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国 水 土 保 持 事 业 的 老 前 辈

高 继 善 先 生
高继善先生

,

陕西省华县人
,

生于 1 9 1 7年
,

现年 76 岁
。

1 9 3 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业专修科
。

1 9 4 4年参加水土保
持工作

。
1 9 4 4年至 1 9 5 2年在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从

事试验研究工作
; 1 9 5 3年至 1 9 8 6年在甘肃省水利厅从事

水土保持科研管理工作
。

历任工程师
、

高级工程师 〔教授
级 )

、

副总工程师
。

1 9 8 6年被选为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常务
理事

,
1 9 9 2年被选为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名誉理事长

,

并任
甘肃省水土保持学会名誉理事长

。

高继善先生 1 9 4 4年到农林部天 水水土保持试验站
后

,

主持和参加该站试验区梁家坪试验场径流小区 9年多
的测试工作

,

同时还进行了 2年生草木择与农作物大田轮
作

、

草木杯压青绿肥
、

垅作区 田
、

豌豆象防治
、

果树上 山等
试验研究课题

,

均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

如径流小区观测资
料

,

是我国较早的系统的径流泥沙资料之一
,

为我国水土
保持规划

、

设计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

特别是垅作区 田
和草木杯与农作物轮作

,

50 年代在甘肃省河东地 区得到
了大面积推广

,

推广面积每年达 10 。万亩以上
高继善先生

,
1 9 5 3年调至甘肃省农林厅 (后调至水利厅 )

,

主持甘肃省水土保持技术工
作 30 多年

,

在协助省上领导决策水土保持工作方面起到了主要的技术参谋作用
。

他提出在

黄土高原地区开展水土保持
,

必须农
、

林
、

牧
、

水等诸业系统协同作战
,

综合治理
,

各业措施
上必须抓重要矛盾

。

甘肃省水土保持工作重点 应抓住农 田工程 (培地埂
、

水平梯 田
、

水平条
田

、

砂田 ) )
;

保土耕作 (垅作区 田
、

草木择与农作物轮作 ) ;
荒坡绿化 (洋槐沟

、

首蓓沟 ) ;
洪水

利用 (洪水漫地
,

蓄洪调洪
、

灌溉淤地 )等
。

三四十年来
,

这些措施不断得到甘肃省广大群众
和水土保持科技工作者的应用推广和完善提高

,

而且在防治水土流失
、

发展甘肃农业生产
上

,

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

高继善先生在水土保持基础理论知识方面有较深造诣
,

在水土保持实践方面有丰富
的经验

,

他是我国水土保持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

高先生认为
,

水土保持工作要 以合理利
用水

、

土资源
,

特别是暴雨洪水泥沙资源
,

保护和培育水土资源 及生态环境为中心
,

以消除
人为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

,

加剧水土流失为 目标
,

采取各项水保技术措施
,

最大限度地
使降雨就地入渗

,

拦蓄与安全排径流相结合
,

尽可能提高洪水
、

泥沙的利用率
,

用于当地生

产
,

寓防治水土流失危害于兴利之中
,

不断使农
、

林
、

牧
、

副
、

渔业生产优质高产
,

提高人 民
生活

,

不断改善生态环境
,

从而减少河流泥沙
、

洪水灾害
,

为开发水利服务
。

他认为在水土

流失防治工作中
,

要以预防为主
,

积极治理管护
,

要沟坡兼治
,

治坡为主
。

在配置综合治理
措施中

,

要以小流域为单元
,

因地制宜
、

统一规划
,

综合治理
,

集 中治理
,

连续治理
,

并有效
地发挥各项措施的群体作用

。

在治理顺序上
,

原则上要先坡后沟
,

在治理重点上
,

要因地制
宜

、

各有侧重
,

一般以坡耕地治理为主
,

以林 (果 )草防护体系建设为主
,

改变以天然草坡放
牧为建立人工牧场

、

舍饲养畜为主
,

这是我国人多地少农业区特殊条件下发展畜牧业的必
由之路

。

在水沙利用方面
,

要建设调洪调沙坝库
,

用沙
、

减沙与蓄水防旱并重
,

改荒沟为高
产稳产田

。

高先生还认为
,

水土流失是贫困的产物
,

水土流失与贫穷相伴
。

为此
,

开展水土保持工
作

,

一定要治理与开发结合
,

把治理开发与治穷致富结合起来
,

要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
,

使
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
、

生态效益相互促进
。

他指出
:

人为加剧水土流失是缺乏科学知识的结
果

。

这不仅表现在直接使用土地的农民在生产方式上
,

也表现在一些管理农业生产的干部
身上

,

他们为了眼前利益
,

对破坏森林
、

草山
、

草原
,

滥垦乱种等现象
,

不采取有效措施严格
管理

。

因而
,

使各种破坏水土流失的人为活动得不到制止
,

在一些地方甚至还在大面积发
展

。

从而
,

高先生认为把传授水土保持科学知识
,

要作为国民教育的内容
,

深入基层
,

各级
政府要把宣传《水土保持法 》作为经常性的任务

,

做到家喻户晓
,

深人人心
,

自觉贯彻执行
。

高继善先生
,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他的论著主要有
:

《怎样做好山 区生产 》 1 9 5 5年
,

《水
土保持工作手册 》1 9 7 3年

,

参加编写并审稿 《水土保持技术 》 1 9 8 8年
,

《甘肃省水土保持试验
研究成果汇编 》第 1

、
2集

,

(约 1 60 万字分别于 1 9 6 0年
、

1 9 8。年印刷 )
,

参加编审《甘肃省水土

叩介牛见丁不人求飞朴仆喃仆喃成叭成仆夯硫衣扑成仆喃仆战
ō扑成朴去书峨卜柞卜农外夯确
1肚叭认议丫卞仲峨亦哭沈叩卞仆硫盛1不跳式丫份即而喃1不认尤叩峨亦立类即峨

水止保持专家介髦

保持 》画册 1 9 8 7年
,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水土保持调查报告 》
、

《试谈甘肃省河东地区洪
水利用问题 》

、

《甘肃省水土保持耕作技术措施的试验与推广 》
、

《论黄土高原人工种草舍饲
羊只对水土保持的必要性 》

、

《甘肃中部种草养畜农牧结合研究 》等几十篇 (册 )
。

高继善先生热爱水土保持事业
,
1 9 8 6年退休后

,

仍坚持为水土保持事业奋斗不息
,

贡献力量
,

他是我国水土保
持战线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
1 9 8 4年国务院全国水土保持协调组授予高先生全国水土保持先进个人称号

,

同年中国
林学会颁发劲松奖

,
1 9 88年由甘肃省水利厅党委授予离 (退 )休后在文明建设中先进个人奖

,
1 9 9 0年被收入国家科

委编印的《中国工程师名人大全 》
,

1 9 9 3年被吸收为
“

甘肃省高级科技专家协会
”

会员
.

(甘肃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