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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中游小流域试点成果评价

与发展方向初探

曹 丽 玫

(黄委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
·

西安市
·

7 1 0 0 4 3)

摘 要 1 9 8 0年以来
,

国家在黄河上中游地区实施了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开发试点项 目
.

目前已实

施 4期共 1 44 条小流域
。

通过试点治理开发的小流域均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

大部分小流域已成为当地水土

保持的示范样板和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典型
.

试点小流域为区域水土保持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导向作用
。

今

后的小流域试点要努力探索研究以市场 为导向
,

不断拓宽投资渠道
,

大力发展水土保持产业
,

增强小流

域的综合开发能力
,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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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 a l l W a t e r s h e d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H a r n e s s i n g a n d E x P e l o i t i n g

A c h i e v e m e n t E v a l u t i o n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D i r e e t i o n i n

U P P e r a n d M i d d l e R e a e h e s o f Y e l l o w R i v e r

〔公 0
L i m e i

( A d m i n i s t ar t i o n B u
er

a u i n u P P e r

iM d d l e R e a c h e :

of eY l l o w R i

ver
,

W d ter

R e s o u cr e :
C

o阴二 i t t e e

of eY ll ow R i v e r ,

X i a n ,

7 1 0 0 4 3 )

A b s t r a e t S i n e e 19 8 0
,

t h e p r o g r a m o f e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5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t io n h a r n e s s i n g

a n d e x p e l o i t i n g e x p e r im e n t s i n 1 4 4 s m a l l b a s i n s a n d 4 s t a g e s h a v e b e e n P u t i n t o e f f e e t i n u p
-

p e r a n d m id d l e r e a e h e s o f Y e l lo w R i v e r b y g o v e r n m e n t
, v e r y g o o d b e n e f i t s h a v e b e e n o b

-

t a i n e d
.

T o d a y
,

m o s t o f t h e b a s i n s h a v e b e e n t h e e x a m p l e s f o r t h e l o e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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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o d e l s o f b r e a k i n g a w a y f r o m p o v e r t y a n d b e e o m i n g r ie h t o a r e l a t iv e l y e o m
-

f o r t a b l e l i f e f o r l o e a l p e o p l e
.

T a k i n g t h e m a r k e t a s t h e g u i d e ,
t h e e o n d u e t e x p e r i m e n t s s h o u l d

e x p e l o i t a n d s t u d y t h e w a y s t o e o n t i n u o u s
ly o p e n u p t h e i n v e s t m e n t e h a n n e l s a n d d e v e l o p e

5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t io n p r o d u e t i o n , s t r e n g t h e n t h e e o m p r e h e n s iv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a b i l i t v

i n s m a l l w a t e r s h e d
,

f in a l l y r e a l i z e t h e s u s t a i n a b l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

K e y w o r d s : s m a l l w a t e r s h e d ; e o n d u e t e x p e r i m e n t ; a e h i e v e m e n t ; e v a l u a t l o n ; d e v e l o p i n g

d i r e c t i o n

1 试点小流域的总体效果和社会影响

鱼旦旦担鲤叼全应域综合治理开发试点始于 19 80 年
,

到 目前 已开展了 4期
,

共计 1 44 条
,

总

收稿 日期
: 1 9 9 7一 0 8

一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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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5 0 0 8
.

6k m
Z,

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4 6 8 5
.

sk m
2 .

涉及黄河上中游七省 (区 )的 76 个县 (旗
、

市 )
,

分布在 9个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内
。

截止 1 9 9 6年底
,

这 144 条小流域在试点期间
,

共完成水土保

持综合治理面积 2 2 0 3
.

sk m
Z ,

其中修基本农 田 3
.

26 万 h m
Z ,

年均治理进度达 9
.

4 %
,

比同期黄河

上中游地 区 1 % ~ 2 %的治理速度快许多倍
。

通过试点治理
,

几乎每一条小流域的生产
、

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都大为改善
,

水土流失基

本得到有效控制
,

减水减沙率都达到 60 %一 70 %以上的水平
;
农

、

林
、

牧
、

副业总产值也随之大

幅度提高
。

据统计
,

前 3期试点小流域
,

粮食总产由试点前的 1
.

4 亿 k g 增加到试点末的 2
.

1亿

k g
,

增加 了50 %
; 总产值由试点前的 1

.

2亿元增加到试点末的 3
.

4亿元
,

增加了近 2倍
;
特别是第

三期试点小流域人均纯收入达 7 34 元
,

人均粮食达到 50 7
.

k6 g
。

在第三期
、

第四期 中有 20 多条小

流域 人均粮食和人均纯收入分别超过 50 k0 g 和 10 0 0元
,

在经济指标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

黄河上中游的小流域试点取得的成绩
,

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充分肯定
。

江泽民总书

记
、

李鹏总理
、

田纪云副委员长等领导同志曾亲临甘肃省定西县的官兴岔试点小流域
,

检查指

导工作
。

特别是江泽 民总书记在视察了官兴岔小流域后指出
: “

你们搞的小流域治理
,

是加强农

业
、

脱贫致富的好路子
,

应该坚持下去
” 。

1 9 9 5年 9 月 17 日姜春云副总理在视察山西省清徐县 白

石沟试点小流域时又指出
:

小流域治理大有文章可做
。

只要我们因地制宜
,

选准突破 口
,

瞄准山

区优势
,

抓好农业综 合开发
,

山区农民奔小康指 日可待
。

2 试点小流域的突出成就及其示范作用

黄河上中游的小流域试点经历了快速起步
、

提高效益
、

深化治理
、

发展产业四个阶段
,

涌现

出了一批又一批水土保持开发治理的成功典型
,

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
,

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

发挥了 良好的示范导向和带动作用
。

2
.

1 探索出黄河上中游地区快速治理的途径
,

带动了区域水土保持的发展
。

通过试点
,

探索出了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的基本 思路
,

针对不同水土流失类型探

索出了不同的治理开发体系
,

并且在政策
、

管理
、

投入及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方面均有了一套

完整 的管理体系
,

从而有力地加快了水土流失防治步伐
。

试点小流域的快速治理
,

带动了重点

治理 区和面上的治理
。

在内蒙古准格尔旗的川掌沟小流域带动下
,

70 0 多 k m
,

的十里长川流域

得到快速治理
。

伊克昭盟砒砂岩地区的小纳林沟试点小流域
,

探索利用沙棘治理砒砂岩获得成

功
,

使黄土高原
“
不可治理的区域

”

有了绿色的希望
,

也标志着黄河上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防治

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

陕西省的榆林地区和延安市历来是黄河上中游小流域试点工作的重点
,

十几年来共在这里布设了21 条小流域
,

都先后通过验收
。

在试点期间年均治理进度高达 10 %以

上
,

是本地区同期年进度 的数倍
。

由于试点 引导
,

使陕北的水土流失防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1 9 9 7年 6月
,

姜春云副总理在这里考察后指出
:

陕西的防沙治沙
、

水土保持
、

恢复生态
、

发展农业

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
。

尤其是创造了成功的路子和经验
,

使我 们看到了治理荒漠
、

治理黄土高

原水土流失的希望
,

增强了信心
。

这是带突破性
、

历史性的成果
。

江泽民总书记
、

李鹏总理就陕

北治理水土流失
、

建设生态农业的成功经验作了专门批示
,

国务院就此在陕北召开了现场会
。

可见
,

陕北治理水土流失的成效已引起党中央
、

国务院的高度 重视
,

这必将推动黄土高原水土

保持工作的快速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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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树立了一批优质高效小流域样板
,

为水土流失地区农民奔小康指明了方向

不断探索提高治理效益
,

发挥投资最大效果是试点小流域始终一贯坚持的指导思想
。

这一

指导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发展
,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着眼点
,

三个时段坚持 了三个结合
。

80

年代前期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
;
80 年代中后期坚持治理水土流失与治穷致富相结

合
; 8 0年代末 90 年代初坚持治理开发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

现在各地又在大力发展各具特色
、

各

具优势的小流域经济
,

发展水土保持产业
,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从而出现 了一

批象赵家河
、

枣子沟
、

屹塔涧
、

凤凰东峪
、

官兴岔
、

贾寨
、

划沟
、

寺河等人均纯收入超 1 0 0 0元 的治

理典型
。

如陕西省宝鸡县赵家河流域
,

在中
、

下游大 力发展经济林果
,

进行系统开发经营
,

仅此

一项就使全流域人均纯收入增加了 1 5 30 元
。

1 9 9 2年
,

全流域人均纯收入达到 1 7 2 9元
,

比试点前

增加了 8倍
。

洛川县枣子沟流域
,

5年内发展苹果 2 6 3
.

h6 m
, ,

人均达到 0
.

1 h6 m
“ ,

1 9 9 2年全流域人

均纯收入达 14 2 3元
,

是试点前的 6倍多
。

河南 省灵宝市寺河小流域
,

以发展苹果为突破 口
,

19 9 5

年人均纯收入达 2 6 2 0元
,

流域内的寺河村
,

1 9 9 5年人均纯收人高达 3 5 0 。元
,

被三 门峡市命名为

“

小康村
” 。

2
.

3 试点研究出一系列实用性技术成果
,

为实施科技兴水保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黄河上中游的小流域试点经过 16 年的艰苦探索
,

已在 9个主要水土流失类型区治理模式与

开发方向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科研成果
。

据初步统计
,

前 3期试点流域 已有 21 条小流域的试 点成

果通过省级鉴定
,

有 5条小流域获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

有 10 条小流域获地区级科技进步奖
.

特别是 1 9 9 3年通过部级鉴定
,

依托试点小流域开展的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科研基金第二攻关课

题 《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模式研 究与评价 》
,

为黄土高原地区大面积水土保持综合

治理
、

国土整治
、

环境改善
、

资源利用
、

经济开发提供 了一整套科学方法和技术措施
,

标 志着试

点小流域探索不同水土流失类型区治理模式的阶段 已 圆满结束
,

进入了经济开发
,

发展小流域

经济和发展水土保持产业的新阶段
。

同时
,

推广了遥感遥测
、

线性规划
、

灰色系统等应用于水土

保持规划
、

水土 流失 动态监测
、

土地利用详查等方 面的技术
;
丰富和 发展了旱作农业

、

径流林

业
、

聚流农业
、

滴灌
、

渗灌
、

封育等一系列先进技术措施
;采用微机建立试点流域数据库

,

实行现

代化管理等等
,

均取得了显著效果
。

例如
,

甘肃省推广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
“

茜家沟流域综 合治

理试验示范
”

等几十项水土保持技术
,

面积达 20 万 h m
Z ,

直接经济效益达 6 0 0 0万元
,

推广试点流

域梯 田优化技术
,

建成优化梯田 7
.

47 万 h m
, ,

可增产粮食 4 5 0 0万 k g
。

陕西省推广试点
“

两法种

田
”

技术 1
.

13 万 h m
Z ,

增产粮食 85 0万 k g
,

每公顷减少土壤流失 75 一 1 50 t
。

河南省济源市邵源河

试点小流域
,

以科技促开发
,

在流域内推广地膜覆盖和滴灌
、

渗灌技术
,

取得了显著成 效
。

通过

地膜覆盖
,

每公顷增产粮食 1 2 o o k g
,

发展滴灌
、

渗灌技术节水 80 %以上
。

在邵源河小流 域的带

动下
,

济源市在山区推广地膜覆盖面积 2 4 o o h m
, ,

仅此一项增产粮食 1 75 万 k g
,

发展滴灌
、

渗灌

面积 10 0 0 h m
2 ,

节水 2 4 0万 m
3 。

3 今后小流域试点探索方向和基本思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
“

两个根本性转变
”

的实施
,

小流域试点必须适应新形势

的发展需要
。

发展水土保持产业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事物
,

有待在试点小流域中去研究
、

去探

索
、

去实践
。

如
,

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产业的途径和办法
,

水土保持产业的政策与标准
,

主导产

业的选定
,

优 良品种的引进与选育
,

市场调查
、

分析预测及技术人才的培训等
。

同时
,

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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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

而发生变化
,

作为水土保持的试点就必须常试常新
,

必须长期坚持下

去
。

从当前本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看
,

在最近一个时期
,

黄河上中游的小流域试点工作要以

市场为导向
,

以脱贫致富奔小康为 目标
,

以产业化为手段
,

以科技为先导
,

围绕主导产业
,

进行

规模化治理
,

区域化开发
,

集约化经营
,

专业化生产
,

通过市场牵龙头
,

龙头带基地
,

基地连农户

的形式
,

建设种
、

养
、

加一条龙
,

产
、

供
、

销一体化的经营体系
,

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
,

推动水土

流失地 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

加快贫困 山区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和行业 自身建设
。

要把提高标

准
、

进入市场
、

转变机制
、

建立产业作为实践和探索的重点
。

3
.

1 研究探索健全和发展水土保持产业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水土保持产业化是计划经济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

由粗放型治理向集约型治理

转变的产物
,

是水土保持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套有效机制
,

也是水土保持改革

的必然结果
。

它既包括以农民为主体
、

以小流域为单元的规模治理
、

区域开发
,

又包括水土保持

部门所发展的产业化经营和为水土保持产业的产前
、

产中
、

产后提供的配套服务
。

水土保持产

业化就是要根据市场需要
,

结合当地资源优势
,

选准支柱产业
,

通过小流域治理开发
,

使生产的

产品
,

如果品
、

粮食
、

油料
、

药材等进入市场
,

获取尽可能高的经济效益
。

因此
,

要探索通过加大

综合治理开发力度
、

加快发展水土保持产业化的进程
。

3
.

2 不断探索投资机制改革
,

拓宽资金渠道
,

是社会办水保的内在要求
。

投资机制改革仍然是今后试点工作要探索的重点
。

第四期试点 已经在投资方式和投资方

向上作 了很大程度的改革
,

试点经费实行 周转使用
。

今后的试点工作
,

将要建立与市场相适应

的小流域综合治理开发的经营管理机制
,

按项 目管理
,

实行
“
以效益定项 目

,

以项 目定投资
”
的

总原则
。

对开发资金
,

实行合同制管理
。

在投资机制改革方面
,

一要探索适宜的有偿投资比例
;

二要重点扶持高效益的开发项 目
;
三要适当提高地方 匹配资金的比例

; 四要拓宽资金渠道
。

必

须明确群众是试点投入的主体
,

地方投资是试点工作的保证
。

根据财政部事业费管理办法
,

国

家的投资实行开发以后
,

试点工作的难度加大
,

这就必须得到地方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
,

从

资金上
、

劳力上
、

技术上等各方面积极投入
,

以保证投资机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

要以承包
、

租赁
、

拍卖
、

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激励和引导社会投入
,

加快治理开发
。

3
.

3 坚持
“

高
、

深
、

细
”
的要求

,

是试点工作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

“

高
、

深
、

细
”
是试点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

,

也是搞好试点建设的必由之路
。

试点小

流域只有坚持
“

高
、

深
、

细
” ,

才能常试常新
,

才能为生产实践所接受
,

也只有这样
,

才能永保试点

示范的本色
,

才能不失为样板先导
。

今后的工作仍必须对此高度重视
,

认真落实
,

努力贯彻
。

要

达到
“

高
、

深
、

细
”

的新水平
,

还要推进两个转变
,

实施两大战略
。

从试点本身来说
,

要认真进行
“

提高标准
,

进入市场
,

转变机制
,

建立产业
”

的实践和探索
。

提高标准主要是提高治理程度和开

发深度
,

增强综合开发能力和小流域可持续发展能力
。

达到高起点
、

高质量
、

高效益的目的
。

要

提高标准
,

一要加大经济开发力度
,

实现治理开发一体化
。

二要提高林草措施的保存率
,

增强可

持续发展能力
。

三要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 出率
,

通过治理
,

实现集约经营
,

发展集约化
、

商品化

的种值业
、

养殖业
、

加工业和第三产业
。

四是发展基本农田和经济林果
,

提高人均粮食和人均纯

收入
。

五是继续突出蓄水保土
、

缓洪减沙效益
,

增强防护体系和防灾减灾能力
。

要是小流域进入

市场
,

主要是以小流域为依托
,

发挥当地资源优势
,

建立适应市场的商品 (下转第4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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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基地
。

今后的试点与前四期 的任务不同
,

内容不同
, “

高
、

深
、

细
”

的含义也有所不同
,

要知难

而进
,

迎着困难上
,

努力探索新形势下试点工作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3
.

4 探索水土保持部门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

是水土保持事业面临的现实

通过试点的治理开发
,

发展了小流域经济
,

加速 了群众的脱贫致富
,

但多数没有解决水土

保持行业 自身脱贫致富的问题
。

水土保持是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
,

解决

水土保持行业的贫困问题
,

也是增强水土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内容
。

没有一支稳定的队伍
,

也就没有水土保持的一切
。

因此
,

小流域试点必须贯彻
“
群众富

、

集体富
、

行业富
”

的原则
,

要加

大研究水土保持部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方式和途径
,

要探索水土 保持部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
。

这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水土保持 自身发展的需要
,

也是水土保持治理

开发的需要
,

更是水土保持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

4 结 语

黄河上中游小流域试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

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办法
,

有 力地带动

了黄河上中游地区水土保持工作 的发展
,

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重视
。

在试点过程中

涌现出了一大批治理开发典型
,

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昭示了方向
,

为水土保持实现两个

根本性转变
,

实施两大战略
,

加快水土流失防治步伐
,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

提供 了技术
、

经验和

样板
。

因此 ..J<
“
流域试点要长期坚持下去

。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
,

今后要把
“

提高

标准
、

进入市场
、

转变机制
、

建立产业
”
作为探索的重点

。

要达到这个 目的
,

必须以市场为导向
,

发展水土保持产业
; 必须探索水土保持投资体制改革

,

引导和示范广大干部群众走社会办水土

保持的道路
; 必须坚持

“

高
、

深
、

细
”

的要求
,

突出试 点工作的示范性和先导性
; 必须面向水土保

持事业发展的实际
,

积极结合试点治理开发
,

搞好水土保持部门的自身建设
,

实现水土保持事

业的可持续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