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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户包治理小流域的稳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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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水利厅 )

提 要

山西省户包治理小流域的现状
,

承包户 已趋稳定
:
不会再有大起大落 ; 投资少

,

效益大;

促进了 山区群众脱贫致富
。

山区小流域承包户通过建设基本农田
、

建设果园
、

种草养畜
、

造

用材林等
,

由治理型向商品经济型过渡
。

全省采用多种治理形式相结合
,

包括建立水土保持

专业队
,

坚持常年治理; 利用劳动积累工
,

由村乡统一规划
,

集中连 片 治 理; 用 资源
、

资

金
、

劳力和技术入股办法
,

成立各种联合体
,

搞商品经济地
,

水土保持投资进 行 部 分的 回

收, 组建土地开发公司
,

把土地建设纳入市场机制 ; 把水利和水土保持管理站逐步办成经济

实体
,

搞活搞富等
。

这些形式相辅相成
,

才能收到更好的效益
。

山西省 1 9 8 2年开始推广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
,

到现在 已经有 7 个年头了
。

回过头来看看户包

治理的发展
,

进行一些回顾
,

总结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 的
。

户包治理小流域成效显著

1
、

承包户 已趋稳 定
,

不会再有大起大落
。

为推动户包治理小流域的发展
,

省政府 19 8 3年颁发

了对户包治理小流域 10 条政策规定
; 19 8 9年又印发了户包治理小流域 7 条政策补充规定

。

省委
、

省政府 19 8 6年和 1 9 8 8年两次召开 以户包治理为中心内容的全省水土保持工作会议
,

加上政策向导

和各级领导重视
,

对户包治理小流域不断完善和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截止 19 8 8年底
,

全省承

包治理小流域的户数稳定在 38
.

6万户
,

占山区总农户的1 1
.

9 % ;
承包治理面积 1 2 0

.

6万公顷
,

占未

抬理水土流失面积的 12
.

7 % ;
承包管护面积4 2

.

5万公顷
。

‘

7 年来
,

户包累计完成 治 理 面积 76
.

5

万公顷
,

占承包治理面积的63
.

4 %
。

2
、

投资少
,

效益大
。

每年全省用于户包治理小流域的投资
,

只 占整个水土保持投资的巧%左

右
,

但治理面积却占总治理面积的50 %左右
。

3
、

促进 了山区群众脱贫致富
。

土地是社会财富之母
,

劳动是社会财富之父
。

把小流域 治 理

承包到户
,

群众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
,

有利于承包户劳力
、

资金二 技术诸要素同 自然资源的最优

化组合
,

能充分挖掘家庭潜力和 自然潜力
。

大量 的实事证明
,

靠辛勤劳动开发治理小流域完全可

以脱贫致富
,

而且风险机制最小
。

据抽样调查推算
,

在3 8
.

6万户小流域承包户中
,

有 90 %的户每

人平均收入超过 3 50 元
,

每人平均 占有粮食超过 3 00 公斤
,

达到了山西 省稳定脱贫线 ; 有 25 %的户

每人平均收入超过千元
,

每人平均 占有粮食 50 0公斤以上
,

一批承包户已接近或超过小康 水 平
。



闻喜县 1 9 8 8年底抽查了15 户
,

7 4 口人
,

49 个劳力
,
承包小流域面积2 4 1

.

3公顷
,

.

全年总收入10
.

玲

万元
,

纯收入 8
.

15 万元
,

每人平均 1 , 1 00 元
,

比全县每人平均收入 2 40 元高出 5 倍多 ; 收入最高的

张腾宽承包户
,

每人平均达3
,

458 元
。

二
、

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

户包治理小流域在初始阶段
,

由于经济贫困和信息闭塞
,

治理多半是传统型的
,

自给自足
,

小而全的色彩很浓 ; 也有一些承包户
,

开始种就是为了卖
,

这就 自觉不 自觉地带上了商品意识
。

随着承包户财富的积累和退饱问题的解决
,

剩余产品就要寻找市场
,

其商品率和商品量就会极大

增加
,

小而全必然导致专而兼
,

一家一户的小集中必然导致一村一乡的大联片
,

从而达到 区域经

营
、

规模生产和商品经济
,

伴随而生的是加工业和销售业
。

从一批承包户发展过程分析
,

·

大多是

咬紧牙关闯过治理阶段的难关
,

就能逐步到达商品经济的彼岸
。

只有经过治理型的超动
,

才能形

成商品经济的滚动
,

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

小流域治理开发的过程
,

正是千家万户脱贫

致富的过程
,

也是商品经济孕育
、

诞生
、

成长的过程
。

山区小流域承包户由治理型 向商品经济过渡
,

离不开当地的 自然和资源条件
,

过渡的形式大

体有
:

Q

1
、

建设基本农田过渡
。

欲使农民脱贫
,

先使土地脱痔
。

河曲县小五村大队主任苗 混 瞒 1 9 8 1

年承包新尧沟后
,

在综合治理的前提下
,

年年修地不止
,

到 19 8 8年共建成基本农 田 13
.

7公顷
,

当

年收获粮食 4 万公斤
,

纯收入 3
.

2万元
,

成为当地粮钱双丰收的富户
。

左云县从煤炭 起 步
,

以工

建农
,

县政府从煤炭收入中拿钱资助村乡购买推土机又20 台修建基本农 田
。

穷乡买推土 机
,

县 上

资助 70 % ; 富乡买推土机
,

县上资助 50 %
。 1 9 8 7年县上又拿出45 万元

,

资助小流域承 包 户 机 修

梯田3 40 公顷
。

目前全县 已建起基本农 田 9 ,

33 0多公顷
,

每人平均0
.

09 公顷
。

2
、

建设果园过渡
。

这些年果品价格高
,

对小流域承包户有很大的吸引 力
,

修 梯 (条 ) 田和

建果园积极性很高
。

限县上干村在靠科学致富户杜补富的带领下
,

全村43 户都承包了小流域
,

户

户都发展家庭小果园
,

共栽果树3
。

1万株
,

每户平均 7 21 株
,

达到了以户集中
,

以村联片的区域经

营 ; 乡宁县谭坪乡
,

结合小流域综合治理
,

已建起百株以上户办小果园23 0个
,

3
.

3公顷以上大果

园 8 个
,

全乡现有果树97 公顷
,

’

商品果树基地 已初具规模
,

部分果树已开始挂果
,

再过三五年
,

必将大见成效
。

3
、

种草养畜过渡
。

在高山区边缘和地广人稀地区
,

牧坡大
,

草质好
,

通过人工种草 和 荒坡

改良
,

可 以大量发展畜牧业
。

奇岚县石塔沟流域
,

是黄河中游治理局确定的试点流域
。

为了发挥

当地优势
,

从1 9 8 1年开始
,

流域内家家造林种草
,

户户养牲畜
,

到1 9 8 7年
,

流域内共栽乔木林2 00 公

顷
,

种灌木放牧林 1
, 1 5 7公顷

,

种草2 1 3公顷
, 1 9 5 7年与1 9 5 3年相比

,

羊由1 9 4只发展到 i , 2 0 0只
,

每人

平均收入由3 10 元提高到 l , 3 07 元
。

阳高县黄彦沟村
,

家家种草
,

户户养羊
,

全村 养 羊 600 只
,

每

人平均 20 只
,

仅出售菜羊一项每人平均收入近千元
。

‘

4
、

造用材林过渡
。

条件较好的近沟
、

肥沟
,

大量栽植用材林
,

投资不大
,

效 益 不小
,

有些

承包户现在已有树木几万株甚至几十万株
。

时间就是金钱
,

树木就是银行
。

闻喜县阳 隅 乡有6 3 0

户承包治理小流域
,

他们利用乡土树种
,

栽植揪树 10 万株
,

栽植国槐14 万株
,

由于树木长得好
,

群众看到了盼头
, 1 9 8 7年全乡又发展小流域承包户28 5户

。

三
、

多种治理形式结合

户包治理小流域
,

是治理水土流失
,

开发建设山区的好形式
,

但不是 唯一的形式
,

不能把它



绝对化 了
,

更不能颂一贬百
,

排除其它治理开发形式
。

只有多种形式结合
,

相辅相成
,

才能收到

更好的效益
。

目前
,

山西省除户包和联户承包治理小流域形式外
,

还有其它几种治理形式
。

1
、

成立水土保 持建设专业队
,

坚持常年治理
。

神池县 15 个乡镇都成立了水土保持建 设 专业

队
,

共有56 0人
,

主要任务是搞以户无力承担的沟滩工程和成片林草建设
。

队员实行工 资 制
,

骑

车上
一

「工
,

吃饭在家中
。

工资来源
,

主要靠水土保持补助费和没投劳动积累工的农户交款
。

有些

专业 队结合承包治理荒 山
、

荒坡
、

荒沟
、

荒滩
,

还办了 自己的生产基地和经营项 目
,

增加了 自给

能力
,

减轻 了群众负担
。

2
、

利用劳动积累工
,

由村乡统一规划
,

集中连片治理
。

以劳定工
,

以户建册
,

以村 建 帐
,

年

终清齐
。

1 9 8 8年全省投入水利和水土保持劳动积累工 7 ,

00 0万个
,

用于水土 保 持 建 设 上 的大约

2 ,

。00 万个左右
。

有些 比较富裕的村乡和各级重点治理流域
,

对劳动积累工采取了半有偿 半 义务
.

的做法
,

加强了劳动管理
,

推行了定额记工的办法
,

行政
、

经济
、

党员带头三管齐下
。

3
、

用资源
、

资金
、

劳力和技术入股的办法
,

成立各种联合体
,

搞商品经 济 基地
,

水土保持

投资进行部分的回 收
。

兴县岚漪河流域
,

修成 了天古崖中型水库
,

有效地控制 了上游洪水危害
,

为空滩造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

1 9 8 6年
,

县水利水土保持局与瓦塘镇采用入股联 营 办 法
,

共 投资

3 5
.

7万元
,

其中水利水土保持局投资 2 9
.

5万元
,

修主河坝 1 , 7 40 米
,

修淤地格坝 14 条 1
,

53 8米
,
共

淤漫出滩地 40 公顷
,

建成了果园和苗圃基地
。

1 9 8 6至 1 9 8 8三年
,

总收入 41 万元
,

纯 收 入 30
.

巧万

元
,

水利水土保持局收回投资 15 万元
,

·

预计到 1 9 9 0年可收回全部投资
。

临汾地区西山 7 个水土流

失严重县
,

采用类似的办法建成水土保持联合体 22 个
,

共发展果园4 00 公顷
,

用材林 8 , 0 00 公顷
,

基本农 田10 0万公顷
,

牲畜 1 ,

00 0多头
,

各种加工厂 15 个
。

4
、

组建土地开发公司
,

把土地建设纳入市场机制
。

为了从根本上进行扶贫
,

彻底解 决和 稳定

温饱 问题
,

1 98 8年省农村信贷社从扶贫资金中拿出8 00 万元无息贷款
,

扶持17 个贫困县 组 建了土

地开发公司
,

以机修梯 田为主建设基本农 田
,

一年修高标准基本农 田4
,

10 8公顷
,

·

修成后 有 偿租

赁或一次拍卖使用权 10 一20 年
,

收回的投资再用于修地
,

滚动使用
。

有些地方
,

把无息贷款和水土

保持补助费中建设基本农田 的投资捆起来使用
,

减轻农 民还贷负担
。

土地开发公司利用借还贷款

的时间差发展多种经营
,

增强 自身的实力和活力
。

5
、

把水利水土保持管理站逐步办成经济实体
,

搞活搞富
。 1 9 8 8和 1 9 8 9两年

,

山西省招 收 转

正定级乡镇水利水土保持员 4 , 7 49 人
,

建立乡镇水利水土保持管理站 1 ,

57 1个
,

管理站贯彻 了以水

养水
,

以副养水的原则
,

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
,

逐步由管理型 向经营型转化
。

陵川县潞城乡

水利水土保持管理站于 1 9 8 4年建立
,

负责管理三个小型水库和 1
.

6万米 的引水渠
。

该站现 在 有 3

名 正式水利水土保持员和23 名 临时工
,

除管库护渠浇地外
,

还承包治理 20 公顷土地
,

其中
:

修梯田

2 公顶
,

种牧草 4
.

7公顷
,

养奶牛 6 头
,

母牛 5 头
,

养鸡 7 00 只
,

建果园4
.

7公顷 ; 1 9 8 8年产水果 3
.

1万

公斤
,

植树 1
.

5万株
,

建粮食加工厂 1 个
,

年加工能力70 万公斤
。

这个站现有固定 资 产10 万元
,

年总收入 20 万元
,

纯收入 8 万元
。

山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站
, 1 9 8 9年省地都给安排了一条试

点流域
,

作为所站试验
、

示范和搞商品经济的场地
,

所站以技术入股 的方式进行分红
,

增加横向

收入
,

弥补经费不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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