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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游重点水土流失区综合治理成效显著

贾 泽 祥

(黄委会黄河上中游管理 局
·

西安市
·
7 1。。 4 3)

摘 要 黄河中游 四大片水土流失 区
,

自然条件恶劣
,

生 态环境脆弱
,

气候干旱
,

水土流失严

重
,

人民生活贫困
,

经济不发达
,

严重地制 约了该地 区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腾 飞
。

经过 10 年综

合治理
,

狠抓农 田基本建设和 种树种草
,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

改善基础设施
,

发展商品经济
,

治

理成效十分显著
,

水土保持效益及经济效益明显
.

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

关键词 水土 流失 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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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 i d e lim a t e , 5 0 11 a n d w a t e r 10 5 5 ,

P o o r l if e o f t h e p 〔 a s a l i t s a n d u n -

d e v e lo p e d e e o n o m y
.

A
s a r e s u lt o f e o m p

r e h e n s iv e h a r n e s s f o r 1 0 y e a r s ,
t h e b e n e f i t s 15 v e r y n o t a b l e

b y
v i g o r o u s l y p r o m o t e t h e f o u xl d i t io n a l e o n s t r u e t io n o f f i e ld

,

p la n t i n g t r e e s a n d s e e d i n g g r a s s
.

r e g u -

la t in g t h e s t r u e t u r e o f l a n d u n t i l a z a t i o n ,

im p
r o v i n g f u n d i t i o n a l i n s t a l l a t io n a n d d e v e l o p p i n g e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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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o i t y e e o n o m y
.

T h e b e n e f it s o f 5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t io n a n d e e o n o m y 15 n o t a b l e
, a n d t h e li v i

l i g

s t a n d a r d o f P e a n s a n t s 15 o b v i o u s l y r a is e d
.

K e y w o r d s 5 0 11 a n d w a t e r 10 5 5 ; e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h a r n e s s

黄河中游分布有四片国家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
。

这四 片是无定河
、

三川河
、

皇甫川和甘肃省

的定西县
。

对四 片实施重点治理
,

是经 1 9 8 2 年召开的全 国第四次水土保持会议研究并报请国务

院批准确定的
。

四片重点治理 区一期工程
,

从 1 9 8 3 年开始
.

到 1 9 9 2 年全部竣工
.

共经历了 10 年时间
。

10 年

重点治理
,

不仅在防治水土流失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
,

在振兴 当地农村经济方面
,

也发挥 了巨大

作用
。

国家验收一期工程的结论是
:

10 年治理
,

山乡巨变
。

1 重点治理前的经济状况

四片共同的特点是
:

干旱
,

水土流失严重
.

经济不发达
,

人民生活贫困
。

无定河
、

三川河
、

皇甫

Jll
,

都 在黄 河 中游 多 沙 粗 沙 区 内
.

侵 蚀 模 数 为 0
.

5 一 1
.

5 万 t (/ k m
Z · a )

,

最 高达 5
.

35 万

收稿 日期
: 1 9 9 5一 0 3一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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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km
之 · a )

,

多年平均输沙量达 3
.

07 亿 t
,

占黄河年输沙总量 16 亿 t 的 1 9
.

2%
。

定西县侵蚀模数

5 1 1 5t / km
“ ,

虽非极强度侵蚀区
,

但系干旱多灾区
,

素有
“

十年九旱
” 、 “

苦 甲夭下
”
之称

。

四片重点

治理一期工程涉及陕西
、

山西
、

甘肃
、

内蒙古 4 省 (区 )的 5 个地 (盟 )
、

19 个县 (旗 )
,

1 9 8 2 年总人 口

81
.

02 万人
,

劳力 30
.

13 万个
,

人 口密度为 “ 人 k/ m
, 。

当时
,

人均产粮只有 2 9 8 k g
,

人均纯收入仅

为 1 01 元
,

是全国有名的集中贫困区
,

区内所有的县
、

旗均属国家或省区重点扶持的贫困县
。

干旱多灾和剧烈的水土流失
,

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

重点治理前
,

农业生产基础脆弱
,

经

济结构 比例失调
,

生产经营效益低下
,

经济
,

发展速度非常缓慢
,

商品生产尚未受到重视
。

突出表现

在生产建设和环境治理上
,

有三个方面
:

一是土地利用不合理
,

开发利用程度低
。

一期工程总土地

面积 12 3 68 k m
z ,

其中
:

耕地面积 4 08 5 k m
` ,

占总面积的 33
.

。% ;
林地 1 60 0 km

之 ,

占总面积 的

12
.

9% ; 人工草地 2 90 k m
Z ,

占总面积 的 2
.

4 % ; 荒地 5 0 97 k m
Z ,

占总面积的 41
.

2 % ; 非生 产地

1 2 9 k6 耐
,

占总面积的 10
.

5 %
,

土地利用率仅有 48
.

3% ;二是产业结构单一
,

土地产出率低
。

由于

干旱和水土流失严重
,

致使林草成活率低
、

保存率低
、

生长量低
,

制约了林牧业的发 展
。

从农村产

值结构看
,

种植业产值占到总产值的 56
.

6%
,

林牧业产值仅占 32
.

3%
,

工副业产值比重更小
,

只

占 n
.

1%
。

平均每 hl m
Z

产值仅有 1 57
.

5 元
,

商品转化率几乎等于零
; 三是水土流失治理程度低

,

农业生产条件差
,

粮食生产低而不稳
。

一期工程区原治理程度为 2 0
.

6%
,

有的小流域不到 10 %
。

全 区林草覆盖率为 15
.

3 %
。

在 4 0 85 k m
,

耕地中
,

坡耕地占 76 %
,

人均基本农田 只有 0
.

12 hm
“ ,

正常年景粮食平均单产不到 1 00 k g
,

一遇旱灾大幅度减产
,

甚至颗粒无收
。

2 重点治理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重点治理
,

山乡巨变
。

四 片一期工程到 1 9 9 2 年底
,

共完成综合治理面积 n 6 40 k m
“ ,

治理程

度增加 32
.

2%
,

累计达到 51
.

8%
。

四片中实施一期重点治理 的 31 5 条重点小流域
,

完成治理面积

6 s n k m
’ ,

连前累计达到 9 67 5 k耐
,

平均治理程度达到 74 %以上
。

随着治理程度的大幅度提高
,

水土流失相应减轻
、

生态环境开始向良性转化
,

各业生产显著增长
,

群众生 活明显改善
。

据一期工

程验收成果统计
,

四片每年减少入黄泥沙 0
.

64 亿 t
,

减沙率在 50 写以上
,

其中有 80 %的重点治理

小流域达到 70 %以上
。

已有 22
.

16 万户农民摆脱了贫困
,

脱贫率增至 91 %
,

其中三川河
、

无定河

高达 97 %
,

部分农户的生活水平已达到小康标准
。

四片重点治理一期工程能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取得如此成就
,

主要是在 10 年实施中逐步完

成了由防护型治理向开发型治理的转变
,

把重点治理引入了以效益为中心的发展轨道
,

实行治理

与开发相结合
,

并注意狠抓与当地发展经济
.

特别是与发展商品经济最密切
、

最直接的项目
,

从而

取得了显著成效
。

2
.

1 以基本农田建设为突破 口
,

改善生产条件
,

提高了粮食产 t
,

解决了吃饭问题

坚持不懈地建设基本农田
,

对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具有重大的作用
。

10 年来
,

一期工程 区内新

增基本农 田 n
.

17 h m
Z ,

年均以 1
.

12 万 h m
,

速度递增
,

使这些地区在人 口增长 1 7
.

3%
。
的情况下

,

人均基本农田 由原来的 0
.

12 h m
Z

提高到 。
.

19 h m
, 。

基本农 田粮食年产量占到粮食总产的 80 %

以上
,

成为当地农业生产抗灾增收的强大支柱
。

10 年来
,

尽管四片农田面积下降了 1 9
.

4%
,

但粮

食 产量仍然翻番
。

人均粮食 由 1 9 8 2年的 29 8 k g 增加到 70 3 k g
,

增长了 1
.

4倍
。

甘肃省定西县以

每年 3 3 33
.

3 h m
,

的速度兴修基本农 田
,

使人均基本农 田由 1 9 8 2 年的 0
.

14 h m
,

增加到 1 9 9 2 年

的 。
`

2 5 h m
Z 。

1 9 8 2 年全县受旱土地面积 2
.

4 7 万余 h m
Z ,

粮食总产为 4 5 2 6 万 k g
,

2 9 9 2 年受旱面

积近 2 万 h m
Z ,

而粮食总产依然增至 n 59 9 k g
,

较 1 9 8 2 年翻一番还多
,

实现了大旱无大灾
,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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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旱作基本农 田的抗灾保收功能
。

三川河流域中阳县洪水沟流域以高标准基本农田起步推进重

点治理
,

共新建高标准沟坝地
、

水平梯田 4 83
.

Z h时
,

人均达到 0
.

19 h m
Z ,

粮食总产由治理前 10

年平均 10 万 k g 增长为近年的 14 万 k g
,

人均粮食稳定到 50 0 k g 以上
。

洪水沟上游的天洼村
,

从

1 9 8 2 年起
,

苦战 3 年
,

建成了 52 hm
Z

高标准机修梯 田
,

人均达到 。
.

21 h m
, ,

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度

增长
,

1 9 8 8 年达到人均 8 0 0 k g
,

1 9 8 9 年
、

1 9 9 0 年人均超
“

吨粮
” ,

即使在特大干旱的 19 9 1年
、

1 9 9 2

年两年人均也未下千斤
。

自然条件异常严酷的皇甫川流域
,

由于大力发展以沟坝地
、

小片水地为

主的基本农田
,

使本地农 田水肥条件改善
,

过去不能
“
安家

”

的小麦
、

水稻
、

大白菜等一系列高产细

粮作物 已经试种成功
,

单产分别达到 3 25 k g
,

2 00 k g 和 5 0 00 k g
。

陕西省横山县从 1 9 8 8 年开始
,

发动群众
,

集资入股
,

在无定河沿岸
,

利用滩涂水面围河造 田
,

建立水稻生产基地
。

全县先后引水

拉沙筑河堤 67 km
,

移动土方 4 44 万 m
, ,

造地 0
.

1” 万 h m
, ,

新增稻谷 2 5 10 万 k g
,

使无定河沿岸

7 8 0 0户贫困农户脱贫
,

占沿河村贫困户的 89
.

2%
。

2
.

2 大抓林草植被建设
,

调整土地利用结构
,

实现农
、

林
、

牧
、

副各业全面协调发展

四大片坚持 10 年大抓林草植被建设
,

打破了长期以来广种薄收低层次平面垦殖的传统农业

格局
,

实现了水土资源多元化开发利用
,

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

到 1 9 9 2 年底
,

一期工

程重点治理的 3巧 条小流域共新增林草 50
.

17 万 h m
, ,

占总土地面积的 40
.

6%
,

为退耕陡坡耕地

还林还草创造了条件
,

使农业用地 比例降至 25
.

9%
。

同时
,

还在 4 5 0 0 k耐 的荒山荒坡上布设了

林草措施
,

土地利用率相应提高到 80 %以上
。

农
、

林
、

牧
、

荒用地比例 已由 1 : 0
.

41
: 0

.

07
: 1

.

21

调整为 1 , 1
·

70
, 。

.

34
:

0
.

29
。

由于林草资源的增加
,

带动了畜牧业
、

工副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

展示了水土流失地区由单一的粮食生产向农
、

林
、

牧
、

种
、

养
、

加
,

多元化产业发展的广 阔前景
。

如

准格尔旗 10 年重点治理期 间
,

大面积种植沙打旺
、

首蓓
、

草木挥等优良牧草
,

加上乔 灌枝叶及封

育草坡
,

产草量大幅度增长
。

据样方调查
,

草地产量由治理前的 2 7 9 o k g h/ m
Z ,

增加到 6 o 4 5 k g /

h m
Z ;
灌木林产草量 由 1 7 8 5 k g / hm

Z

增加到 4 7 o o k g / h m
, 。

猪
、

羊
、

兔等的出栏率提高到 3 0% ~

3 5%
。

牧业总产值也增加到 1 47 1 万元
,

纯增长 1 4
.

5%
。

定西县多年生牧草已有 6
.

31 万 hm
Z ,

人

均达 。
.

1 h7 m
, 。

该县以此为饲料来源
,

适度发展养殖业
。

目前
,

全县拥有大家畜 1 1
.

7 万头
,

羊 20

万只
,

猪 16
.

1 万头
,

鸡 5 3
.

3 万 只
,

1 9 9 2 年发展的商品牛
、

羊
、

猪分别是 1 9 8 2 年的 85 倍
、

8 倍和 4

倍
,

产值达到 8 2 12 万元
。

土地利用率提高 了 29
.

4%
,

土地产出率也提高了近 2倍
。

商品率 1 9 8 2

年基本没有
,

1 9 9 2 年达到 13
.

85 %
。

三川河流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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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0t 干鲜枣得到加工增值
。

无

定河流域的绥德
、

米脂
、

子长
、

吴旗等县
,

对重点小流域定向投资
,

鼓励种草养畜
。

现在四 片农业总

产值由 1 9 8 2年的 2
.

35 亿元提高到 7
.

39 亿元
,

增长 2 倍多
。

人均产值由 1 9 8 2 年的 2“ 元增加到

7 1 0 元
,

增长了 1
.

7 倍
。

2
.

3 优先实施短平快治理开发项 目
,

发展商品生产
,

增加群众收人

实施一期工程的中后期
,

小流域经济建设 日益受到重视
,

各地突出了开发性治理
,

形成了各

具特色的支柱产业和具有竞争力及价格优势的拳头产品
。

优质果品生产
、

优 良树种育苗
、

地埂开

发利用和庭院经济等见效快
、

收益好的开发项 目得到迅速发展
,

增加了群众现金收入
。

据验收资

料统计
,

3巧 条小流域已达基本治理
,

平均农民人均纯收入 由 1 9 8 2 年 1 01 元增到 1 9 9 2 年的 41 3

元
,

少数人均纯收入过千元
,

成为当地致富奔小康的样板
。

三川河流域四县按照农业 区域经济开

发总体要求
,

提出了
“

抓住经济林大上
”

的指导方针
,

在小流域综合治理中
,

因地制宜
,

集中发展 了

以红枣
、

核桃
、

水果为主的经济林 1
.

75 万 h m
, ,

为治理前 30 多年发展总和的 5 倍
。

全流域建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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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连片千亩 以上的经济林 4 个 ; 3 3
.

3 5 ~ 6 6
.

6 6 hm
2

的经济林 14 个
,

6
.

6 6 ~ 3 3
.

3 3 h m
,

的经济林

1 00 多个
。

全流域农业人 口 人均经济林面积达到 0
.

06 hm
, ,

71 条重点小流域人均达到 0
.

09 hm
, ,

初步形成 了沿河红枣林带
、

中西部黄土丘陵区水果林带和东部山区核桃林带等干鲜果品生产基

地
。

虽然 目前 只有 0
.

66 万 h m
Z

进入收益期
,

但干鲜果品产量较前 10 年增长了 9 倍
,

农民人均纯

收入达到 33 9 元
,

为重点治理前的 5倍
。

在无定河两岸的川台地上
,

发展商品苗圃基地
,

是当地群

众易于接受的致富门路
。

地处无定河下游的绥德县崔家湾镇
,

从 1 9 8 3 年开始
,

大 力进行果苗生

产
,

每年出圃近 1 0 00 万株果苗
,

群众收入上千万元
。

1 9 8。 年沿河 10 个村群众收入不到 1 00 元
,

现在 10 个村 5 0 00 多农民家家有存款
,

户户有龟视机
,

超过 10 万元的农户有 31 户
,

有一个村家

家都是万元户
。

柳林县农 民在占耕地面积 20 %的软地埂上
,

通过林
、

果
、

菜
、

草的立体配置
,

兴起

了
“

地埂经济
” 。

该县薛家源村
,

通过开发地埂紫花首楷发展养兔
,

3 年出售商品兔 2
.

7 万只
,

实现

纯收入 27 万元
。

该县长峪村农 民张振珠
,

下功夫全面开发利用水土资源
,

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
。

19 8 3年张振珠承包本村一条 20 hm
,

的小流域
,

5 年治理程度达 85
.

5 %
。

他先 后投工 5 0 00 余个
,

投资 1
.

5 万元
,

造林 10
.

6 h6 m
2 ,

建果园 h4 m
Z ,

机 修梯 田 。
.

33 h m
, ,

筑小坝 1 座
,

开发养 鱼水面

3
.

33 h澎
。

1 9 8 7 年起
,

小流域年经济收入不下 5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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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均年纯收入达到 1 7 00 元
。

类似这样的年纯收入过万元
,

达到小康生活水

准的农户
,

在重点治理区内为数不多
.

但具有很强的示范导向作用
。

庭院经济也有很大发展
。

许多农户在院落
、

宅旁建设的小果园
,

成为增加收入的
“
摇钱树

” 。

内

蒙古乌审旗重点治理区内庭院经济使 人均纯收入达到 1 6 00 元
,

准格尔旗仅小果园一项使人均

纯收入达到 1 7 00 元
。

2
.

4 注意修建田间道路和小型水保蓄水工程
,

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

四片中的丘陵山区
,

山高坡陡
.

沟壑纵横
,

干旱缺水
,

交通不便
,

人畜饮水困难
。

10 年治理
,

这

里的农民利用国家补助
,

加上 自已投劳投工
,

筹集资金
,

修建乡
、

村公路
,

田间道路
,

兴 建小型蓄水

工程和架设农用线路
,

有效地改善了交通
、

农电
、

人畜饮水等基础设施状况
。

三川河流域 10 年 累

计建设乡村公路和 田间道路 6 4 o k m
,

大大便利了群众
。

甘肃省定西县在重点治理期间
,

打水窖

2
.

36 万眼
,

修淤地坝 13 座
,

小型库坝 34 座
,

总库容 180 万 m
, ,

解决了 7
.

52 万 人的饮水 问题
,

使

全县缺水人口由治理前的 1 5
.

14 万人
,

减至目前的 7
.

62 万人
。

同时
,

新修县
、

乡公路 4 8 0 k m 、
架设

1 k0 v 农电线路 79 k3 m
,

80 %以上的山村
,

70 % 以上的农户通了电
。

境内变化尤为显著的是位于

县城北部的花岔小流域
。

他们在短短的 10 年里实现了三通
,

即 电通
、

道路通
、

广播通
。

该流域内

共架设农电线路 2 k0 m
,

低压供 电线路 8k0 m
,

户户通了电
,

解决了群众照明问题
。

同时
,

修建国家

四级公路 19 k m
,

乡村道路 4 k0 m
,

村社公路 50 k m
,

实现了村村通汽车
,

社社有公路
。

现在小流域

内有 95 %的农户架通了有线广播
,

能够随时听到国家政策和致富信息
,

村风村貌焕然一新
。

四片重点治理区一期工程在振兴当地农村经济方面的巨大作用
,

进一步说 明了水土保持是

山区生产的生命线这一正确论断
,

特别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

更具有现实意义
。

水土

保持重点治理借助于国家专项资金扶持
,

可以实施大范围的集中综合治理和经济开发
,

能够加快

山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

加快当地群众解决温饱和奔小康的步伐
。

重点治理在振兴当地农村经

济方面的巨大成就
,

具有强烈的示范和导向作用
,

可以强有 力的推动广大面上治理开发
,

有利于

加速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
。

一期工程在这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
,

为搞好二期工程创造

了有利条件
。

只要坚持治理开发紧密结合
,

在综合治理中突出开发
,

注重效益
,

搞好经营
,

二期工

程一定能在发展农村经济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