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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长江上游是我国水土流失严重地 区之一
。

笔者通过对长江上游重点防治区的实地考察
,

分析了该地 区水土流失的特点
、

危害及搞好水上流失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

同时还

认真总结了三年来开展
“
长治

”
工程的经验

,

并对
“
长治

”
工程的特征及效益进行了评价

。

笔者最后对进一步搞好长江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
,

提出了建设性的念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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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问题是关系到土地资源
、

农业抵御 自然灾害能力
、

农业基础设施 (特别是水利设施

和 电力设施)
、

交通设施和人民生活环境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社会经济问题
。

据统计
,
我 国水土

流失面积达 15 0 00 万 h a ,
占国土面积的15

.

6 % ,
农田面积的 l / 3 存在着明显的水土流失

。

长 江

上游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
其水土流失 面积达35

.

2万 k m
Z ,
占上游总土地 面 积 的

35 % , 1 98 8年国家立项对长江上游的水 土流失进行重点防治 (以下简称
“
长治

”
工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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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总结
“
长治

”
工程 3 年来的经验

,
分析其效益

,
’

探讨下一步的对策
, 笔者深入长江上游

重点防治区进行了调查
,
并对嘉陵江中游的南充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

。

下面根据考察的情况
,
对

“
长治

” 工程进行剖析和评价
,
并对下一步 的发展提出建议

。

一
、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特点和重点防治的意义

长江上游指的是湖北宜 昌以上的长江流域
,

流域面积 10 0
.

5万 k m
“ ,

涉及青海
、

西藏
、

云南
、

贵州
、

陕西
、

甘肃
、

四川
、

湖北 8 省的53 个地区
, 3 3B个县

,
流域总人 口为1

.

45 亿
,
其 中农业人

口 1
.

2 6亿
,
平均人 口密度为14 4人/ k m

“ 。

我们这次考察的第一个印象是
:

长江上游的 水 土 流失

问题在某些方面 比黄河流域更为严重
,

问题的解决更为紧迫
。

与黄河相比较
, 长江上游的水土流

失问题具有如下六个特点
。

(一 ) 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不象黄河那样危在干流而 引人注 目
,

它的危害主要在支流
,

具有

极大的隐弊性 上游地面侵蚀物总量约 15
.

6亿 t , 虽与黄河流域相近
,
但因地面物质较粗

,
能 被

水流输送的细粒物质较少
, 流失的水土主要淤积在支流

。

(二 ) 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对土地资源的破坏性更大 长江上游广大的山丘区坡度健
, 且土

层薄
,
雨量大且集中

,
水土流失使大 量的土地石化

,
一些县有数百亩甚至上千亩的土地变成光石

板
。

而黄河流域的土层较厚
,
水土流失对耕地的损害相对小一些

。

(三 ) 长江上游虽然较之黄河中游有较好的气候条件
,

但对水土流失的治理工程爱大 由于

坡陡雨虽大
, 目前长江上游的坡改梯工程措施绝大部分都要取石垒埂

, 石埂一般是土埂工程量的

4 倍
。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的治理需要付出比黄河水土流失治理更大的代价
, 花更长的时间

。

(四 ) 长江上游是滑坡
、

泥石流分布集中
、

危害严重的主要地 区 据目前的不完全统计
,
长

江上游有泥石流沟4 200 多条
,
新老滑坡 15 万多处

,
威胁县城2 00 多个

,
乡镇4 00 多个

,
人 口 2 000

万人
,
每年都发生死亡数十人至数百人

,
财产损失几百万元至上亿元的重大灾害

。

(五) 长江上游人口密度高
,

人 口环境容量低
,

水土流失所形成 的人口压力和社会不稳定 因

素大 黄土高原土地多
,
每一个农户一般可以分到几十亩到几百亩荒沟

。

虽然 目前长江上游的土

地产出率高于黄河
,
但长江上游人 口密度大

,
人均土地资源少

。

(六 ) 长江上游防治水土流失工作起步晚
,

任务重 国家立项重点防治只 有 3 年时间
,
治理

任务十
‘

分艰 巨
。

目前黄河流域已建成梯田坝地5 000 多万亩
,
而长江上游地区坡改梯刚刚起步

,

四

川近 8 年完成的治理任务只 占需要治理的 4 %
。

对长江上游水土流失进行综合治理
,
涉及整个社

会
、

经济
、

人 口
、

生态
、

资源五个方面的系统工程
,
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长江流域生存

环境的重大国策
,
防治水土流失的重要意义可 以从五个方面来加 以认识

。

1
.

它是一项抢救耕地资源
,
保护基本生产条件的重大社会工程

。

我们所考察的嘉陵江中游

的南充地区
, 由于人 口 的迅速增加和耕地的逐年减少

,
现在人均耕地仅 0

.

76 亩
。

而水土流失面积

已占幅员面积的64 % ,
每年流失泥沙总量达7 97 0万 t ,

冲走有机质 74 万t ,
相当于损 失 了2’6 万亩

耕地3 0c m 厚的耕作层土壤
。

据估计该地区一些县 由于水土流失
,

土壤有机质的损失量约相 当 于 农

业总收入的10 %
。

耕地被冲毁后
, 无地农 民迅速增加

, 目前四川 已有无地少地农 民20 多万人
,

这

将严重地威胁着社会安定
。

2
.

它是保护农业生态环境
, 增强农业后劲的重大战略措施

。

目前我国农业严重地受到 自然

灾害的威胁
。

水土流失加剧 了旱灾
、

虫灾和水灾的发生率和破坏性
。

据研究
,
水土流失使土壤退

化 ,
土壤蓄水保墒能为减弱

,

从而导致区域小气候的变化
,

加剧旱情
。

据有关资料表明
:

从1g 世纪

到2 0世纪7 0年代
,

四川旱灾发生 的频率是10 年 4 早
,
而据50 年代到80 年代的 统计

,
则 是 10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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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

严重的早情使许多农村居民饮水十分困难
。

此外
,
由于森林覆盖率低

,
植被减少

, 野生动物

失去庇护和生活条件
, 天敌减少

,
虫害频繁

。

水土流失还加剧了洪灾的破坏性
。

如果不从根本上

治理水土流失
,
农业生产将处于十分脆弱的境地

。

农业生产不仅不能上新台阶
,
反而会在频繁而

又剧烈的灾害下
1

减产
。

3
.

它是保护社会基础设施
, 维护人类生存条件和人 口环境容量的百年大计

。

调查表明
:

长

江上游的水土流失使无数的水利灌溉设施毁于一旦
, 公路冲毁

,
铁路中断

,
工厂

、

学校
、

居 民区

被泥石流冲毁
,
农田被毁掉

,
人 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严重损害

。

严重的水土流失对社会基础设施

和人民生活及环境破坏是触 目惊心的
。

4
.

它是人民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维护民族团结及脱贫致 富的重要方面
。

长江上游聚居着大

量的少数民族
,
如果水土流失得不到治理

,
将严重威胁着少数 民族的生存环境

, 进而影响到 民族

团结和社会安定
。

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同时大多都是贫困地区
,
水土流失 已成为当地贫困的主要

原因之一
,
加速治理水土流失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
发展生产的根本途径

。

5
.

重点防治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是关系到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系统工程
。

长江流域作为一个

系统
, 上游和下 游是紧密相 连的

,
治理上游的水土流失有利子下游经济的发展

。

例如
,
治理长江

上游水土流失不 仅有示lJ于航运事业的发展
,
而且有利于整个长江流域水利电力事业的发展

。

二
、 “

长治 ” 工程的特征及其效益评价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防治工程作为一种社会工程
, 同其它社会工程相 比较

,
有以下七个方面特

石〔
。

(一 ) “长治 ” 工程是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和保土耕作措施的结合 所谓工程措施
,
是指坡

改梯工程及水系配套工程治理水土流失
,
生物措施是指通过种草植树来增加植被保持水土

,
耕作

措施是通过改变农耕习惯 (如改纵向耕作为横坡耕作) 来保持水土
。

工程措施实质上是根据水土

保持的需要对现有农田进行
“提级增量

” , 同时辅之 以水利工程
,
变低产 田为高产

、

稳产田
。

(二) “
长治

” 工程是水土保持与农业 开发的结合 水土保持 的直接 目的是防治水土流失
,

但其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都具有经济开发的效果
,
都是土地资源的开发

。

如坡改梯和水系配套水

利工程将会大大提高土地的产出率
,
而经济林草则也会带来 巨大的经济效益

。 “长治
” 工程是一

种 既有投入也有产出的工程
。

(三 ) “长治” 工程是国家利益
、

地方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 水土流失直接受害者是

水土流失地区的农民
, 同时也危害整个流域的经济和全社会利益

。

从农 民方面来说
,
水土保持与

开发不仅增加了农作物产量和收入
,
而且扩大了耕地面积

,
增强了抗灾能力

。

从国家来说
,
由于

水土流失的治理
, 可 以减轻国有资财因水土流失造成的巨大损失

,
而且也可以减少国家每年 巨额

救灾款项的支出
。

(四 ) “
长治

” 工程是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的结合 水保工程是造福子孙万代的事饮
,
涉及

到 长远利益
,
但仅有 长远利益而无近期利益则没有诱导力

。

在许多治理 区
,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当

年就获得经济效益
。

从而
, 调动了广大农 民的积极性

。

(五 ) “长治” 工程是人力资源的利用和 自然资源开发的结合 目前 ,
在我国农村

, 一方面

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

造成人力资源的闲置
,

另一方面由于水土流失造成大量的中低产

田
。

水土流失治理工程改变了这两种资源的浪费
,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

不 仅使剩余劳动力转

入农业综合开发
,
而且使低产脆弱的耕地资源得到了改造

。

(六 ) “
长治” 工程是群众和政府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结合 从水土保持工作来看

,
农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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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投劳力
,
而政府则投入少量启动资金

。

构成一种
“
政府出资

,
农民投劳

” 的双重机制
。

(七 ) “
长治

”
工程体现了

“
统

”
与

“分”
的结合 作为一种社会工程

, “长治
”
工程超越

〕
’

一家一户的经营范围
,
需要基层组织统一规划

、

统一治理
。

在这一过程中
, 区

、

乡政府
“
统方

的功能得到了发挥
。

但是又要维护 目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把上地的开发权

、

受益权与使用权

联系起来
。

经济学告诉我们
:

一项社会工程 既有内部效应 (投入者所得到的效应 ) , 又有外部效应 (局

外人获得的效应 ) , 既有直接效应
, 又有间接效应 ; 既有可 以测量的经济效应

,

又有不可度量的

非经济效应
。 “长治

”
工程所产生的影响大大超出了

“
保水保土

”
基本 目标

, 还具有如下五个方

面的效应
。

( l )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

增强了农业后劲
。

水保工程不仅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
, 而且扩

大了耕地面积
,
扩大了环境人 口容量

, 为推进农业高产稳产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应
。

目前
, 重点

防治区共实行坡改梯n o万亩
,
每年每亩可增产粮食75 k g ,

共增产8 0 00 多万k g
。

许多地 方 由于

坡改梯工程的实施还扩大了耕地面积
。

另外水保工程 还增强了农业抗御自然灾害 的 能 力
。

例 如

1 99 0年的川东大早
,
粮食普遍减少

,
但开始治理的地区仍取得较好的收成

。

1 9 9 1年的洪灾使嘉陵

江上游的许多农田被冲毁
,
但水保工程中新修的梯 田和梯地却经受住了考验

。

( 2 ) 水土保持提高了蓄水保墒能力
,
增加了植被覆盖率

,
农业生态系统逐渐向良性循环转

化
,
显示了明显的生态效益

。

而且开展水土保持还为群众提供了大量的薪柴和牧草
, 为解决农村

能源短缺问题及发展牧业创造了条件
。

( 3 ) 国家投入的水保资金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
农民对农业的投入迅猛增加

,
产生了

明显的启动效应
。

如果把农民投入的劳力折算成资金
,
农民的投入 已在国家

、

地方
、

群众三大投

产
、

中占7 0 %一 8 0 %
。

例如四川省1 9 9 0年投入水土保持的劳力达 7 7 9 4万个
,
坡改梯大 的 乡

、

村
、

每劳平均一年达50 ~ 60 个工 日
,
个别达80 个工 日

。

( 4 ) 水土保持 中的经济开发项 目壮大了集体经济
,
使农村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

, 促进了双

层经营
、

统分结合的农村经济管理制度的形成
,
产生 了明显的间接社会效应

。

( 5 ) 水保工作把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引入工程第一线
,
参与工程的规划

、

组织
、

指挥
,
水保

工程不仅成了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
而且密切了干群关系乙提高了区

、

乡政府的

威信
,
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

三
、

进一步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的建议
‘

为 了加速治理长江上游严重的水土流失
,

我们特提出如下六个方面的建议
:

(一 ) 根据受益情况多方筹集资金
,

努力增加长江上游重点防洽水土流失的资金
, 实现投资

主体的多元化
,

确保资金投入逐年增加 据调查
, 目前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水土流失治

理最保守的投资需求估计是100 多亿元
,
而国家每年的投资仅几千万元

。

解决这一矛盾的关 键 是

根据受益情况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

多渠道筹集资金
,
并集中统一使用资金

。

从大的方面来讲
, 长江上游水保工程的受益者是国家

、

地方和农 民
,
而从部门的 角 度 来 分

析
,
这一工程的受益者是农业部门

、

林业部门
、

乡镇企业部门
、

能源部门
、

交通铁道部门
、

基建

部门
、

水电部门
、

工商部门等
。

按照谁受益
,
谁投资的原则

,
所有上述部门都应该为治理水土流

失出资出力
。

为此 , 我们建议
:

国家除了继续从耕地占用税划 出一部分维持对长江上游重点防治

区防治水土流失外
, 应采取如下措施

。

( l ) 鉴于治理水土流失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关键
,
建议国家从扶贫资金中划出一部分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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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水土流失地区的水土保持资金 ; ( 2 ) 国家从水土流失地区的交通能源税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治

理水土流失
; ( 3 ) 直接受益的水 电部门应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治理相关范围内的水

.

土流失或承担

该范围内的治理工作
。

长江上游是我国水力资源最丰富的地方
, 国家应积极推进水力 资 源 的 开

发
, 以便增加治理水土流失的资金来源

; ( 4 ) 其它直接受水土流失 危 害 的 生产经营企业也应

为治理水土流失出资出力 ; ( 5 ) 地方政府继续匹配水土保持资金
,
增强对水保的投入

,
这种匹

配资金要制度化
, 长期稳定

; ( 6 ) 对于开发性水保工程可以通过各种信贷渠道和融资渠道筹措

资金
,
通过社会集资和争 取国际援助的办法筹集资金

; ( 7 ) 科研部门应设立长江上游治理水土

流失 的科研项 目
,

加强对这一社会工程的科技投入
; ( 8 ) 鼓励下游地区企业对上游地 区进行有

偿经济开发 (例如水电资源的开发和有偿 协作
,
从 所 得利润中划气一部分用作 水 保 基 金 ) ,

( 9 ) 采取利益诱导机制引导农民对水保进行资金投入 ; (10 ) 统一协调与水土保持有关的长红

上游防护林工程
、

改造低产田工程
、

扶贫工程
、

国土整治工程
、

环境治理工程
,
采取对具体项 目

联合投资
,

做到统一规划
、

各投其资
、

各记其功
。

(二 ) 鉴于长江上游水保工程任务的艰巨性
,

迫切需要国家对长江上游重点防治 区的水保专

业队伍和网络建设采取特殊政策
,

实行 区别对待
,

确保防治网络的健全 目前这方面的问题是
:

( 1 ) 人手少
、

任务重
, 处于一种

“小马拉大车
” 的状况 ; ( 2 ) 人员素质差

,
大多 是 水 保 的

“新兵
” , 业务技术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 ( 3 ) 机构地位低

,
协调能力差

。

水土保持涉及到水

利
、

农业
、

财政
、

商业
、

国土
、

环保
、

能 源
、

林业
、

铁路
、

交通等部门
,
需要协调多种行业

, 目

前的水保办级别低
,
无法搞好协调工作

; ( 4 ) 基层 网络
“
断线

” ,
水土保持在基层没有

“
腿

” ,

区
、

乡
、

镇无专人负责防治水土流失方面的管理工作
。

为此我们建议
:

( l ) 在重点防治区的省
、

县设立水土保持局
、

区乡设立办公室
、

村有水保防治员
,
健全水

土保持管理 网络
; ( 2 ) 加强对现有水保人员的在职训练

, 提高业务水平 ; ( 3 ) 从有关受益部

门调剂富余人员充实水保队伍
,
在不增加总编制的情况下壮大水保队伍

。

(三 ) 在重点防治区要坚持
“两手抓 ” ,

在抓治理的同时
,

切实加 负防 工作
,

真 正 做到

“预防为主
,

防治结合
” ,

确保法律手段在水保工程中的作用
“长治

”
工程实施三年来在治理

方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夕
但由于各种原因在预防方面的进展却显得较为缓慢

,
有些地方出现 了新

的水土流失大于治理的状 况
。

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
:

( 1 ) 顶防工作没有专门的执法机构和

监护网络
; ( 2 ) 预防工作不象治理工作那样能产生

“立竿见影
” 的经济效益

; ( 3 ) “
一

长治
”

工程是从治理入手 的
,
治理区各级领导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治理上

。

我们 认为
, 9 0年代长江上游防治水土流失应在进一步推进治理的基础上

, 应花大气力做好预

防工作
,

关键是要依法预防
,

使水土保持工作真正做到规范化
、

制度化和科 学化
。

(四 ) 要采取各种利益诱导机制
,

广泛而持久地调动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水 土 保 持 工

程
,

确保水保工程高质量高标准的完成 水土保持工程最大的受益人和发动者是农 民
, 农民的积

极性和参 与状况是水土保持工程成败的关键
。

农 民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积极性还需要进一步调动
。

这是因为
,
水土保持工作 已超出了一家一户的经营范围

,
许多方面还存在着社会利益与农民个人

利益 的矛盾
,
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

。

长期 以来
,
农民 已经 习惯了广种薄收

、

粗放经营的耕

作方式
,

农民不 愿意在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劳动投入
。

因而必须进一步宣传和教育农民
,

提高农

民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的 自觉性
, 引导农民积极参 与水土保持工程

。

为此
,

我们建议
:

( l ) 进一步利用政策调动农民对水保工程的劳动投入
; ( 2 ) 按 《水保法》 要求

, 对投入

水保工程的农 民实行各种 物质优惠
; ( 3 ) 减免参加水保工程的农民的其它劳务和实物负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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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因地制宜
,

根据不同情
.

况建立不同类型的水土保持示范户
、

示范村
、

示范 乡
,

用榜样

的力皿推进点面结合 在水土流失地区各种自然条件和社经条件是各不相同的
,
防治水土流失的

模式也各不一样
。

根据治理主体来划分
,
治理水土流失可分为户包治理式

、

联户治理式
、

乡村治

理式及集体
—

个人联合治理式
。

集体经济比较强大的地方可推行乡村治理开发式
,

进一步壮大

集体经济
;
集体经济薄弱的地方也可以通过乡村治理开发式来巩固集体经济

。

对 已由家庭承包的

坡耕地
, 不宜实行集体开发治理

。

按治理措施来分
,

治理水上流失可以分为
“农田开发

—
水系配

套
”
模式和

“
种树种草
—

保水保土
”
模式

, 农田开发
—

水系配套模式适用于人多地少
,
耕地

负荷较大的地区 ; 而
“
种树种草一一保水保土

”
模式则适用于人 口密度较小

,
剩余劳力较少的地

区
。

此外
,
按开发方式来分 , 还可分为

“
草一畜一果 (粮) ”

模式
, 和 “

种一养一加
”
模式

,
前

者指 以草保土养畜
, 以畜粪促进种粮造林

, 后者是指把种粮造林 同畜牧业发展和加工 业 沈 一 起

来
。

要推动不 同模式治理水 土流失
, 需要通过榜样的力量

, 以点带面
, 逐步推开

,
要引导广大农

民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
采取因地制宜的防治模式

。

(六 ) 加强水土保持科学的多学科研究
,

实现治理水土流失与农业综合开发利用相结合 目

前
, 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方面的科学研究

,

远远满足不 r新形势发展 的需要
,

面对严重的水土流失
,

迫切需要加强这些方面科学研究
。

首先
,
要对水土保持与开发利用进行综合研究

。

水土保持涉及到地质 学
、

土壤学
、

植物学
、

生物学
、

林学
、

水利工程等
,
而在水土保持开发利用方面又涉及到经济学

、

经济管理学
、

国土整

治等社会科学
。

因此 ,
水土保持与开发利用需要进行多 学科的综合研究

。

其次
,
水土保持与开发利用的科学研究要抓住重点

,

进行重点攻关
。

例如泥石流的预警系统

问题
、

水土保持中的农耕措施问题
、

水土保持与开发利用的经济模式和综合效益问题
、

以及 以法

防治水土流失问题等都是防治水土流失的重大问题
,

迫切需要进行重点研究
。

为此
, 我们建议

:

( l ) 国家和地方投入的水 土保持基金中要有一部分用于水土保持科学研究 ; ( 2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要支持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项 目的科学研究
; ( 3 ) 国家科委有关农村

发展的科研项 目要在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设立有关项 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