层拦蓄
。

在冲沟较小的沟上修了70 座柳谷坊
,

沟帮全部栽树种草
。

经过

治理大部分冲沟都已淤平
,

林草郁闭
,

并造出新地 67 亩
。

修筑河堤万余米
,

河堤植树 1 5 0 0 0株
,

固定了河道于河滩南山一侧
,

保护了农田
,

同时扩 大

了水田 40 多亩
。

目前河堤上的杨树 已成棺 (梁 ) 材
。

(三 ) 建设墓本农田 在 15
“

以上的坡耕地里
,

建石埂梯田 150 亩 ; 15
“

以下的坡耕地中 建 土

埂梯田 3 00 亩
,

并当年改土
。

梯田亩产量都在2 5 o k g 以上
,

坡耕地也坚持每年改土 20 0余亩
,

每亩

上黑土 s m
“ 。

逐年修成水田方条田 5 00 亩
,

占水田面积 83 %
。

由于实行了综合治理
,

水田亩产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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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 0 0 kg 以上
,

早田亩产也在 3 00 多 k g 。

(四 ) 增修 乡道
、

建设新村 1 9 7 2年 以前
,

复盛村只有 5 华里乡间小道
,

雨季道路泥泞
,

交

通很不方便
。

从 1 9 7 7年经 5 年的治理
,

已修成 s m 宽乡道 15 k m
。

路旁有排水 沟
,

路 的 一 侧 栽

树
,

现在树木成阴
,

都已长成棺材
。

由于修路
,

交通方便
,

沟通和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
,
提高了

群众文化生活
。

(五 ) 制订管理措施 建设管理 是关键
,

只有把治理后的各项水土保持工程管好
,

才能使治

理后的效益不断的发挥出来
。

村里组织 7 人专职看护
。

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以后
,

村里又重新

制定了一封
、

两管
、

八不准的管理办法
。

一封是把 4 10 。亩天然次生林和 2 2 5 0亩人工林封住
,

专人管理 , 同时把管理人员的责
、

权
、

利

结合起来
,

奖罚分明
。

两管是公共设施集体管
,
田间工程包户管

,

即把村里集体山场
、

n 00 o m 主干河堤
、

乡路及

护岸林
、

护路林
、

水保林等由村政府组织力量按省政府发布的
“
吉林省水土保持细则

”
的有关条

款进行统一经营和管护 ; 村民承包的责任田
、

口粮 田
、

自留山
、

烧柴场所含的水土保持工程
,

落

实给承包户管理和维修
。

本着谁受益
,

谁管理
,

谁破坏
,

谁赔偿 的原则
,

将水保工程也承包给个

人
,

使水保事业不断充实和发展提高
。

八不准的要求包括
:

1
。

不准乱开小片荒地
,

所有 25
“

以上的坡耕地一律还林种草
,

否则 l m
“
罚款 0

.

3~ 1 元
,

并强行植树造林或种草
。

2
.

不准乱砍盗伐
,

不准损坏四旁树木
,

否则罚款 10 ~ 20 元
,

植树保活
。

3
。

不准在河堤附近挖沙取土
、

搬动护坡石
,

违者每 1 m
Z

罚 10 元
,

并责令补修
。

4
.

不准种参后种庄稼
,

参收后还林种草
,

种参要实行林参间作
,

做到山戴 帽 子
、

腰 扎 带

子
、

脚穿靴子
,

防止水土流失
。

5
.

不准在封山育林区
、

幼林地
、

水保林区打柴
、

放牧
,

否则包赔损失
。

6
.

不准随意破坏土埂
、

植物带
、

石格子
、

梯田
、

谷坊等水土保持工程
,

否则罚款
:
每米地

埂
、

石格
、

植物带罚 2 元
,

每米梯田罚 5元
,

每座谷坊罚 10 ~ 15 元
,

并修好还其本来面 目
。

7
。

不准随意扒土
,

采石挖土需要到指定地点进行
。

8
。

不准在承包田
、

口粮田 内只施化肥
,

不施农家肥
,

农家肥每亩不少于 5 车
,

少施 1车罚

款 5元
。

由于管理抓的得力
,

措施得当
,

适应新的生产形式
,

制度清楚
,

责任明确
,

增强了专管人员

和全村干部群众管理好小流域的责任心
,

使 山封得住
,

树长得好
,

河堤道路完整无损
,

各项水土

保持工程都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从 1 9 72年至 1 9 8 2年的 10 年间
,

复盛小流域的综合治理
,

其完 成 土 方 量 3 5
。
6万 m

“ 、

石方 1
。

3

万m
“ 。

投入劳力 9
.

83 万个
,

每劳每年投入 18 个工 日 ; 大车工 5 60 0个台日
、

拖拉机 1 3 20 个台班
。

折合成人民币 3 2
.

7万元
。

三
、

综合治理后的效益

小流域综合治理后
,

山上的林
、

草面积增加了
,

森林覆被率由原来的 5 0
.

8%增加到 6 6
.

9%
。

随着小流域的治理
,

土壤的保水
、

保土
、

保肥 的能力有了明显的增加
,
汛期洪水下山减缓

,

旱期

河水不干
。 1 9 7 2年全村只有 40 0亩水田

,

河里无水
,

水田插不上秧
,

如今水田 已发展到 60 0多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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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还不缺水
。

这说明复盛沟里水分涵养程度比过去有了增强
,

年径流量分配比较平衡
,

这是复

盛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结果
。

从 1 9 7 2年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以后
, 10 年间复盛村的山山水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粮食成倍

的增长
,
多种经营蓬勃兴旺

, 人民的收入逐年增加
。

粮食总产增长率 10 年平 均 为 1 1
.

34 % ,
单产

增长率为 1 1
.

24 %
,

人均收入增长率为 1 8
.

48 %
。

由于实行了综合治理的结果
,
复盛村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

昔 日坡地冲沟
, 河水乱滚的

景象
,

已一去不复返了
。 1 9 7 7年 以后 5 年间

,
就有 1 18 户盖起了砖瓦结构的新房

,
形 成 了新的居

民区
。

现在是远山近山森林山
夕
人参廉地在其间

;
坡地层层一片绿

,

平地水田稻浪翻
。

新村住房

换容颜
,

山沟变成米粮川 ; 农林牧副齐发展
, 山村变成幸福庄 ; 原来外迁又返回

,

改 变 旧 貌 永

不迁
。

(一 ) 水土保持效益 由于治河修堤 i 万多 m , 固定了河床
, 土地也免受冲淹

, 同时造地 40

亩 ,
治沟修了石谷坊 30 座

、

土柳谷坊 70 座
,
栽树种草

,
治沟造地 67 亩

,
修了石埂梯田 10 0亩

, 土埂

梯田 35 0亩
,
水田方条田 5 00 亩

,

造林 2 2 50 亩
夕
封 山育林 4 12 0亩

。

各种水上保持工程的水土保持效

益详见下表
。

附表 复盛村各项工程水土保持效益

一一

一
。。。。?。。

一

一

|
(亩 )

(座 )

(亩 )

(亩 )

田坊林地

数数 量量 削减径流量%%%

444 5000 1 0000

111 0 000 10 000

222 2 5 000 8 555

梯造草谷

水 田方条田 (亩 )

治 河 ( nr )

治 沟 (条 )

修 路 ( m )

修工程造 田 (亩 )

家 山 育 林 (亩 )

50 0

500

10 00 0

2 20 0

15 0 00

1 0 7

4 1 20

使平地免受冲淹并造 田 40 亩

由于沟淤平造地 67 亩

水沿排水沟下去

由于修工程等于增加土地面积

(二 ) 经济效益 全村的粮食产量 由 1 9 7 2年的 32
。

7万 k g ,

增加到 1 9 8 2年的 9 5
.

2 5万 k g
。

增加

近 2 倍
,
平均递增率达 1 1

.

34 %
,

单产也由 1 07
.

k5 g ,
增加到 31 k2 g , 增加 2倍

, 人均占有粮食由

1 9 7 2年的 2 9 7
。
s k g ,

增加到 1 9 8 2年的 6 3 6 k g
,

增加 1倍
; 人均收入由 19 7 2年的 8 0元

,

增 加 到 1 9 8 2

年的4 36 元
,

增加 4 倍
。

当地的群众说
: “

复盛富走新路
,
综合 治 理 得 抓 住

,

治 山
、

水
、

田
、

林
、

路
,

增加收人还得走多种经营的路
。 ” 从逐年收入情况表可 以看出

,
林牧及其他收入明显增

加
。

由经济效益分析表可以看 出
,
每年全村可获得的直接经济收益 10 年平均为 7

。

87 3万 元
。

如 果

按动态效益来算就更高了
,

而且随着时间的增加效益也在递增
,

这点林业收入最为明显
。

(三 ) 社会效益

1
.

修乡路 15 k m
,

汽车
、

拖拉机
、

大马车都可以雨雪不误
。

为沟通
、

促进城乡的物 质交流

发展农村经济都起到积极作用
。

2
.

由于生产的发展
,

促进 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 1 9 7 2年前全村只有 14 名教师的小学校

,
有草

房 2 2间 ,
现 已发展到有 19 名教师

,
砖瓦结构校舍 44 间

,
自己办起了中学

,

有了自己的教育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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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04 0名学生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
,
教师的年工资标准 1 2 6 0一 1 70 0元

。

教师的思想稳定
,

教

学质量不断提高
, 1 9 8 0年初 中升高中达 10 0%

。 1 9 7 2年前全村只有 l 个初中生
,

截 止 1 9 8 2年 进入

中等专业学校学习 的就有 4 人 ,
进入大专院校的有 6 人

。

3
.

复盛小流域的综合治理典型带动了周 围村
夕

先后有县内外数百人前来参观学习
。

成为吉

林省 自力更生综合治理的典型
。

曾受到水电部松辽委员会
、

吉林省人民政府
、

通化市人民政府的

表彰和奖励
。

4
.

综合治理效益
,

促进了村办工副业的发展
,

目前己办起了参场
、

砖瓦厂
、

酒厂等
。

如今

复盛村是一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景象
,

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

人均收入 由 1 9 7 2年 80 元
,

提 高 到

1 9 8 2年的 4 60 元
, 1 9 8 7年达到了 6 90 元

。

如若加上人参收入
,
人均收入已过千元

。

小流域综合治理
,

使复盛村人民走上了富裕道路
。

人均 占有粮食和收入双过千
。

村固定资产

达 2 8 0 0万元
。

通化市
、

通化县水土保持工作站提供材料
, 并派市林国 民副 站长如景和丛培明二位 同志参加

调查
,

在此表示感谢 r

(上接 第48 页 )

( 2 ) 双累积曲线法如图 2 所示
。

由图 2 可知 1 9 7 6~ 1 9 8 5年累积减沙4
.

3亿 t
,

年平均减少 0
.

43 亿七
, 流域年均输沙量为 2

.

56 亿

t , 故 1 9 7 5年至 1 9 5 5年减沙效益为 0
.

4 3 / 2
.

5 6 x 1 0 0% = 1 6
.

9%
。

以上两种计算方法
,
其中不同系列对比法与灰色系统计算结果 1 5

.

4%相差较大
,

这主要是不

同系列对 比法没有扣除因天然降水减少而减沙的泥沙
,

这说明天然降雨减少对泥沙减少影响较大
,

径河流域 1 9 7 6 ~ 1 9 8 5年由于降水减少而减少泥沙了
.

01 % 即 年 平
,

均 减 沙 1 79 2万 ot 双累积 曲线

法计算结果与灰色法计算结果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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