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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水患成因及防治对策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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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湖南省洞庭湖区是 19 9 1年我国严重洪涝灾害地区之一
。

笔者在水灾之后进行了反思
。

并

在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探讨了该区水患的成因及根治洞庭湖水患的战略措施
。

关健词
: 洞庭湖 水灾 反思

D o n g t功9 L a k “ C a l ls f o r H e l P s

一一 T h e C a u s e s o f F lo o d D is a s t e r i n

D o n g t in g L a k e a n d D i s e u s s io n o n I t s

C o u n t e r 一 m e a s u r e s

X o n g J 艺e n Y a n Z h o 路 g y a n

( R : r a l 刀e 0 0 0 。 石c C o 。 。 石t t e e o f C h a o
g j e 形 u n艺e艺尹a

l乞t犷 o f

H “ n a 几 P r o 公艺介e e ,

C h a n
g己e ,

H “ 佗 a 几 4 1 5 0 00 )

A b s t r a e t

D o n g七i n g L a k e a r e a i n H u n a n P r o v i n e e 15 o n e o f s e v e r e f l o o d h i七 r e g i o n s i n C h i n a

i n 1 9 91
.

A f t e r 七h e s e r i o u s f l o o d s ,

t h e r e a r e o o m e q u e s t i o n s w o r t h t h i n k i n g a b o u t
,

B a s e d o n 七h e d e七a i l e d f i e l d s u r v e y s ,

t h e a u 七h o r s d i s e u s s e d t h e g e n e s i s o f f l o o d d i s a s 七e r

a n 。七r a七e g i e a l m e a s u r e o f o r p e r m a n e n 七 e o n t r ol o v e r f l o o d s i n D o n g 七i n g L a k e .

K e y w o r d $ D o n g 七i n g L a k e f l o o d d i台a s 七e r s o m e q u e s t l o n s w o r 七h t h 宜n k i n g a b o u t

收稿 日期* 1 9 9 1一 1 2一 0 4



36
·

水土保持通报

1 9 9 1年 7月 ,
是不平凡的 7 月 ,

难以忘怀的 7月
。

它没有往 日的艳阳似 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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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往日的燥
热

。

它留下的是阴沉
、

忧虑
。

大江南北告急
,
东西告急

:
全国 18 个省市自治区遭到了历史罕见的

特大洪涝灾害的袭击
。

它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
引起了举国上下乃至国外有识之士的关注

。

在抗

洪救灾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
,
人们把注意力转 向了反思

、

溯源
。

一
、

水灾后的反思

洞庭湖位于长江中游南岸
,
地跨湘鄂两省

,
接纳四水

.

(湘
、

资
、

玩
、

遭 ) ,
吞吐长江

,
总面

积 18 : 80 k m
, ,
是全国第二大淡水湖泊

。

该地区地势平坦
、

土壤肥沃
、

物产丰富
,
素有

“

鱼米之
乡

” 的美称
。

洞庭湖的水灾是带历史性的
。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是在 1 9 4 8年
、

1 9 4 9年连续大水灾之后接管了

满 目疮咦的洞庭湖
。

40 多年来
,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

,
滨湖人民自力更 生

,
艰苦奋

斗
,

50 年代开展了修复溃洗
、

合修大圈 ; 60 年代的兴建电排和 70 年代 以来的综合治理等大规模整

治
, 国家总投资 8 亿多元

,
群众累计投工 25 亿多个

,
完成土石方 35 亿多 m

“ ,
初步 建成了抗洪排

涝水利工程体系
,
在抗御历次和工9 9 1年特大洪涝灾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但是
, 由于江湖水系错综复杂

, 又受江湖关系 的约束
,
长期以来

, 只能治标
,
不能治本 , 只

治下
,
没治上 ; 只治水

,
没治沙

,
致使洞庭湖区的抗洪调蓄能力衰退

,
`

洪涝灾害回升
,
农业生产

极不稳定
,
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

以位于西洞庭的常德市为例
,
从古到今

,
洪水灾害由稀

到频
,
由轻到剧

,
愈演愈烈

。

据史料记载
,
自西晋迄今 ( 2 6 5年至 1 9 9 1年 ) 的 1 7 26 年中

,
共 发生

洪水灾害 2 75 次
,
平均 6

.

3年 1 次
。

但在建国后 的42 年中
,
发生洪灾 18 次

,
平均 2

.

3年 1 次
。

尤其

是 8 0年代 以来
, 于 1 9 5 0年

、

1 9 8 1年
、

1 9 5 3年
、

1 9 5 5年
、 1 9 5 9年

、
1 9 9 1年遭受较 大 的 洪 水灾害 6

次
,
受灾频率为 2 年一遇

,
洪涝灾害成灾面积 8’1 9万亩

,
分别 比 60 年 代

、

70 年代 增 加 68 %和

9 1%
。

1 9 9 1年 7 月
,
洞庭湖上游普降大到暴雨

,
玩遭两水陡涨

,
长江北水南灌

,
河湖暴满

,
外洪内

`

渍
, 咆哮的洪水侵吞着农 田

、

房屋和人民生命财产
。

仅位于西 洞庭的常德 市 受 灾 面 积 达 4 12 万

亩
,
粮食减产 5亿 k g 以上 , 冲毁水利基础设施 2

.

6万处
,
倒塌房屋 3

.

5万间
,

直接经济损失达 6
.

8亿

元之多
。

造成这次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固然是暴雨的时间长
、

强度大
。

但我们从洞庭湖的河湖水情分

析
,

小流量
、

高水位是 1 9 9 1年洪水的显著特点
。

遭水最大洪峰流量比建国后最大值少 0
.

16 万 m “
s/

,

水位却比建国后最高值还高 o
.

7 m , 沉水最大洪峰流 量为建国后第 11 位
,
常德站水位却为建国后

第 2 位
。

这说 明了什么
,
它说明洞庭湖的调蓄功能在衰退

,
抗御洪水的功能在衰退

。

据有关部门

测算
,
如果重现 1 9 5 4年型洪水

,
如果洪峰流量达到 1 9 5 4年水平

, 西洞庭湖区的洪水将超过 1 9 5 4年

最 高洪水位 4 m左右
,
超过现有大堤堤高 1 ~ l

.

s m , 洞庭湖区将可能出现灭顶之灾 !

严峻的现实提醒我们
:
生存的环境并不安全— 每时每刻都存在着日趋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威

胁 !

二
、

洞庭湖区水患根本原因剖析

从生态观点来看
, 洞庭湖区是一个开放性的生态系统

,
与别的系统有活跃的物质能量交换

。

洞庭湖的水患不只是它本身的问题
。

早在 1 9 3 5年彭憋园在 《对于水利的我见》 一文中说
: “ 洞庭

湖水灾之来源
,
不在湖田围垦

,
而在泥沙之倾积

,
无荆江四 口

, 即无大量泥沙
, 即无湖田

。

不责

荆江 四 口
,
而罪及滨湖坑田

,
舍本求末

,
殊欠公允 … … ” 已明确指 出

, 洞庭湖 水患 的症 结在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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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
而泥沙主要来源在长江四 口

。

然而
,

】
」

长期以来
, :

人们一方面不惜血本在洞庭湖区 堵 水
、

导

水
、

调水 (当然这是非常必要的 ) ,
另一方面又在其上游大砍森林

,
破坏蓄水功能

, 二者同时进

行
,
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一个

,
可效果何其南辕北辙啊 !

由于 自然因素
,

如气候
、

地形
、

地质等造成的水土流失是长期存在的
, 也称自然侵蚀

。

而人

为不合理 的社会经济活动
,

加剧水土流失
,

对生产
、

生活造成危害
,

称之
“

现代加速浪蚀
” 。

解放以

来
, 洞庭湖上游林业建设也和全国一样

, 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
,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砍得多

、

造得

少
,
林业在超负荷的状态下艰难 的运行

,
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森林遭到严重破坏

,
森林孤盖

率降低
,
蓄积量减少

,
生态环境恶化

,

水土流失加剧
, 江河入湖泥沙增加

,
加快 了淤积进程

。

40

年来
,

长江流域内有林地面积年平均减少 0
.

6 %一 0
.

8 % ,
森林蓄积量年下降率达 0

.

6 % ~ 1 % ,
现

在全流域的森林覆盖率只有 2 0
.

3 % , 四川省由20 %下降到 12
.

5 %
。 “ 四水

”
流域的森林授盖率也

大幅度降低
。

养育人类的土地由于失去了森林的保护
,
长江上游和四水流 域 现 代 加 速 侵 蚀 严

重
。

据统计
,
长江流域 1 9 5 7年有水土流失面积 38 万 k m

Z ,
占流域总 面 积 的 21 % , 1 9 8 5年 全 流

域水土流失面积达 5 6
.

2万 k m
“ ,

比 1 9 5 7年增加了 47 % ,
年土壤侵蚀量达 2 2

.

4亿七
。

嘉陵江的 主要

支流之一西河流域
,

50 年代森林葱郁
,
森林覆盖率达 35 % ,

年侵蚀模数 42
.

6七八 k m
“ ·

a) , 1 9 5 8

年和
“
文革

”
期间大规模砍伐森林

,
开荒种地

,

森林覆盖率下降至 5 %左右
,

60 年代的侵蚀模数

为 1 2而 t/ ( k m Z ·

a)
,

较 5 0年代增加 26 倍
。

8 0年代与 5 0年代 比较
,
遭水流域 年 侵蚀模数由4 0 8 t /

( k m
“ ,

a ) 增加到5 2 5七/ ( k m
“ ·

a )
,

湘江流域由 1 2 8 t / ( k m
Z ·

a ) 增加到 i 5 4 t / ( k m
Z ·

a ) 分别增长

2 9
.

4 %和 2 0
.

3 %
。

由于水土流失加剧
, 导致江河含沙量增加

。

据 《长江上游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江

河含沙量增加》 一文统计
:
长江上游金沙江下段 70 年代 比 19 5 8年前含沙量增加 23 % , 山民江含沙量

增加 17 % ,
青衣江增加 60 %

,
赤水增加31 % ,

茶江增加 68 % ,
乌江增加 68 %

。

森林破坏
,
水土流

失
,
不仅使上游人民失去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土壤
,
也给洞庭湖区带来 了灾难

。

入洞庭湖

的断面含沙量呈增加的趋势
。

(见表 1 )

表 l 各河流入湖断面含沙量统计表

四 口含沙量

( k g / m
3 )

四水含沙量 ( k g / m
” )

统计年限 (年 ) 。

{
平

。

均

1 9 56 ~ 19 6 6

19 67~ 19 8 3

1
.

35 3

1
。

50 7

0
。

1 4 8

0
。

1 8 5

0
。

1 15

0
。

07 9

0
。

2 02

0
。

2 1 4

0
。

38 9

0
。

4 9 7

0
.

2 1 6

0
。

24 3

相对增值 ( % ) 1 1
。

4 一 3 1
.

3 5
。

9 2 7
。

8 12
。

5

注
: 四 口现存松滋

、

太平
、

藕池三 口 ,

调弦 口于 1 95 8年堵闭
,

资水因拓溪水库拦沙含量下降
。

据 1 9 5 1一 1 9 8 8年资料统计
, 四 口加四水每年平均入湖泥沙 1

.

3 3亿 m
3 ,

沉积在湖内 0
.

98 亿 m 3 ,

占总来沙量的 74 %
。

泥沙是大 自然给予人类 的财富
, 没有泥沙

,
就没有富饶肥沃的洞庭湖平原

,

然而泥沙的加速沉积
, 又使洞庭湖由渐变发展到突变

, 由童变发展到质变
, 调蓄能力 日益减弱

,

生态环境趋向恶化
,
洪涝灾害逐年加重

。

(一 ) 加速了洞庭湖的消亡进程 江水挟带大量泥沙入湖
,
反客为主

,
湖底 升 高

,
湖 面缩

小
,
据 1 9 5 2年和 1 9 7 7年实测地形图比较

,
一

西洞庭的毛里湖平均淤高 4
.

4 m ,
最大淤高 12 m ,

·

西洞

庭湖平均湖底高程 30 m , 比烷内最低处高 4
.

4 m
。

洞庭湖已成为
“
地上湖

” 。 “
八百里洞庭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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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 8 2 5年时的 6 o o o k m
“

湖面演变到 1 9 7 8年仅存 2 6 9 1 k m
2 。

尤其是近 4 0多年来
,
湖泊 面 积减

少更为严重
, 1 9 4 9年一 1 9 7 8年的2 9年中

,
湖泊面积减少 1 6 6 9 k m

“ , 比 1 8 2 5年一 1 9 4 9 年 的 1 2 4年

中减少 的 1 6 5 o k m Z还多 g k m
’ 。

29 年中
,

湖泊容积减少了 10 7亿m 3 。

鉴此
,
人们在惊呼

: 云梦

表 2 洞庭湖天 然湖泊面积
、

容积变化表

面积 ( k m
Z ) 容积 (亿 m

3 )

年份 (年 ) {I’de 隔年 (年 ) } l
·

f } } -

数 值 减 少 值 年 变 率 } 数 值 减 少 值 年变率

0040703591821469
八0工a4
月眺no八jo白21 8 25

00005035742129
月O月才nO
4
月̀八jl上百工八Oū了一ó曰4

6J叮.

7
QU,
.

1
1.上

189 6

1 9 3 2

8
。

5

1 9
。

4

2 0
。

6
八JnoOOnù八OO甘八09曰q曰八匕Q自O口Oú9一1几1 9 4 9

一aùU4noO自4CO

1 9 54

1 9 5 8

8 7
。

0

1 9 3
。

5

1 97 1

1 9 78

2 4
。

7

1 8
.

4

5
。

0

1 0
。

0

0
。

6

4
。

9

注
:
以上数字相应于城陵矾黄海高程 31

.

s m
。

引自 《 洞庭湖水文气象统计分析》 (湖南省水利水电

厅 19 89年 )

泽的今天
,
就是洞庭湖的明天 !

(二 ) 调蓄能力衰退 由于湖泊面积
、

容积急剧减少
, 洞庭湖的调蓄能力也急剧下降

。

从削

峰比例的变化中就可以看 出其趋势
, 50 年代为 3 3

.

2 % , 60 年代降至 3 0
.

7 % ,
70 年代降至 2 9

.

6 % ,

8 0年代降至 2 6
.

3 %
。

如接 纳四 口及沉遭两水的西洞庭湖
,

50 年代初期
,
河湖面积 6 8 0 k m

2 , 调蓄

容量 6 0亿 m “ , 现在只有 5 20 k m
“ , 调蓄容量 30 多亿 m

“ , 面积 和调蓄能力 分别 减 少 了 3 0
.

8 %和

5 0 %
0

(三 ) 堤防抗洪能力减弱 洞庭湖区抵御洪水主要靠 3 4 71 k m防洪大堤
。

建国 以 来
,
湖区

人民坚持不懈地挑土修堤
, 累计完成土石方12 亿多m

3 ,
平均每 l m大堤加修土方 30 0多 m

3 ,
.

堤

身升高 2 ~ 2
.

5 m
。

但是
,
由于泥沙淤积

,
河床抬高

,
洪水水位普遍抬高 Z m左右

,
形成

.

堤高水

也涨
。

滨湖人民常年累月修堤却赶不 上自然水位上涨
。

现在
,
绝大多数堤防仍然只达到 3 一 5 年

一遇的标准
。

一遇到高洪水位
,
险情不断

,
险象环生

, 1 9 9 1年仅常德市就发生险情 7
.

3 00 多 处
。

据统计
,
自1 9 8 0年以来

, 全市共溃小 巴坑 1 50 多个次
,
淹没农田 47 万多亩

。

(四 ) 排演能力下降 清代挽烷期间
,
坑田高而湖水低

,
不存在渍涝问题

。

随着坑外湖河 的

逐渐淤高
,

烷内田地相对低佳
, 区间降水汇集低处

,
内湖容纳不下导致渍灾

。

为了 减 轻 渍涝灾

害
,

郎 0年代 以来
, 国家投资 6 亿多元

,
兴建电排装机 4 8

.

8万 k w ,
曾一度减轻了渍涝灾 害

,
但

由于河湖加速淤积
,
水位抬高

,
扬程增加

,
排渍功能 日益下降

。

1 9 9 1年 了月高洪期间 , 常德市就

有 13 0处 32 6台邱 48 5 k w 的电排站因超过定额扬程被迫停机
,

大多数泵站也因 扬程增加
,

排渍功能

下降了2 4 % ,
相当于减少排涝装机

2
.

3万 k w ,
从而加剧了湖区的渍涝灾害

。

江河之源
,
乃在高山之上

,
江湖之患

,
亦在高山之上

。

如果就水论水
,
我们永远也难知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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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
如果就湖治湖

,
永远也根治不了水患

。

洞庭湖区水患 的根本原因是上游森林植被破坏
,
生态

环境恶化
,
水土流失加剧

,
江湖严重淤积的结果

,
也是长期以来治水不治沙

,
治标不治本

,
治下

不治上的结果
。

三
、

实施生态工程是整治洞庭湖水患的根本措施

研究防治洞庭湖水患的战略
,

_

我们要着眼于未来
,

我们关心和为之奋斗的是未来
, 因为历史己

经过去
,

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
,

分析现在是为了从现实出发
,
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

洞庭湖是长江分洪湖泊
,
整治洞庭湖是整治长江 的重要组成部分

。

要坚持生物措施与工程措

施相结合
,

长期 1昔施与中短期措施相结合
。

从工程措施来讲
,
要继续抓好以提高抗洪能力为主的大

堤建设
, 电力排灌设施建设

,
兴建三峡综合水利工程及 四水修建拦沙工程

。

但是
,
从长远来看

,

以植树造林为主 的生物措施是整治长江
、

整治洞庭湖的根本措施
。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
, 它是改善生态环境

,
防治水土流失

,
减轻自然灾害的基础

。

洞

庭湖水患在泥沙
,
治水要治沙

,
治沙就要治山

。

原湖南省政府顾问史杰在 ?(( 同庭湖历史变迁的探

讨 》 中强调
:
从宏观角度出发

,
根治长江和洞庭湖的有效措施还在于全流域植树种草

。

在长江和

四水上游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
,
增加森林覆盖面积

,
提高绿化质量

,
充分发挥森林涵养水源和保

持水土的功能
。

(一 ) 森林具有截留降水的功能 暴雨是上壤侵蚀的动力因子
。

林木郁闭后
,
枝叶交错

,

能

有效地拦截降雨
,
改变雨滴直接落地方式

。

据常德市林科所在澄水支流谍水流域试验
,
郁闭度较

大的油桐林林冠截留降水率为 35 % ,

擦树林为 32 % , 马尾松林为 2 0
.

3 % ,
杉木林为 42

.

7 % ,
毛竹

林为 8
.

9 %
。

并且随林分郁闭度的提高
,
林冠截留的效果愈好

,
郁闭度在。

.

3以下的疏林
,

截留率

为 7 % , 0
.

3~ 0
,

6稀林为 1 2
.

1 5 % , 0
.

6以上的密林为 2 2
.

8 6 %
。

被截的雨水除少部分蒸发 外
,
大

部分经枝叶一次或多次截留后
,
沿枝干下流

,

有效地消除了雨滴的击溅作用
,
延缓了径流汇集的

时间
,
起到了保持水土的作用

。

=( ) 森林具有洪水控制闸的功能
、

江河含沙量与河流径流量成 比例关系
,
径流量越大

,
含

沙量越大
。

由于森林林冠截雨 , 林地松敌土层贮水能力加大
,
地表径流的汇流速度减慢

,
故林区

的洪水过程具有削减洪峰与滞后 的作用
。

据长江上游流域实测资料表明
,

无林流域的洪峰径流模

数
、

洪峰径流系数为有森林集水区的 2
.

6倍和 1
.

6倍
。

根据湘潭县栗塘径流站试验小区 的 对 比 分

析
, 一次降雨量 50 ~ 60 m m ,

小区林地可削减洪水总量 25 % ,
削减洪峰量 30 % 以上

。

而大面积砍

伐森林
, 导致洪峰流量增加

, 长江上游崛江上游流域的原始森林经过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采伐
,

森

林覆盖率平均下降了 15
.

%一 20 %
,
在此期 间

, 山民江主流上游洪峰流量增加了 38
.

27 m 3
s/

。

因此
,

森林既可以减少河流的含沙量
, 又直接减少洪峰流量

,
减轻洞庭湖的水患

。

(三 ) 森林具有保护土壤的功能 一般讲
, 土壤侵蚀程度随森林植被情况而有所不 同

,
植被

完整地区
,
土壤侵蚀轻微

,
在植被菠盖率差 的地区

, 土壤流失严重
。

从湖南省河流单位面积上的

输沙量等值线图可以看出
,
低值区 (约 1 00 灯 k m

“
) 正是森林茂密

,
·

植被好的 西南 地 区 的 会同

县
、

绥宁县及湘南的江华林区
。

’

据湖南省林学会对澄水支流谍水流域考察
,
即使在立地条件类似

的情况下
,

林地与无林地
、

疏林与密林
、

纯林与混交林
,

在防治水土流失功能方面 差 异 很 大
。

(见表 3 ) 杉杂呷交林每年每亩流失量仅 o
·

6 7 m
3 ,

而农耕地达 2 0
.

01 m 3 ,

开荒种粮地为 21
.

3 4 m 3 ,

分别是林地的 29
.

8倍和 3 1
.

7倍
。

实践证明
,
森林在流域生态系统中占主导地位

,

森林翟盖率决定着流域生态系统的平衡
,
影

响人类活动环境的稳定
。

森林多的地方
,
大 自然就宁静

,

森林少 的地方
,
大 自然就枯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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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碟水流域不同土类水土流失情况统计表

土地类型
覆 盖 率

( % )

侵 蚀 深

侵蚀类型
( C m )

土壤流失量

m
3

/ (亩
· a )

行̀nUqU
`.上左ù八nùOU八0nU乃O

..

…
n
ùnà,上nU11

Q自Ò

2 2

2 6

轻微面蚀

面
1

蚀

面 蚀

面蚀沟蚀

面蚀沟蚀

nùQ自ó.上ù.上

:
1人八OUQ91nùn八11not才只

ù

杉杂混交

杉 木 林

马尾松林

农 耕 地

开荒种粮

在今年灾情调查中
,

我们发现
,
凡是林木和植被茂密的地方成灾就轻

,
损失就小

,

甚至幸免

于灾
,
灾后恢复能力也较强

,
在林木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的地方

,
成灾重

,
损失大

,
灾后恢复能

力也较弱
。

澄水上游谍水流域的石门县商溪乡
,

位于 1 9 8 1年 7 月中旬连续降雨 3 55 m m 的暴雨中心南翼
,

由于山洪爆发
, 泥沙翻滚

,
水冲沙压稻 田 1 5 00 多亩

,
冲毁早地 95 8亩

。

从 1 9 8 2年开 始
,
在省

、

地
、

县林业和水保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下
,
该乡植树造林 2

.

5万多亩
,
封山育林 3

.

4万 亩
,
全 乡 森

林畏盖率提高到 37 % ,
有效地保持了水土

,
溪河洪水平均含沙量减少 了 24

.

1 % ,
河床 平 均 下 切

。
.

95 m ,
增加了抗御洪水的能力

。
1 9 9 1年 7 月上旬

,
连续降雨 42 8 m m ,

全乡没有发生 洪 灾
,
溪

河大堤安然无恙
, 只淤压农田 1 60 亩

,
仅为 1 9 8 1年的 1 / 9 ,

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
。

而基本条件

大体相同的邻近 的雁池乡
,
由于森林植被恢复较慢

,
森林橙盖率为 18 % ,

水土流失比较严重
,
在

暴雨袭击之时
,
重演了 19 81 年商溪河的悲剧

, 山洪爆发
,
水冲沙压农田 2 25 6亩

,
为商 溪乡 的、

倍
,
损失粮食 75 万多 k g ,

直接经济损失达 1 00 多方元
。

无论是试验
,
还是抗灾实践都证明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森林是水利的源泉

。

山 青 水 才 能

秀
, 山穷水必然恶

,
治水必须治山

。

令人欣慰 的是以植树造林为主的生态建设 已经引起国人的重

视
,
林业部组织实施 的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建设工程

,

就是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的系统

工程
。 “ 长防工程

” 的实施
,
不仅可以保护中上游土地资源

,
而且是防治长江变成第二条黄河的

有效措施
,
也是治理洞庭湖水患

、

挽救洞庭湖消亡的根本措施
。

这既是上游人民发展 山区经济的

迫切愿望
,
也是洞庭湖区乃至整个中下游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
也是振兴民族

、

繁荣经济的战略

措施
。

四
、

按照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规律建设好生态林业

是洞庭湖区建设的百年大计

林业发展的道路决定林业的未来
, 也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

要充分发挥

林业的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就必须转变过去重经济效益

,
轻生态效益的观念

,
用生

态经济观念指导林业生产
,
走生态林业的道路

。

林业生态经济系统是林业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藕合而成的复合系统
。

两者既是统一的
, 又是

矛盾的
。

在生态经济的矛盾运动中
,

决定矛盾状况的最关键因素是人的调控作用
。

我国林业之所

以走向资源危机
,
生态环境恶化

,
关键就是没有正确处理好生态经济矛盾

,
在认识上片面性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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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就是木头 , 在工作中单一性
, 即重采轻造

、 一

重造轻管
、

经营单一 ; 在政策上的缺限性
, 即投

入不足
,
保护机制不健全

。 ,

现在
,
要走生态林业的路子

,
解决好生态与经济的矛盾

,
保证长江防

护林工程的实施
,

使林业具有的三个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 当前最重要的是按照生态经济协调发

展规律
,

完善林业经营方针和政策
。

(一 ) 从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高度认识林业
, 把林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来抓 19 9 1年

特大洪水
, 一方面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 一方面也使人们从改造 自然取得

胜利的陶醉中警醒起来
。

如果说
,
过去对森林的

一

作用
,
对植树造林

,

绿化祖国还缺乏 足 够 的 认

识
,
现在应当提到保护人类生存环境

、

保障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的高度认识保护森林
、

发展林

业的重要性
。

必须看 到
,

森林具有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等多种功能和效益
, 它不仅能提供木材

、

能源和多种林副产 品
, 更重要的是

,
森林在保持自然生态平衡 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
是保障人

们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农牧业高产稳产的重要条件
。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水利是农业 的命脉

,

森林是水利的源泉
。

水利建设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
作为水利源泉的森林理所 当然的是国民经济的

基础产业
。

因此
,

要进一步强化全民的生态意识
、

环境意识和绿化意识
,

.

用抓水 利 的 劲 头抓林

业
,
要象对水利投入一样

,
增加对林业 的投入

,

把林业建设成为保障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础产业
。

(二 ) 遵循生态经济规律
,
搞好林业经营 生态林业是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
长期利益与

短期利益
、

社会效益与农民收益均得到结合同步发挥的成功的经营方式
。

按照生态经济原则
,
既

不能追求单纯的经济最优
,
也不能追求单纯的生态最优

,
要努力实现生态经济最优

。

林业经营要

在优化结构
、

优化经营方式上下功夫
。

一是优化林种结构
,
在继续抓好速生丰产用材林和经济林

基地建设 的同时
,

把生态防护林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

特别是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

江河源头和上游
,

应重点抓好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建设
。

二是优化林分结构
,

要改变过去造林树种单一的局面
,

大力营造混交林
,
特别要注意保护培育阔叶林

,
促进森林顺向演替 , 坚持乔

、

灌
、

草相结合
,
立

体开发
,
创造层次结构的多样化

,
既可以提高林地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 又可 以增强森 林 防 护 功

能
。

三是优化经营方式
。

如在经济林的经营上
,
也要改变过去油桐

、

油茶林年年靠 挖 山 保 产增

产
,
水土流失严重的状况

,
对经济林地进行水土保持

,
建设水平阶地

, 间作豆科植物
, 进行多品

种
、

多层次的立体经营
。

(三 )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

较大幅度地增加林业投入 林业是物质能量转换产业
, 只有足够

的投入
,
才能有满足人们 日益增长的经济需求和生态需求的产出

。

然而
,
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把

林业作为农业的一部分
,
而农业肩负着 11 亿人吃饭的重任

,
致使在有限的农业投入 中对林业的投

入微乎其微
。

另一方面
,
由于林业投入主体的单一性与受益主体的广泛性的矛盾

,
投入机制很不

健全
,
使林业走进了投入少

、

产得多
、

造得少
、

砍得多
、 “

越穷越砍
、

越砍越穷
”
的恶性环循

。

植树

造林
、

绿化祖国是关系当代
、

造福子孙后代 的事业
, 从生态效益来看

,
林业特别是经营防护林是

一种公益事业
。

要使林业走上健康发展 的道路
,
保证林业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
,

担负起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重任
,

必须调动全民的积极性
,

全社会都应增加对林业的投入
。

一是

国家要把林业作为 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

增加对林业的投入
。

1 9 9 1年特大洪水灾害之后
,
水利建

设 已引起全 国上下的重视
,

国家拟在 勺又五
”
期间较大幅度的增加对水利建设 的投入

,
用于大江

大河的治理
,
是非常必要的

。

但是也要把林业作为治理大江大河水利建设 的重要内容
,

拿出部分

资金扶持林业建设
。

特别是对直接经济效益不高或没有直接经济效益 的水土保持林
、

水源涵养林

等社会性建设
,
应当通过国家的财政分配和计划安排

,
从国民生产总值的

“
社会扣除

”
部 分 安

排
,
作为社会性的无偿投入

,
把营林基建投资提高到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 1 %左右

。

二是建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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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补偿机制
,
理顺经营者与受益者的关系

。

上游造林
, 下游受益

, 上游毁林
, 下游遭殃

,
是林业

投入主体的单一性与受益主体的广泛性矛盾的典型表现
。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
是解决这一矛盾的

有效形式
,
既可以增加对上游林业建设的投入

, 又可以增强全 民的环境绿化意识
。

生态补偿机制

就是政府通过市场外的力量
,

以各种形式
,
如税收

、

缴费等对林业建设的合理补偿
。

湖南东江水
电站

,
从每发一度电中提取 0

.

00 5元钱给集水仄内的林场和集体林乡村
,
用以保护集水 区 森林和 ;

森林更新
,
林业

、

永利相互促进
,
竞相发展

。

建议在长江防护林工程建设中可 以采取 以下办法
:

( 1) 在中下游的大中城市全民义务植树中
, 以资代工

,
提取绿化费 ; ( 2 ) 流域内大中型水电

站提取部分水资源利用保护费 ; ( 3 ) 对 以木材及其林产品为原料的企业适当提取森林资源保护

费 ; (
`

4 ) 退耕还林是植树造林
、

保持水土 的重要措施
,
为了缓解山区林粮矛盾

,
对中下游受保

护的农 田适 当增加定购粮
,
用以补助山区林农的口粮

。

实行生态效益补偿制是合情合理的
,
但要

认真实施并非易事
,
要大力宣传教育

,
加强对生态效益评定和计算方法的研究

,
建立政策法规

,

积极试点
,
在取得经验 的基础上逐步推开

。

(四 ) 稳定山林权属
, 进一步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保护森林

,
发展林 业 不 仅 需

要国家宏观政策法规的约束
,
还必须调动基层组织和农 民的积极性

。

实行林业
“
三定

” 以后 ,

在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 以来山无主
、

主无权
、

人无责的问题
。

但是
, 忽视了集体统一经营

, 而且

林业家庭经营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

因此
,
要按照中央提出的

“
建立健全双层经营体制

”
为

目标的深化农村改革的路子
,
本着有利于调动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

,
有利于保护森林

,
发展林业

的原则
,
在坚持长期稳定山林权属和林业基本政策的同时

,

进一步完善林业责任制
。

对原来以户

经营的
,
群众积极性高

、

造林绿化效果好的
,
要进一步明确责

、

权
、

利
,

·

保护已经调动落来的积
极性 , 对承包过散

,
不便经营

,
分而不治

,
治而不好的

,
要采取联合经营的形式

,
兴办集体林场

或合作林场
,
发展集体林业

。

要增强集体统一服务功能
,
根据林业生产需要

,
实行统一规划

,
统

一供应苗木
,
统一技术

,
统一验收

,
统一建制管护

,
逐步建立起适合林业生产特点的

、

集体经营

的优越性和农民个人经营的积极性有机结合的林业双层经营体制
,
促进林业走上健 康 发 展 的道

路
。

州. 砂。 。 p 。 。 ` 护。 口。 心声》
侧。 吧尹〕 。 。 . 。州。 。 。 . 痴 . 0 . 。 佑声狡尹 , 甲。 。 。 份自 . 。 叮。 . 0 . 。 。 。 . 。 。 。 . 声 知

喇。 。 户 . 。州。 曰。 . 0 . 0 . 声、 留 . 仁必 ,
州。 州。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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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黑土区有机肥减少
,

土壤有机质下降
,
地力不足

,
培肥地力

,
也已成为黑土区粮食增产

的关键
。

因此
,
种植优良牧草

,
搞好牧场改良

,
大力发展农 区以圈养为主的畜牧业生产

,
不仅可

以直接收到经济效益
,
而且肥 田增产效益也是非常显著的

。

据实测
, 一头成年奶牛

,
年积厩肥可

达 l毗 (粪尿褥草按 70 %回收计算 ) ,
折合氮素 40 k g ,

磷素 1 1
.

4 k g ,
钾素 42 k g

。

据实验
,

施 用

1 0七厩肥可增产 n 粮食
。

水土保持工作
,
应把重点转移到预防管护上来

,
对制止破坏

,
防止产生新的水土流失

,
巩固

治理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认真宣传贯彻 《水土保持法 》 等有关法规
,
加强预防管护

,
对保

持和建设黑土地区商品粮基地建设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

因此
,
要进一步认真宣传贯彻好 《水土保

持法》 ,
加强管护

,
保护好现有资源和巩固治理成果

,
把东北黑土区商品粮基地建设搞得更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