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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域综合治理是浅山区

治穷致富的必由之路

王 维 岳

(青海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
·

西宁市
·

81 0 0 0 1)

摘 要 青海省东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中的浅山地区
,

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
,

导致生态失

调
,

农业生产滞后
,

粮食产量低而不稳
,

经济发展缓慢
,

人 民生活贫困
。

实践证明
,

山
、

水
、

田
、

林
、

草
、

路综合治理
,

是防止水土流失行之有效的措施
,

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
,

是彻底改变山区落后

面貌
,

增产增收
,

治穷致富的必由之路
。

关健词 贫 困地区 综合治理 治穷致富 浅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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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东部 14 个县 (市 )
,

系西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第四副区
,

区内浅 山千沟万壑
,

植被

稀少
,

地形破碎
,

水土流失严重
,

灾害频繁
,

干旱缺水
,

地瘦人穷
,

粮食产量低
,

经济收入不高
,

至

今有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未解决
,

成为当前青海省各级党政领导和有关业务部门面临的一

项紧迫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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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浅山贫困的根源

青海 省浅 山海拔 2 0 0 0 一 2 s o o m
,

总面积 12 4 46
.

8 k m
, ,

水土流失占 98
.

9 %
。

浅山耕地面积

有 22
.

46 万 h m
二 ,

约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 40 %以上
,

而粮食产量仅占全省粮食总产的 l / 3
。

全省

有 86 个贫困乡
,

其中 67 个集中在这一地 区
。

到 1 9 9 4年
,

全省农牧民还有 1 19 万人温饱问题未解

决
.

其中浅山地 区占一半以上
。

虽然浅山地区贫困的因素很多
,

但是
,

根源就在于严重的水土流

失
。

坡度是水土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
,

从这个角度上看
,

浅山地面坡度小于 o5 的
,

占 7% ; o5 ~ 1 5
。

占 2 8 乡石; 15
。

一 2 5
“

占 3 3旦石; 2 5
“

一 3 5
。

占 2 4% ; 3 5
。

以上占 8%
。

沟谷呈
“ V ”

字形
,

沟壑密度 2 ~ 4 k m /

k m
, 。

在这样 的地形条件下
,

暴雨冲刷容易引起水旱灾 害
,

松软的坡耕地就会流失水土
。

据测

定
.

坡耕地每年每 h m
“

流失地表径流 4 50 m
, ,

冲走表土 3t
,

损失 N
、

P
、

K 肥 35 t
,

相当于年施化肥

的总量
,

土壤有机质下降到 1%
,

土壤痔薄
,

每年全省受旱面积 13
.

3万 h m ’
左右

,

粮食产量低而

不稳
,

正常年景 每 h m
:

产量 1 1 2 5 k g
,

大旱之年产量锐减
,

局部地方遭受冰雹
,

有的甚至颗粒无

收
,

全省每年洪灾经济损失 1亿元以上
。

显而易见
,

水土流失是浅山地区群众贫困的主要根源
,

也是制约全省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
。

2 治理浅山的有效措施

青海省在治理干旱浅山过程中
,

曾走过一段弯路
。

50 至 60 年代
,

无论是荒坡上挖鱼鳞坑
、

水

平沟 (阶 )造林种草
,

或是坡耕地修梯田
,

由于治理方法不科学
,

各行其事
,

东一榔头
,

西一棒
,

零

敲碎打
,

单一治理
,

成效不大 ; 治理沟壑
,

只顾支沟中部或沟口处打坝
,

修谷坊或小水库
,

通往田

间方便
,

而忽视小支毛沟上部和两岸山坡上治理
,

违背了
“

水是一条龙
,

从高往下行
,

治下不治

上
,

万事一场空
”
这一 自然规律

,

结果被洪水一冲光
,

劳民伤财
。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

长岭沟水

保试验场通过试验表明
,

在拦蓄地表径流和泥沙指标上
,

坡改梯 田分别为 89
.

2%
、

96 % ;
造林为

40
.

8%
、

6 6
.

2% ;种草为 47
.

2%
、

77
.

7%
。

治理度“
.

85 %的互助县西山小流域
,

削减洪峰和减少

土壤侵蚀模数
,

分别为 50 %和 45
.

5 %
。

80 年代以来
,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和户包小流域治理政策的推行
,

以小流域为

单元
,

统一规划
,

自上而下
,

先毛沟后支沟
,

进行山
、

水
、

田
、

林
、

草
、

路综合治理
,

农林牧副全面发

展
,

取得显著成效
。

1 9 7 8~ 19 8 9年
,

青海省达标验收的西山
、

上细沟
、

小阴坡沟等 89 条小流域
,

包

括 14 个县
、

67 个 乡
、

3 31 个村
。

5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813
.

k3 m
, ,

治理度达 69 %
,

其中修旱梯 田

1
.

1 7 3万 h m
Z ,

小片水地 0
.

4 2万 h m
’ ,

成片造林 3
.

7 7万 h m
, ,

种草 2万 hm
, 。

此外
,

还修建涝池 2 4 3

座
,

谷坊 5 5 3 1座
,

小型渠道 3 1 0条
、

长 4 8 4
.

8 k m
,

田间道路 4 7 5条
、

长 1 0 1 9
.

6k m
,

人畜饮水管道

1 4 3条
、

长 3 73
.

7k m
。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

土地利用率由 41
.

76 %
.

提高到 89
.

巧 %
,

农林牧副和

其它收入
,

在整个收入中的 比例
,

分别由原来 69 %
、

2
.

3%
、

6
.

5%
、

13
.

5%
、

3
.

7%
,

调整到 51 %
、

5
.

5%
、

10 %
、

2 4
.

5%
、

7%
。

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的改善
,

使粮食总产由治理前 6 56 8万 k g
,

到治

理末达到 1 1 5 0 5万 k g
,

净增 7 5%
。

人均产粮由2 7 6 k g 增加到 4 5 7k g
。

总收入由 3 8 7 0
.

8万元
,

增加

到 10 7 97
.

1万元
,

人均收入由 1 93
.

7元增加到 4 5 6
.

5元
。

治理后的不少乡村
,

基本上解决了吃粮
、

烧 柴
、

饲料
、

饮水
、

交通
“
五难

”
问题

。

由此可见
,

水土保持小流域综 合治理
,

是控制浅 山水土流

失
,

改善生 态环境和生产条件
,

增产增收行之有效的措施
。

3 解决山区贫困的出路

无论是在青海省的浅山地区
,

还是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等其它地方的干旱山区
,

为使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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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摆脱贫困
,

50 一 60 年代曾作过不少尝试
,

都没抓到点子上
。

实践证明
,

单一粮食生产
,

其它

各业就得不到发展
,

就谈不上增产增收
;重副轻农

,

等于
“
抓了芝麻

,

丢了西瓜
” ,

得不偿失
; 花钱

靠救济
,

吃粮靠回销
,

生产靠贷款
”

等
、

靠
、

要办法
,

在某种特殊情况下
,

固然可以解决燃眉之急
,

也是完全必要的
。

但是
,

毕竟是
“

权宜之计
”

进行
“

输血
” ,

时光 已过
,

山河依旧
,

而不是 扶贫
“

造

血
”

的长远根本办法
。

经过多年探索和正反两方面经验
,

认识到要把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
,

挖掉

穷根
。

其正本清源办法
,

就是要发杨
“

自力更生为主
,

国家支援为辅
”

的精神
,

在国家
、

地方有限

资助下
,

动员和组织群众
,

多渠道集资投劳
,

以小流域为单元
,

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结合
,

沟坡

兼治
,

集中连片
,

山
、

水
、

田
、

林
、

草
、

路综合治理
,

大搞水土保持
,

强化农业基础
。

只有这样
,

才能

发挥整体防护作用
,

分散地表径流
,

就地拦蓄雨水
,

防止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
,

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

到本世纪末
,

实现脱贫致富第二战略 目标
。

山东省平 邑县北王庄
、

河南省洛

宁县沪池沟
、

青海省民和县柴沟等许多省县乡村的实例充分说明
,

他们所以在较短时间内面貌

大变
,

粮丰林茂
,

六畜兴旺
,

增产增收
,

脱贫致富奔小康
,

都是坚持不懈大搞水土保持小流域综

合治理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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