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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四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经济效益评价

— 从
“
人均纯收入

”
看小流域治理与奔小康

李 鸣

(黄委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

西安市
·

71 。。 4 3)

提 要

该文从
“
人均纯收入

”

这一主要小康量化指标入手
,

通过对黄河流域四大重点治理 区一期

工程所列 3 15 条重点小流域的调查分析
,

表明
:

经过一期工程的 10 年治理
,

重点治理小流域
,

一方面在奔小康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 另一方面
,

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问题
.

笔者对造成这

种状况的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
,

指出
:

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等的影响是主要因素
。

关健词
:

黄 河流域 重
.

点治理 区 奔小 康 差异性分析

E v a l u a t io n o f E e o n o m ie B e n e f i t i n F o u r K e y C o n t r o l l i n g A r e a s o f

5 0 11 a n d W
a t e r L o s s i n t h e Y e l l o w R i v e r B a s i n

—
T o D i s e u ss t h e R e l a t i o ns h i P B e t w e e n C o n t r o l o f S m a l l W a t e r s h de

a n d o n

a
w

e l l一 T o 一 D o F r o m t h e P o i n t o f A v e r a g e In e o m e P e r C a P i t a I

L I M 介: g

(月 d ~ 说art 沁 B
u

~ of ,h
。

U户声丫 r R~ 触
` a

耐 M id d le R ae c h es of ht o
h
于趾口切 R

~
,
环勺之er

C . 路

~ an 卿 oC m m it z ee o
f , h , y奄左ow

R初 ,
.

X ia
n ,

S h aa
,二i

,
7 1 0 0 4 3 )

A b s t阳 e t

aB
s e d o n ” n e t i n co m e p e r e a p i t a

l
" , a q u a n t il

a t iv e i n d e x o
f we ll一 t o 一 d o a n

d
o n t h

e i n v e s t ig a t io n i n 3 1 5 m a in

s m a
l l w a t e r s

h记
5 o f t卜e f ir s t p卜a se o

f t h
e t h

e p r 0 Jce t o
f fo u r

k
e y e o n t r o

ll in g a r e a s in t卜e
Y

e
ll o w it v e r w a t e r s

h de
.

T h e er su lt
s s h o w t h a t e o n t or l o f s m a

ll w a t e r s h de h
a s m a d e t h

e
f ir s t p r o g r e s s o n a

w
e

ll一 t o 一 d o r
ao d

.

H ow
e v e r t h e r e

s t il l e x
ist so m e p r o b l e m s in d e g r

ees
a f t e r 1 0 y e a sr

,

T h e a u t h e r a n a
ly货 5 t h e

ear so
n

ca
u s e d t h is s i t u a t i o n a n d e o n s

id
-

e sr t h a t m a i n ca
u s e s a er la n d u se e o n s t r u e t io n a n

d in
d

u s t r ia
l

e o n s t ur e t io n
.

K e y w o r d s t h e Y e l lo w 6
v e r b a s in

k
e y e o n t r o

lli
n g w

e ll一 t o 一 d
o

d if fe r e n e e a n a
ly

s i s

黄河流域国家四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经过一期工程 ( 1 9 8 3~ 1 9 9 2 年 )的 10 年治理
,

使治

理区昔 日贫穷落后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

一些变化 比较快的村
、

乡 已脱贫致富
,

开始走上了小康

之路
.

但整体情况如何? 距农村小康标准的目标差距有多大 ? 带着这一问题
,

笔者从黄河流域一

收稿 日期
: 1 9 94一 10一 16



10 水土保持通报 第 14 卷

期重点治理工程所列 3 39 条重点小流域中选出 3 15 条小流域
,

进行了初步调查分析
。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小康生活量化指标有 10 多项
,

其中与农民群众生活水平息息相关
、

最

为重要的指标就是
“
人均年纯收入 1 1 00 元

”

这个硬指标
。

因为实现农村小康目标
,

物质生活富裕

是核心内容
,

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是决定因素
。

在奔小康中
,

只有紧紧抓住增加农民经济收入这个

关键环节
,

使农民群众人均经济收入的平均水平达到 1 1 00 元以上
,

才能带动和保证其它指标的

如期实现
。

为此
,

本文仅就
“
人均纯收入

”
这一指标

,

旨在通过对 3 15 条小流域经过 10 年治理达到

的人均纯收入状况的分析
,

总结经验
,

找出差距
,

从而进一步加快治理区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

步伐
。

一
、

基本情况

所选的 31 5 条重点小流域涉及陕西
、

山西
、

甘肃
、

内蒙古 4 个省 ( 区 )
、

5 个地盟
、

19 个县 (旗
、

市 )
、

1 7 2 1 个行政村
,

现有农户 2 2
.

3 7 万户
、

人 口 9 2
.

8 0 万人
。

总面积 1 2 3 6 8
.

2 8 k m 2 ,

水土流失面

积 12 18 1
.

4 k4 m
, ,

分别占一期 工程所列 3 39 条重点小流域总面积及水土流失面积的 90
.

1 %和

96
.

6 % ;
占四大片总面积及水土流失面积的 30

.

3 %和 33
.

7 %
。

31 5 条小流域中
,

无定河流域有

1 53 条
,

面积 8 1 29
.

29 k m
, ,

包括黄土丘陵沟壑尽
、

河源梁涧区
、

风沙区三种水土流失类型区
;
皇甫

川流域有 45 条
,

面积 1 26 7
.

8 k4 m 舍 ,

均属黄土丘陵沟壑 区
;
三川河流域有 71 条

,

面积 1 1 38
.

75

k m
“ ,

包括黄土丘陵沟壑区
、

土石 山区两种水土流失类型区
;
定西县有 46 条

,

均属黄土丘陵沟壑

区
。

列入重点治理前
,

3 15 条重点小流域的平均治理程度仅为 20
.

5 %
,

植被度为 13
.

6 %
。

严重的

水土流失
、

恶劣的生产条件
,

使 当地经济濒临崩演的边缘
,

农民生活极为贫困
,

人均年产粮食仅为

2 9 8 k g
,

人均年纯收入仅有 1 0 1 元
。

一期工程 10 年重点治理
,

使 3 15 条重点小流域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

截止 1 9 9 2 年底
,

3巧

条小流域共完成新增综合治理措施面积 6 4 37
.

1 3k m
2 ,

其中新修基本农 田 1 91
.

00 万亩
,

营造水

土保持林 6 59
.

06 万亩
,

种草 1 1 5
.

51 万亩
。

平均治理程度达到了 74
.

0 %
,

植被度达到了 54
.

2 %
。

人均产粮为 5 0 k7 g
,

比治理前增长 70 % ; 人均纯经济收入平均达到 4 13 元
,

比治理前提高了 3
.

1

倍
。

二
、

人均纯收人状况

由于调查的重点小流域有 3 15 条
,

数量较多
,

故按不同的重点治理 区和水土流失类型 区
,

以

19 9 2 年底各条小流域的人均纯收入达到值 (用符号伙
”

表示 )作为控制指标
,

将其划分为以下 6

个档次进行归类统计
:

( l 玖 ) 1 10 0 元 ; ( 2 ) 9 0 0簇人镇 1 10 0 元 ; ( 3 ) 7 0 0簇 入簇 9 0 0 元 ; ( 4 ) 5 0 0簇入簇

7 0 0 元 ; ( 5 ) 3 0 0蕊入蕊 5 0 0 元 ; ( 6 )入< 3 0 0 元
。

这样划分
,

是分别将小康指标 1 10 0 元和贫困地区脱

贫线 3 0 0 元作为上
、

下限两个控制指标
,

然后以 2 0 0 元为一个级差来进行内插分等
,

以便清楚地

了解经过一期工程 10 年治理后的人均纯收入差异状况
。

具体的调查统计
、

归类结果见表 1 和表

9

由表中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

调查的 31 5 条小流域经过 一期 工程的 10 年重点治理
,

截止

19 9 2 年底
.

人均纯收入在 1 1 00 元以上
,

已经达到小康标准的小流域有 l 条
,

占总数的 0
.

3 % ; 人

均纯收入在 9 0 0 ~ 1 100 元之间
.

接近达到小康标准的有 1 条 ; 占 0
.

3 % ; 人均纯收入在 7 00 ~ 9 0 0

元之间
,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的有 18 条
,

占 5
.

7 % ; 人均纯收 入在 5 00 ~ 70 0 之间
,

处于中等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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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9 条
,

占 21
.

9 % ; 人均纯收 入在 3 00 ~ 5 0。 元之间
,

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的有 1 91 条
,

占 60
.

7 % ;

人均纯收入在 3 00 元以下
,

尚未达到脱贫线标准的有 35 条
,

占 11
.

1 %
。

可见经过一期工程的 10

年治理
,

各重点小流域的人均纯经济收入状况出现了高
、

中
、

低之分
。

下面从不同方面对出现这种

情况的原因进行分析
。

表 1 按人均纯收入等指标分类的一期工程 3 15 条重点小流域基本情况调查统计表

项项 目目 尤 足 例例

纯纯纯 收 入 (元 )))

55555 0 0簇入< 7 0 000 3 0 0 ( 人< 5 0 000 入( 3 0 000

丘丘丘陵区区 河 源源 风沙区区 丘陵区区 河 源源 风沙区区 丘陵区区 河 源源 风沙区区

梁梁梁梁涧 区区区区 梁涧 区区区区 梁涧区区区

条条 数 (条 ))) l 999 222 999 7 444 l 111 l 111 777 l 999 lll

流流域面积 (k m
,

))) 1 2 1 5
。

1 444 2 4
。

0 999 1 3 4 9
。

3 888 3 2 3 7
.

9 333 6 2 3
.

8 000 9 7 7
。

7 555 4 1 1
.

4 000 2 2 5
。

9 555 6 3
.

8 555

水水土流失面积 k( m , ))) 1 2 1 5
.

1 444 1 2 8 9
。

2 888 3 2 3 7
。

9 333 6 2 3
.

8 000 9 7 6
.

4 000 4 1 1
.

4 000 2 2 5
.

9 555 6 3
.

8 55555

户户 数 (户 ))) 基数数 1 9 9 3 444 3 2 666 9 1 0 333 5 7 9 2 222 5 7 9 000 7 5 5 555 9 8 7 444 2 2 4 999 7 4 111

达达达到到 2 4 6 3 888 4 0 666 1 0 9 4 111 7 5 0 3 555 7 4 0 333 9 0 6 999 1 2 3 4 444 2 7 2 444 8 2 777

人人 口 (人 ))) 基数数 8 6 4 4 333 1 7 1 000 3 9 8 5 333 2 5 0 3 1 111 } 2 9 0 5 444 3 4 5 2 333 3 9 6 9 444 1 0 1 6 222 2 6 8 333

达达达到到 1 0 1 7 1 999 2 2 4 000 4 5 1 4 999 2 9 6 3 5 444 3 5 2 7 888 4 0 7 3 888 3 7 7 6 222 1 2 1 2 444 3 1 4 000

平平均纯收入 (元 ))) 荃数数 1 5 222 1 8 000 2 7 333 9 000 5 000 1 8 000 8 000 5 888 4 333

达达达到到 5 2 777 5 0 000 5 1 000 3 5 999 3 0 000 4 1 000 2 4 000 1 9 888 1 2 555

人人均产粮 (k g ))) 基数数 5 3 333 2 5 000 3 9 666 3 0 333 3 0 000 2 2 555 3 3 444 3 1 999 2 2 555

达达达到到 9 7 777 5 5 000 6 1 222 3 9 888 6 0 000 4 7 000 5 2 222 5 0 000 5 6 666

项项 目目 皇 甫 川川

纯纯纯 收 入 (元 )))

99999 0 0簇入< 1 1 0 000 7 0 0 ( 入< 9 0 000 5 0 0簇入< 7 0 000 3 0 0 ( 入< 5 0 000 沃< 3 0 000

丘丘丘陵区区 丘凌区区 丘陵区区 丘陵区区 丘陵区区

条条 数 (条 ))) 111 1 666 l 777 1 000 111

流流域面积 ( k m , ))) 2 9
.

8 000 6 1 5
.

1 888 4 5 0
.

5 999 9 6
.

1 111 7 6
。

1 666

水水土流面积 (k m , ))) 2 9
.

8 000 6 1 4
.

1 888 4 4 5
.

4 999 9 6
.

1 111 7 6
.

1 666

户户 数 (户 ))) 基数数 1 0 999 3 1 1 222 3 9 9 000 8 6 000 4 6 888

达达达到到 1 1 222 3 3 9 444 4 5 4 555 9 1 111 4 9 333

人人 口 (人 ))) 基数数 4 3 666 1 2 7 1 555 1 6 1 2 666 3 3 6 222 1 8 3 000

达达达到到 4 4 666 1 3 5 0 333 1 7 9 9 999 3 5 7 777 1 7 7 111

人人均纯收入 (元 ))) 基数数 3 6 888 1 1 888 1 7 999 7 111 9 888

达达达到到 9 0 666 8 5 555 6 9 666 4 1 222 2 8 777

人人均产粮 ( k g ))) 基数数 4 4 222 3 0 000 3 6 777 4 0 555 2 4 555

达达达到到 7 6 222 6 0 999 5 ( )666 6 0 888 5 9 444

表 2 按 人均纯收入 等指标分类的一期工 程
一

3 1 5 条玉点小流域荃本情况调查统计表

项项 目目 三 川 河 } 定 西 县县

肆肆肆育竹洲万弃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丫
入入入) 1 1 () ())) 7 ( ) ( )若入< 9 ( ) ( ))) 5 () () ( 沃< 7〔) ( ))))) 入< 3忆) ( ))) 5 ( ) () ( 入< 7《) 《))) 3 ( ) ( ,〔 入< 5 ()《)))

丘丘丘陵 区区 丘陵区区 土石山区区 丘陵区区 土石山 [长长长
一
仁
歹咽咽「正蔽

一

医一一
一

下曲羲若一 {{{
丘陵区区

}}}}}}}}}}}}}}}}}}}}}}}}}}}}}}}}}}}}}}}}}}}}}}}}}}}}}}}}}}}}}}}}}}}}}}}}}}}}}}}}}}}}}}}}}}}}}}}}}}}}}}}}}}}}}}}}}}}}}}}}}}}}}}}}}}}}}条条 数 (条 ))) lll lll lll ! 666 2222222 了了 444 4 222

流流域面积 ( k n 1 2
))) 1

.

8 666 2
.

5 222 rrr 2 () 4
.

8 777 3 1
.

6 222 7以 1
.

3汽汽 8 1
.

6 333 { 8 ,
.

7555 吕 8
.

7 ( ))) 1 7 4 3
.

7 ( )))
222222222 5

.

1 ( )))))))))))))))))

水水土流失面积 (k m
Z )))

{
1

.

8 666 2
.

5 222 13
.

5 ( ))) 2〔) ( )
.

2 444 2 4
.

6 ( ) 一一 6
.

】】
.

7 111 6性)
.

1666 一 6 5
.

8 777 8吕
.

7000 1 7 4 3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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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项 目目 三 川 河河 定 西 县县

纯纯纯 收 入 (元 )))

入入入) 1 10 000 7 0 0《 入< 9 0 000 5 0 0提入< 7 0 000 30 0蕊入< 5 0000 入< 3 0000 5 0 () ( 入< 7 0 000 3 00提人< 5 0 000

丘丘丘陵 区区 丘陵区区 卜石山区区 丘陵 区区 巨石山区区 丘陵区区 匡石山区区 丘陵 区区 丘陵区区 丘陵区区

户户 数 (户 ))) 基数数 1 5 333 9 111 30 000 9 6 2 777 15 4000 17 2 5 333 14 4 999 17 4 444 14 0444 2 6 5 8 444

达达达到到 1 8 555 1 2 000 33 000 11 4 8 444 1 7 1 111 2 0 0 5 888 15 3 222 2 0 6 999 15 3222 3 18 8 555

人人 口 (人 ))) 基数数 6 6 666 3 9 444 1 18 000 3 8 1 1 555 6 1 6 777 6 8 3 6 888 5 4 9 111 7 6 5 444 7 9 8 666 1 4 5 2 8 111

达达达到到 7 5 222 4 4 222 1 32 222 4 3 4 6 888 6 4 0222 7 8 4 4 888 5 9 3 444 8 4 7 444 8 6 3 777 1 6 2 3 4 999

平平均纯收入 (元 ))) 荃数数 5 999 1 0 999 14 666

:::::
6 999 5 777 5 444 9 222 7 000 3 111

达达达到到 1 1 0 666 7 4 777 7 7 66666 56 888 4 0 000 3 9 555 2 7444 5 2 000 4 4 000

人人均 产粮 ( k g ))) 基数数 1 3 444 2 6 333 3 2 222 2 9 777 33 444 3 6 444 2 8 222 19 555 2 5 000 1 0 000

达达达到到 1 9 888 3 2 999 6 6 000 5 2 888 4 5 888 4 9 888 4 0 000 4 2 222 4 2 000 4 0000

三
、

差异性分析
〔一 )治理的基础水平及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

将 3 15 条小流域经过 10 年治理后的人均纯收入分为较高 (入) 70 0 元 )
、

中等 ( 3 00 ( 入< 70 0

元 )
、

较低 住< 3 00 元 )三种情况列表比较如下
:

表 3 人均纯收入较高住多 70 。元 )的小流域治理基础情况

理度治程口度人密

治理区

小流域

条 数

(条 )

小流域

面 积

( k m 里 )

水土流失

面 积

( k m
Z

) ( 人 / k m Z
) } ( % ) 翼篡纂戳篇篡

人均纯

收 入

(元 )

O以UQ口曰一b

无定河

皇甫川

三川河

6 4 4
。

9 8

2 9
.

4 8

6 4 3
.

9 8

1 7
。

8 8

1 6
.

5

2 2
.

2

` 2 8
{

“ 0 5

1 7 1 1 2 5 6

6 3 3

4 7 9

1 2 6

1 1 4

nUnb,自月了

6 7 4
-

表 4

4 6 } 6 6 1
.

8 6 ! 2 3 } 1 6
.

8 } 4 3 { 1 3 2 } 2 9 8 } 5 9 1 } 1 2 4

人均纯收入中等水平 ( 3 0 。毛入毛 7 00 元的小流域治理基础情况

西片定四

治治理区区 小流域域 小流域域 水土 流失失 人 口口 治 理理 粮食单产 ( k g /亩 ))) 人均产粮 k( g))) 人均纯纯

条条条 数数 面 积积 面 积积 密 度度 程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收 入入

(((((条 ))) ( k m Z
))) ( k m

Z
))) (人 / k n岛 2

))) ( % ))) 1 9 8 2 年年 1 9 9 2 年年 1 9 8 2 年年 1 9 9 2 年年 (元 )))

无无定河河 1 2 666 7 4 2 8
.

0 999 7 3 6 6
.

6 444 6 000 2 1
.

777 4 222 1 0 222 3 5 000 5 4 999 1 2 333

皇皇甫川川 2 777 5 4 6
.

7 000 5 4 1
.

6 000 3 666 1 5
.

888 5 222 1 1 222 3 7 444 5 2 333 1 6 000

三三川河河 6 111 1 0 1 9
.

5 222 9 3 5
.

7 111 1 1 666 1 7
.

888 8 222 1 7 111 3 3 777 5 0 111 1 0 777

定定 西西 4 666 1 8 3 2
.

4 000 1 8 3 2
.

4 000 8 444 2 1
.

666 2 444 8 777 1 0 888 4 2 999 3 333

四四 片片 2 6 000 1 0 8 2 6
.

7 111 1 0 6 7 6
.

3 666 6 888 2 1
.

111 4 000 1 0 222 2 9 888 5 1 222 1 0 333

表 5 人均纯收入较低 (入< 30 。元 )的小流域治理基础情况

理度治程

( % )

2 2
.

7

是
.

气
1 9

.

8

枯枯
」、

.

甲
. , 、 J , . ,

一
、、 t L召月 , 内 . 奋入

, ,,

根根耳早广广
一

气K g / 田 ))) } 八利产产根 气K g 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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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

表 4
、

表 5 表明
:

以四大片平均水平而言
,

一是从治理的基础来看
,

经过 10 年治理

后
,

人均纯收入较高的流域
,

其治理的基础
,

如起始治理程度
、

粮食单产
、

人均产粮
、

人均纯收入水

平等亦相应较高
,

二是从这些小流域的地域分布情况来看
,

经过 10 年治理后人均纯收入大于

70 0 元的小流域
,

没有无定河和定西县的
,

而无定河和定西县在开展重点治理前
,

相对也是四大

片中自然条件较差
、

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
,

其中定西县素有
“

十年九旱
” 、 “

苦清甲夭下
”

之称
.

可见
,

治理的基础水平
、

恶劣的 自然条件
、

脆弱的生态环境等
,

对造成人均纯收入的高低差别有一

定影响
,

但不是决定因素
。

如定西县的 46 条重点小流域
,

虽然治理前的基础条件最差
,

粮食单产

平均仅为 2 4 k g /亩
,

年人均粮食仅 I O8 k g
,

人均纯收入仅为 3 3 元
,

较其它 治理区均低
.

但经过 10

年治理后
,

其粮食单产提高到 8 7 k g /亩
,

是治理前的 3
.

62 倍
,

年人均粮食 4 2 9 k g
,

增加了 2
.

97 倍
,

人均纯收入 4 44 元
。

通过综合治理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之路
。

(二 )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

治理前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见图 1
。

1 9 8 2年值

1的 2年遭

onùnUn八UJq,JZx

(次à理织映落月书

l 钊
农地

} 2 } 3

林地
口 }
草地

1 2 !
荒地

1
1 2 1 3

非生产地

国一
示 人均纯收入 今700 的情况 ;

回一
示人均纯收入 3 00 令 < 7 00 的情况 ;

回一
示 人均纯收入 入

3< 00 的情况
·

图 1 治理前后的土地利用结构比例变化直方图

由调查结果和图 l 明显看出
,

经过一期工程 10 年的重点治理与开发
,

重点治理 区内基本农

田面积大幅度增加
,

农地
、

荒地 比例下降
,

林地 (尤其是经济林 )
、

草地 比例上 升
,

使土地资源得到

或正在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
、

同时还可以看出
,

经过 10 年治理后
,

平均人均纯收入越高的流域
,

在保证其基本农 田面积
、

稳定粮食生产的前提下
,

其农地在总土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越小
,

而林
、

草面积所占的比重则越大
。

可 见
,

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与否
,

是引起小流域人均纯收入差别的主

要原因之一
。

1
.

大力建设基本农田
,

是干旱贫痔
、

水土流失严重地区脱贫致富的突破 口
。

随着基本农田面

积的增加
,

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

较好地解决了吃饭问题
,

是解决温饱
、

奔小康的基础
。

对

无定河流域调查的 153 条重点小流域
,

10 年新增基本农田 123
.

70 万亩
,

累计达到 1 94
.

30 万亩
,

使基本农田面积在总治理面积 中的 比例上升到 21
.

7 %
.

人均基本农田数量 由 1 9 8 2 年的 1
.

43 亩

增加到 1 9 9 2 年的 3
.

38 亩 ; 皇甫 川流域所调查的 45 条重点小流域
,

10 年新增基本农田面积 7
.

15

万亩
,

累计达到 9
.

75 万亩
,

使人均基本农田由 1 9 8 2 年的 。
.

80 亩增加到 19 9 2 年底的 2
.

74 亩
; 三

川河流域 71 条重点小流域
,

基 本农 田的 人均 占有 量由 1 9 8 2 年的 1
.

02 亩增加到 1 9 9 2 年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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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9 亩
;
定西县 46 条重点小流域

,

人均基本农田面积由 19 8 2 年的 2
.

24 亩增加到 19 9 2 年底的

4
.

2 5 亩
。

大面积基本农田面积的增加
,

在农业开发史上是一个质的飞跃
.

较好地解决了吃饭问

题
,

实现了粮食 自给有余
,

激发了群众投入小流域综合治理 的积极性
。

如三川河中阳县的洪水沟

流域
,

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起步
,

推进重点治理
,

共新建高标准坝地
、

水平梯田 7 2 48 亩
,

人均

达到 2
.

9 亩
.

粮食总产由治理前 10 年平均 10 万 k g 增加到近 10 年的 14 万 k g
,

人均粮食稳定在

5。。 k g 以上
.

流域上游的天洼村 1 9 8 2 年起
,

苦战 3 年
,

建成了 7 80 亩高标准机修梯田
,

人均达到

3
.

2 亩
,

使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度增长
,

1 9 8 8 年达到人均 8 0 0k g
,

1 9 8 9 年
、

19 90 年两年超过了 1 0 00

k g
,

即使在特大干早的 1 9 9 1 年
、

1 9 9 2 年两年
,

人均粮食也在 5 0 k0 g
。

定西县 10 年来
,

把梯田建设

作为控制水土流失
、

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的主要基础工作来抓
,

在定西县
,

凡梯田建设搞得好

的小流域
,

群众均较快地脱贫致富
。

如花岔小流域
,

基本农 田面积由 1 9 8 2 年的 12 4 86 亩增 加到

1 9 9 2 年的 3 3 4 7 3 亩
,

10 年新增水平梯 田 20 4 59 亩
、

坝地 2 69 亩
、

小片水地 2 59 亩
。

人均基本农田

由 19 8 2 年的 2
.

3 8 亩增加到 19 5 : 年的 5
.

5 8 亩
,

人均产粮 由 1 1 5 k g 增加到 5 9 9k g
,

人均纯收入由

3 5 元增加到 4 98 元
,

为小流域内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2
.

大抓林草植被建设
,

尤其是经济林果建设
,

是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推动力
。

截止 1 9 9 2 年

底 31 5 条重点 小流域共新增林草 7 52
.

57 万亩
,

占总土地面积的 40
.

6 % ; 经 济林面积增加 了

37
.

13 万亩
,

在人 口增加 1 1
.

78 万人的情况下
,

人均经济林果的占有量 由 1 9 8 2 年的 0
.

1 亩增加

到了 1 9 9 2 年 0
.

4 亩
。

如三川河流域中阳县的沈家赤小流域
,

在治理中栽植经济林 3 45 亩
,

人均一

亩多
.

1 9 8 8 年以来
,

水果产量一直在 15 万 k g 以上
,

人均果品经济收入连年稳定在 9 00 元以上
,

成为靠经济林发展致富奔小康的典型
。

皇甫川流域的府谷 县把海红果栽植作为发展府谷经济的

一项拳头产业
,

10 年治理中 8 条重点小流域新增海红果面积 1
.

44 万亩
,

累计户均达到 8
.

7 亩
。

其 中三格尔架小流域人均果树达 1 95 株
,

1 98 6 年起平均年产鲜果 35 万 k g
,

收入 21 万元
,

仅花果

树一项人均收入达到了 52 2 元
。

无定河流域根据光热条件好
、

适宜发展苹果等经济林果的优势
,

在重点小流域内鼓励群众发展以庭院经济为主的经济林果
,

10 年来
,

共发展经济林 33
.

02 万亩
,

人均经济林果面积由 0
.

12 亩增加到 0
.

55 亩
,

以苹果
、

红枣
、

山杏
、

梨
、

葡萄等为主的经济果园正

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摇钱树
。

如乌审旗纳林河流域水清湾村农民谷飞鹏
,

从 1 9 8 6 年起陆续发展

庭院果园 8 亩
,

1 9 9 2 年苹果
,

育苗等几项产值达 3 万多元
,

使人均纯收入达到 1 6 00 元
,

率先奔向

了小康
。

类似这样人均年纯收入超过 1 100 元达到小康生活水准的农户
,

在重点治理区内虽然为

数还不是很多
,

但具有很强的示范促进作用
。

(三 )产业结构的影响

重点治理前后产业结构 比例变化情况见图 2
。

从 图 2 看出
,

10 年重点治理
,

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逐步改善
,

流域内单一粮食生产
、

低层次

平面垦殖的传统农业格局被打破
.

治理 区内农业比重下降
,

林业
、

副业和加工业等其它各业产值

比重上升
,

而且经过 10 年治理后
,

平均 人均纯收入越高的流域
,

其农业产值在总产值中所 占的比

例越低
,

与之相应林业 (尤其是经济林果业 )
、

牧业和工副业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则越高
。

可见
,

产业结构的 合理与否
,

也是造成 小流域人均纯收入差别的一个主要因素
。

经过 10 年的重点治理
一

与开发
.

这次调查的 3 15 条重点小流域
,

农
、

林
、

牧
、

副
、

其它各业产值

比例已 由 1 9 8 2 年的 l :
0

.

28
: 。

.

2 9 :
0

.

1斗 : 。
.

05 调整为 l : 0
.

53
: 0

.

34
: 0

.

30
: 0

.

12
,

水土流

失重点治理区 已由单一的粮食生产向农林牧
、

科
:

养加多元化的产业方向发展
,

各具特色的小流域

支柱产业初步形成
.

成为奔小康的希望所在
。

_

无定河流域在基本农田达到 2
.

5一 3 亩的乡村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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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一

农业

国一
示人均纯收入

3 1 1 1 1 2 ! 3 1
林业

入) 70 0 元的情况
.

巅 其它

回一
示人均纯收入

回一
示人均纯收入 3。。

令 < 7 00 元的情况
;

入< 30 0 元的情况
.

图 2 重点治理前后不同纯收 入状况下的产业结构比例变化情况对比图

大力开展多种经营
,

种植烤烟
、

蓖麻
、

油葵
、

芝麻
、

药材等经济价值高的作物
。

10 年间
,

全流域各市

县油料作物面积增加了 1
.

4 倍
,

产量增加了 4
.

8 倍
.

随着多种经营的开展
,

一大批交通方便
、

有电

力供应条件的农村
,

以农副产品为主的加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 1 9 9 2 年与 1 9 8 2 年相 比

,

无定河重

点治理区加工业总产值增加了 3 倍
。

在定边
、

靖边
、

米脂
、

榆林等县市都办起了县
、

乡
、

村多层次粉

条
、

饮料
、

果脯
、

奶粉
、

罐头等加工业
,

群众收入大幅度增加
,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三川河的柳林县

以红枣基地为依托
,

创办红枣加工企业 n 个
,

形成红枣加工系列产品 8 种
,

年产值 2 0 00 万元
,

每年可使 5 o oo t干鲜枣得到加工
,

增加经济收入
。

该县长峪村农民张振珠
,

1 9 8 3 年承包本村一条

30 0 亩的小流域
,

先后投工 5 00 0 余个
,

投资 1
.

5 万元
,

造林 1 60 亩
,

建果园 60 亩
,

机修梯 田 5 亩
,

筑小坝一座
,

开发养鱼水面 50 亩
,

取得 了显著经济效益
,

从 1 9 8 7 年起
,

小流域年经济收入不下 5

00 0 元
,

1 9 90 年以来
,

连年突破万元
。

6 年累计实现纯收入 4
.

5 万元
,

人均年纯收入到 1 7 00 元
。

皇

甫川流域的府谷县利用海红果资源的优势
,

大力发展以果品加工为主的加工企业
,

全 县办起 了国

有
、

集体
、

个体加工业 21 个
,

生产果干
、

果丹皮
、

罐头
、

饮料
、

果脯等
,

使群众的生活水平明显得到

提高
。

定西县利用全县有多年生牧草面积 94
.

7 万亩
、

人均 2
.

57 亩的优势
,

适度发展养殖业
。

截

止 19 9 2 年底
,

已建立商 品羊基地 17 个
,

商品牛基地 6 个
,

全县 有大家畜 n
.

96 万头
,

猪 16
.

54

头
,

羊 21
.

0 5 万只
,

鸡 61
.

59 万 只
,

较 19 8 2 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

所有这些
,

既调动了农民群众进

行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积极性
,

又为增加经济收入
、

脱贫致富
,

最终达到小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四 )其它因素的影响

人均纯收入的高低除了与上述因素有关外
,

还与治理期间投入
、

科学技术水平
、

治理 区群众

的积极性
、

领导的重视程度等诸多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

在此不再一一详述
。

总之
,

黄河流域四大片经过一期工程的 10 年治理
,

取得了很大成效
.

使治理区群众在奔小康

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

但要实现本世纪末平均 人均纯收入达到 1 1 00 元的小康目标
,

今后的任

务仍很艰巨
。

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

深化改革
,

正确处理好治理与开发的关 系
,

充分调动群众的积

极性
,

以加快水土流失区的治理速度和群众奔小康的进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