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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 项研究从分析沿黄地 区治理 开发的优势和 劣势入手
,

对多年来的治理实践进行了 回顾

总结
,

提出了今后治理开发的基本指导 思想
,

奋斗 目标
、

重点区域
、

技术战略 及 其 配 套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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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 自偏关老牛湾入晋
,

至垣曲碾盘沟进豫
,

流经山西偏关
、

河曲
、

保德
、

兴县
、

临县
、

柳

林
、

石楼
、

永和
、

大宁
、

吉县
、

乡宁
、

河津
、

万荣
、

临琦
、

永济
、

丙城
、

平陆
、

夏县
、

垣曲 19 个

县
,

全 长96 5 k m
,

这一区域称为 山西省沿黄地区
。

该地区水土流失严重
,

尤其是晋西从偏关向南

至乡宁的 n 个县
夕

是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 区
。

这一地区土地
、

生物
、

矿藏
、

水电等 自

然资源十分丰富
,

有着得天独厚的开发优势
夕

蕴藏着 巨大的经济潜 力
。

但长期 以来
夕

这里一直是

一个经济贫困落后的地区
。

至 目前
,

19 个县中仍有 12 个贫困县和财政补贴县
夕

步履维艰
。

其它 7

个县虽然已解决了温饱问题
,

但从经济腾飞达小康的水平衡量还差距甚远
。

贫穷落后 的 症 结 所

在
,

归根到底就是一条
夕

严重的水土流失
一

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

人刁
`

匾乏
夕

丰富的 自然资源没有得

到合理利用
。

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导致当地人 民生活贫困
,

而且使黄河下游河进 淤 积
,

河 床 抬

高
,

致使讯期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

严重威胁着下游亿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

随着我省能源重化工基地的深入发展
,

该地区 即将成为全国煤炭能源重化工基地的重要组成

部分
。

未来该地区不仅会经济腾 飞
.

面貌大变
夕

后来居上
,

而且在山西以至全 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中将会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

因此
,

治理这一区 域的水土流失
,

既是加快脱贫致富的需要
,

也是

根治黄河
、

减少入黄泥沙的需要
,

同时又是为未来的能源
、

工业开发区创造 良好的生态
、

生活环

境的需要
。

我们开展本项研究的目的
,

旨在总结评价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开发现状及其经验教训 的

基础上
,

根据 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
,

制订科学合理
、

切实可行的综合治理开发战略对策
,

供

决策部门参考应用
。

一
、

沿黄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分析

(一 ) 自然环境条件分析 沿黄地 区地处山西省西部和南部
,

介于北纬 3 4
“

3 5 产一 3 9
“

3 9 厂 ,

东经 1 1 0
。

.1]
产

~ 1 12
“

之间
,

与河南省的绳池
、

陕县
、

灵宝
,

陕西省的渔关
、

韩城
、

宜川
、

吴堡
、

佳县
、

神木
,

内蒙古 白治区的准格尔旗等 县隔河相望
。

该区南北跨度大
,

气候差异悬殊
,

地貌类

型复杂
。

井 自然条件具有以下特点
:

1
.

光热资源丰富
,

温差大
,

有利于植物生长
,

提高经济产址和 况
:

质
。

根 据 各 县 气 象 部

门的观测资料
夕

该区 年太阳辐射总量为 4
.

90
X 10

“
J一 5

.

弱
X 1 0 “

J / c m
Z夕

日 照 时 数 2 2 1 7
.

2一

2 93 3
.

8 h
,

日照百分率 50 ~ 66 ; 年平均气温 7
.

4~ 1 3
.

8 ℃ ,

极端最 高气温 35 ~ 4 2
.

8℃ , 极端最低

气温 一 13
.

2一 一 29
.

3℃ ,

气温年均 日较差 9
.

4~ 13
.

4℃ ;
在 90 %的保证率下

,

异 。 ℃的有效 积 温

3 6 1 6
.

6一 4 2 8 3
.

6℃ ,

异 1 0 ℃的有效积温 2 9 5 7
.

5一 4 2 8 3
.

6 ℃ ; 无霜期 1 0 0 ~ 2 5 0天
。

2
.

年降水 录少而集中
,

年际变幅大
,

雨型多属暴雨
夕

极易造成地面径流
。

据观测资料
,

该

区年均降水 景 4 4 1
.

4 ~ 6 30
.

7 m m
夕

汛期 5 一 9 月 占到年降水量 的 70
.

2 % ~ 8 2
.

0 %
,

年降水量相对

变率 1 3 % ~ 26 %
。

降水丰歉年份差异极为悬殊
。

垣曲县 1 9 5 8年降水星达 1 2 62
.

l m m
,

而 1 9 6 5 年

仅 4 0了
.

7 m m 夕 相差 3
.

1倍
。

从雨型上来看
,

汛期多 暴 雨
。

如
:

保 德 县 1 9 7 7年 8 月 2 日
, 2 4 m in

降雨 4 1
.

s m m
,

雨强高达 1
.

73 m m / m in
,

仅此次降雨全县冲毁大小库坝工程 2 58 座
,

造成了严重

的水土流失和重大经济损失
。

3
.

自然灾害频繁多样
夕

尤 以干旱为首
。

春早
、

伏早
、

秋早等连年不断
,

一年 12 个月中有 9

个月旱
。

如
:

据偏关县的资料
,

春旱发生的机率鼓大
,

几乎一年一遇
,

全年早 5 年一遇
,

夏早 3

年一遇
,

秋 早 1 0年一遇
。

因此夕 拦蓄天然降雨是搞好农业生产 的基础
,

除早灾外
,

风灾和雹灾也

极为常见
。

据观测
,

沿黄地 区年均风速 1
.

9一 3
.

5 m /
s 夕

年均梦 8 级大风 日数 4
.

2一 8 7
.

2 天
夕

年 均

冰雹 日数。
.

3一 3
.

理天
。

吉县以南各县
, 5 月中下旬常出现干热风天气

,

逼熟小麦
,

造成减产
。

这

些自然灾害
,

均
一

与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生态环境失调紧密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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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沟壑纵横
,

地形支离破碎
,

相对高差大 , 加之植被稀少
,

地表失去天然屏障
,

多黄土覆

盖
,

疏松多孔
,

结构性差
,

暴雨强度大于土壤入渗速度
,

这些 自然地理 因素为加剧水土流失提供

了条件
。

(二 ) 社会经济条件分析 山西省沿黄地区 19 个县涉及忻州
、

吕梁
、

临汾
、

运城 4 个地区
,

共

有 33 2个乡镇
, 5 6 63 个行政村

。

总人 口 4 2 3
.

6万人
夕

其 中农业人 口 36 3
.

2万人
夕

农业劳动力 12 4
.

65

万个
。

总土地面积 28 7 6 9 k m
“ ,

据 1 9 8 5年全省抽样调查
,

沿黄 19 县耕地面积有 1 8 8 0
.

4万 亩
,

人

均土地和耕地面积分别为 1 0
.

2亩和 4
.

4亩
。

由于该区农业生产条件恶劣
, 1 9 8 0年前

,

大部 分 地方

连温饱问题都未解决
。

1 9 81 年以来
,

在党 的富 民政策下
,

农 民的潜在积极性得以释放
,

绝大部分

乡村解决了温饱
夕

少部分村镇通过发展商品经济
, 已率先跨入致富行列

。

纵观该区 的社会经济条

件
,

其主要特点是
:

1
.

人 rI 密度大
,

剩余劳力多
,

为综合治理开发提供了强大的劳力资源
。

该区人 口 密 度 为

1 4 7
.

2人 / k m
艺 ,

最大的河津县为 4 9 3
.

0 人 / k m
Z ,

最少的永和县为 41
.

6 / k m
Z ,

人 日密度分布呈现

由南向北递减趋势
。

自农村实行责任制以来
,

农民的劳动致富热情高涨
,

约有 1 7
.

6 %的农村剩余

劳力
, 从事工业

、

副业
、

商业等其它行业
。

人 口密度大对水土保持是不利的
,

但剩余劳力又是一

大优势
夕

只要方法得当
,

正确引导
,

将是综合治理开发难得的人力资源
。

2
. : L地宽广但利用不合理

,

耕地 以粮为主
夕

为调整土地 利用结构
,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提

供了回旋余地
。

沿黄地 区按农业人 口平均土地 1 1
.

9亩
,

人均耕地 5
.

2亩
,

特别是偏关至乡 宁 的 n

个县
,

人均土地 面积达 1 6
.

8亩
,

人均耕地 7
.

3亩
,

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

从土地利用率 来 看
夕
南

部较高
,

北部较低
。

从耕地利用状况来看
,

80 % 以上为粮田
, 经济作物比例 占 不 到 20 %

。

全区

1 88 0
.

4万亩耕地中
,

除 3 0 0
,

3 2万亩水地外
, 8 4

.

0%是早地
,

早地 中有 68 % 属坡耕地
。

坡 耕 地 中

又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陡坡地
夕

按国家 《水土保持法》 有关规定
,

理应退耕造林种草
,

但一直未得

到很好落实
。

只要建好
、

种好基本农田
,

将国家对山区的优惠政策很好地落实
,

合理调整土地利

用结构
,

积极发展 商品性林 牧业
,

其前景是乐观的
。

3
.

经济上的入不敷出
,

缺乏 自我积累和内在活力
,

是大规模开发利用丰富自然资源的主要

制约因索
。

沿黄地 区大部分属贫困县
, 长期依靠国家财政补贴 和救济度 日

,

年复一年
,

只能维持

简单的农业再生产
。

据 1 9 8 9年 的统计资料
,

全区农村社会总产值 4 2
.

3 0亿元 ,
其 中 农 业 总 产 值

1 8
.

1 4亿元
。

在农业总产值中
,

农业种植业产值 1 4
.

04 亿 元
,

占 到 7 7
.

4 % ;
林 业 0

.

72 亿 元
,

占

4
.

0 % ; 牧业 2
.

89 亿元
,

占 1 5
.

9 % ; 副业 0
.

4 0亿元
,

占2
.

2 % ; 渔业 0
.

09 亿元
,

占0
.

5 %
。

经济结构

不合理
。

全区 1 9 8 9年粮食总产 1 5
.

20 亿 k g ,

人均粮食 3 59 k g ;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33 8元
。

人 均 粮

食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

这主要是 由于运城地区 8 个县属我省 重点产粮 区之故
,

从偏关至乡宁的

n 个县人均粮食仅有 2 23 k g ,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3 0
.

2 %
。

从经济现状来看
,

地方财政根本拿不出

巨额资金进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开发
。

缺乏资金投 入
,

是开发利用丰富 自然资源的主要制约因素

之一
。

4
.

人才缺乏
,

全 民的整体科技文化素质低下
,

加 之传统经营方式的沿袭
夕

交通不便
,

信息

闭塞
,

为综合治理开发设置 了路障
。

沿黄地区
,

除河津 以南八县外
夕

其它各县均属 于 智 力 贫困

区
。

据调查
夕

一个县的总人 口 中
,

大专学历的仅占0
.

1 % 甚至更少
夕

高中毕业的不 到 5 %
,

文 盲

半文盲占到25 % 左右
。

至于科研
、

技术
、

管理等骨干人才更是廖廖无几
,

同时还在不断外流
。

土

地的耕作方式
,

基本上还处于解放前的老办法
,

大部分农民是面对黄土年复一年地为温饱操劳
。

水土保持人才更是少得可怜
。

据统计
,
沿黄 19 县 1 9 8 9年从事水保工作的专职人员仅 9 60 人 ( 包 括

乡镇水利水保员 8 13 人 )
夕

实际从事水保工作的技术干部只有 1 42 人
。

其 中高级职称的只有 1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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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职称的 1 3人
,

初级 以下职称的有 1 10 人
。

按该区水土流失面积计算
,

每 1 32 k m
“

才有 l 名水保

技术干部
。

人才的严重短缺
,
对综合治理 开发极为不利

。

二
、

沿黄地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开发现状及其经验教训

历史上
,

沿黄地区曾是山青水秀
、

衣食丰足
、

文明发达的
“
锦绣岭

” 夕

生态环境十分优美
。

如保德县
夕

据史书记载
,

宋朝 以前是个林草茂密的好地方
,

有宽达 2 5 k m 的林带
, “ 杂树 交荫

、

云垂烟接
、

峰恋叠翠
、

林木恒茂
” 夕

甚为壮观
。

随着历史的推移
,

移民增加
, !浅乱破坏

夕

到了明

清时代就成了
“ 童无木

,

沽无泉
夕

风则沙飞
夕

雨则土澎t,, 的状况 ; 以至造成 “ 地疥民贫
夕

生植不

广
,

舟车难通
夕

商贾罕至
,, 的萧条惨景

。

人们对大 自然的无度索取
夕

换来了大 自然的加倍惩罚
,

光山秃岭
,

沟壑纵横
,

满 日疮演
,

温饱难料
。

(一 ) 水土流失概况 沿黄地区 1 9县
,

绝大部分属丘陵山区
,

在 28 7 6 9 k m
艺

的 总
一

L地 J叮积

中夕
水土流失面积 商达 18 6 79

.

4 k m
“ 夕

占到总土地面积 的 6 4
.

9 %
。

其中从偏关一乡 万
`

的 n 县
,

水土流失面积 占到总面积的 73 % 夕
是黄河中游水上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

该地区土壤侵蚀模

数为 5 00 一 20 0 00 灯 ( k m
Z ·

a)
。

根据地貌类型以及水土流失程度
, 该区 可分为五大侵蚀类型区

,

不同类型区 的分布
、

面积
、

土壤侵蚀模数 详见表 1
。

表 1 不同类型区的土壤怪蚀情况

类 型 娜 分 布 而积 ( k m
“

)
’
佼蚀模数七/ ( k m

Z
·

a )

偏
、

河
、

保
、

兴
、

范 围 …

黄土 丘陵沟壑试 石楼 7 县 大 部
,

夏
、

垣 4 县少 部

临
、

柳
、

平
、 ,芍

、

1 3 8 9 8 1一 2万七

黄土 残垣沟壑区
永和

、

大 宁
、

吉县
、

乡宁 大

部
,

永济
、

平陆少部
4 0 1 6

0
.

8~ 1
.

0万七

黄
_

卜丘陵阶地认
! 运城沿黄 6 个县

2 2 3 0
.

5万 t 以 卜

石 l }! 区
主要分布在偏关

、

兴县石楼

及临汾沿黄 4 县

5 0 0一 2 0 0 0 t

风 沙 卜 仅五三偏关有少星分
一

布 00 0一 8 0 0 0 L

从表 l 可以看出
夕

黄土丘陵沟壑区而积最大
夕

土壤侵蚀也最为严重
。

(二 ) 水土流失治理现状 沿黄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夫
夕

人们早就有所认识
,

步卜采取了
一

定的

治理措施
。

平陆县部官乡西太村
,

为保护村庄防
_

比陡崖坍塌而修建的跌水工程
,
已 长达儿百年

,

至 80 年代初完好无损
。

柳林县
一

早在解放前
,

群众就有培地埂
、

打坝
、

筑谷坊等习 惯
。

解 放 山 年

来
,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

沿黄各县的水土保持工作逐步深入
,

各项措 施 逐渐 配 套
。

5 0一 60 年

代
,

在治理
_

L以
一

单一 措施为主
,

推行的多是群众性传统措施
。

如坡耕地实行坑 111
、

地埂
、

沟垄种

植等
夕

修梯 田也全是人工
。

沿黄南端
夕

为防止麦田夏闲期水土流失
,

广种草木裤等一年生豆科绿

肥压青
,

既防止了表土侵蚀
,

又起到肥田增产作用
。

沟道治理上
,

多采取小多成群 的淤地坝
夕

沟

坡 以刺槐为主实行满沟造林
。

这些措施虽然都具有一定的效果
,

但没有达到合理组合配置
,

很难

形成完整的防护体系
,

很难抵御暴雨洪水的侵袭
。

7 0年代
,

在
“

农业学大寨
”

号召推动下
,
以基本

农 田建设为中心的水土保持得以轰轰烈烈的开展
。

也干了一些诸如 “
搬 山填沟造平原

” 等违背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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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规律 的蠢事
。

最为突出的间题是 以工程措施为主
,

重工程轻生物
,

没有实行综合治理
。

但是
,

在治理措施上也有大的突破
,

如用水力冲填
、

定向爆破等新方法筑坝建库
;
梯田建设上

,

由人工

修筑发展为机械修筑
,

加快了治理速度
,
提高了单项治理措施的标准和质量

。

进入 80 年代后
, 随

着生产责任制在农村的实行
夕

人们总结了多年来治理上的责权利不 明
,

工程
、

生物没有很好结合

等问题
,
以户包治理小流域为主的治理组织形式应运而生

夕

并得到了迅速发展
,

加快 了 治 理 速

度
。

在造林种草上
,

采用了 飞机播种
,

基木农 田建设上广泛推厂
`

机械化修梯田
夕

工程
、

生物
、

耕

作三大措施综合应用于小流域
,

各地涌现 出了一批效益显著的综合治理典型样板
。

同时
,

在治理

的指
一

导思想 上
,

由过去的单纯治理转 向治理开发
,

把治理水土流失同山区人民的脱贫致富紧密结

合在一起
。

这一时期
夕

可 以说是水土保持工作的黄金时代
。

经过 4 0年的连续治理
,

至 1 9 8洲 l二底
,

沿黄地区治理水 仁流 失面积累计达到 7 2 6 4
.

6 k m
“ ,

占

到应治理 面积的 3 8
.

9 %
夕

年平均治理速度为 1 %
。

吉县
、

柳林
、

河曲
、

偏关等县
夕

治 理 度 达 到

4 0
.

1 % 一 5 7
.

4 %
。

共计建设从木农 田 (包 括 梯
、

坝
、

滩
、

垣 四 田 ) 4 3 9
.

2 7 万 亩 (其 中 梯 田

2 1 9
.

97 万亩
夕

坝地 2 9
.

1 6万亩
,

滩地 2 1
.

02 万亩
,

旱坪垣地 1 6 9
.

12 万亩 )
,

人均 .1 0亩 ; 营造 乔 灌

木林 4 6 4
.

87 万亩
夕

种草 1 2
.

5万亩
夕

发展果园 1 1 7
.

9 4万亩
,

封 l
一

l[育林 55
.

n 万亩
。

在治理措 施 上
,

基木农田 占到 4 0
.

3 %
夕

生物措施 占到 5 4
.

6 %
。

(三 ) 治理的主要经验 纵观沿黄地区 4 0年来的水 二上保持治理
,

虽然几经波折
,

但也积累了

不少丰富经验
。

回顾总结
,

主要有几下几点
:

1
.

在治理的指导思想上
,

把治理水土流失同广大农 民群众的脱贫致富紧密结合起来
,

充分

发挥当地优势
,

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

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变成商品优势
,

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

伐
。

如
:

柳林县黄河沿岸的红枣生产
夕

栽培历史 已长达 1 30 0多年
。

由于多年来治理指导思想的不

明确
,

单纯以保持水土为主
,

其优势没有得到长足发展
。

该地的红枣个大
、

皮薄
、

肉厚
、

色鲜
、

味

甜
、

品质良好
,

柳林抓 住这个优势
夕

把水土保持与发展红枣生产统一起来
,

现已成为发展商品经

济的一大主导产业
。

全县红枣而积 已发展到 1 3
.

9万亩
, 3 4 0余万株

,

农业人 口人 均 17 株
夕

年 红 枣

产觉达 2 O GO万 k g 左右
。

红枣产值 占到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 1 / 4夕 沿黄主产红枣的乡镇红枣收入

占到总收入 的 6 0 % 一 70 %
。

这些地方通过大力发展红枣生产率先致富
夕

他们加工生 产 的 蜜 枣
、

酥枣
、

玉枣等系列产品
,

除在国内市场享有很 高声誉外
,

还远销 日
、

美
、

英等 10 多 个 国 家 和地

区
。

2
.

在治理的组织形式上
,

由过去单一集体组织治理发展刘户包治理
、

联户承包治理
、

专业

队治理
、

合作组织治理
、

建设商品生产基地等多种形式
,

完善了现阶段的水土保持责任制体系
。

自 1 9 8 2年河曲县旧 县乡刁
、
五村农民苗混满开始户包治理 起

,

这种形式迅速在沿黄各县推广开来
。

通过认真总结其利弊
,

河曲县于 1 9 8 4年创立了全省第一个股 份制开发治理组织—
五花城小流域

开发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

这种治理组织形式
,

通过土地
、

劳力
、

资金入股的办法
夕

既消除了单一

户包治理 零星分散
、

不集中连片
、

难 以发挥群体效益的弊端
夕

又充分发挥了入股农民开发治理的

积极性
夕

为大而积集中连片治理创造了经验
。

吉县水利水保部门与乡村农民联合
,

创办商品生产

基地经济实体
,

自主经营
夕

自负盈亏
夕

’

使 国家的水保专项资金得 以滚动发展
。

这种形式
,

吸引了

电力
、

交通
、

工商
、

金融等有关部门
,

他们也 自筹资金效仿水保部门
,

创建了以开发利用山区水

土资源
夕

发展商品经济为主的基地
,

为吸引社会闲散资金
,

动员全社会投身水土保持事业创造了

好的经验
。

3
.

在治理措施的配合上
,

推行综合治理
夕

三大措施密 切配合
,

合理布设
,

克服了以往的重

工程
、

轻生物
, 或重生物

、

轻工程的偏向
,

使各地都有了学赶 的样板
。

如偏关县的英儿沟
,

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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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邻家沟和南曲沟
,

吉县的柳沟
夕

柳林县的北山片
,

乡宁 县的宜春沟以及平陆县的西沿河
、

疙

塔涧等
。

这些典型流域由于按 自然规律办事
,

沟道打坝淤地
,

沟坡造林币卜丫〔
,

梁毋修建梯田
,

层

层布防
,

}犷竹拦蓄
夕

现 已形成完整的防护体系
夕

治理的标准质量高
,

取得的效 益也 } 分显
一

片
。

理
.

在具体的治理方法上
夕

坚持以建设摹本农田为中心
,

为提高治理的经济效 益
夕

同时狠抓

了经济林建设
,

为调整山区农村 }〕勺产 业结构奠定了基 础
,

提供了保证
。

到 1 9 8 9年底
,

洽黄 19县已

建成基本农田 4 39
.

27 万亩
,

人均卜 。
一

亩 ; 发展经济林 11 7
.

94 亩
,

人均 0
.

28 亩
。

;i- 陆县张村乡 地 处

黄河岸边
夕

具有发展果树生产的优 良条件
,

苹果生产现已成为支柱产业
。

据调查
, ! 98 9年个乡仅

此一项人均纯收入 2邪元
,

占到年总收入的一半 以上
。

5
.

在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组织领
一

异上
夕

不少县的领导干部以整治山河为使命
夕

一

汪接着

一任 「
,

坚持不懈
,
一 抓到底

,

抓 出成效
。

对 于山区 县来讲
夕

治县之道贵在京民
夕

宫民之要贵在

治 山治水
。

领导的认识提高了
夕

就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

把治 山治水列为议事 11 程
,

采取强有力的

措施
,

把水土保持工作抓紧抓好
,

念连本经
,

唱连本戏
。

河曲
、

平陆
、

柳林
、

乡宇等县的领 学对

水土保持十分重视
。

平陆县从 6 0年代起
夕

历任领 廿念的都是 山水经
,

唱的都是 草木戏
,

大抓沟壑

造林
,

源面绿化
,

山头栽树
。

总结出
:

保持水土抓栽树
,

防止流失穷变富
。

河曲县制定
一

J
’

以保持

水土为中心的农业总体发展规划
,

历任领导认真按照规划实施
,

使治理度 1 9 8 9年达到
一

r s 了
.

1%
,

年治理速度 1
.

4 %
,

在沿黄各县中成绩突出
,

甚称楷模
。

(四 ) 治理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沿黄 19 县的治理情况来看
,

虽然做出了很大成绩
,

创造了

不少的好经验
,

但仍存在不少问题
,

主要有
:

1
.

发展不平衡
,

治理进度相差悬殊
。

从治理度来看
,
高的达 5 7

.

4 %
夕

低的仪27
.

6 %
,

相差

2 9
.

8个百分点
。

治理进度
,
高的平均 1

.

4 %
,

低的年均 0
.

7 %
,

相差一半
。

2
.

基本农 田上存在
“ 一重二轻 ” 夕

没有真正发挥
“
基本作用

” 。

各地普遍重视基本农田的

建设
,

但轻管理
、

轻利用
。

致使一 些治理度很 高的典型流域
,

基本农田数量很大
夕

似单产很低
,

总产上不去
。

3
.

在生物措施上
,

重林轻草
夕

重乔轻灌
。

大抓生物措施
,
建造恢复植被

,

是治理水 土流失

的根本性措施
。

从各县的治理情况来看
,

生物措施面积虽然占到总面积的 5 4
.

6 %
,

.ll{ 人 , :种草面

积仅 12
.

5万 亩
,

占到生物措施面积 的 2
.

1 %
。

灌木面积也仅 占到造林面 积 的 5 %左右
。

4
.

经济林建设上重栽轻管
,

经济效益不能充分发挥
。

从数量来看
,

该区经济林而积达 1 1 7
.

94

万亩
,

人均 0
.

28 亩
,
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

但真正收益面积却为数较少
,

占不到经济林 总 而 积 的

40 %
。

其主要原因
,

就是 由于田间管理和树体管理跟不上
,

施肥
、

病虫害防治
、

修剪等实用技术

普及差
。

5
.

在规划上重制定
,

轻实施
。

各县都制定了相应的治理规划
,

但真正按规划进行实施的为

数相当少
,

起不到系统指导作用
。

三
、

沿黄地 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开发战略对策

泛过对上述沿黄地区 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
,

我们对治理开发这块 黄
_

卜地的优势和

劣势 月 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

现针对多年来治理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夕

探讨今后综合治理少「发 l’i{J 对策

与拾方血
。

( 一 ) 治理开发的基本指导思想 根据水土保持工作的性质特点
,

今后综合治理开发沿黄地

区的 J
I

红本指
一

导思想是
:

认真贯彻
“ 预防为主

,

全面规划
,

综合防治
,

因地制宜
,

加强管理
,

注重

效益 ” 的方针
,

坚持以科技进步为先导
,
以提高效益为中心

,

以发展商品经济
、

加速脱贫致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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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
,

因地制宜
夕

分类指导
,

配套治理
,

优化开发
,

突 出乖点
,

积极推进
。

(二 ) 奋斗 目标与治理任务 围绕 沿黄地区实现综 合治理开发
,

创造良好自勺尘态环境和尽快

脱贫致富实现小康的大 目标
,

现根据全省国民经济总体发展 规划
,

和该地区的 十地
、

劳力
、

现有

社会经济状况等
夕

制定出以下奋斗 日标
。

总体发展分近
、

中
、

远三个时期
,

时间跨度 2 5年
,

即 1 9 9 1一 2 0 1 5年
。

1
.

近期 ( J 99 1一 1 9 9 5年 ) 为充实起步阶段
。

规划新增治理措施面积 2 10 万亩
,

年治 理 进

度为 1
.

5 %
。

其 中新增四田 10 8万亩
,

造 水保林 4 7万亩
,

建果园 45 万亩
,

种草 1。万亩
。

人均墓本农

田达到 1
.

2亩
。

人均产粮 5 00 k g ,

人均纯收入达到 60 0元
。

完成上述任务
,

按现行投资标准定额计

算
,

约需国家投资22 7 95 万元 ; 同时完成淤地坝
、

谷坊
、

沟 头防护等工程还需投资 8 4 7。 万 元 ;

种苗基地
、

科研
、

勘测设计等费用需 7 8 2万元
夕

共计需投资 32 4 07 万元
。

需投 l几6 4 00 万工 「l
。

平

均每年需 6 4 10 万元
。

2
.

中期 ( 1 9 9 6一 2 0 0 0年 )
,

为经济起飞阶段
。

该时段规划新增治理措施面 积 21 0万亩
,

年治理进度为 1
.

5%
,

人均摧本农田达到 1
.

4亩
。

其中新增四 田 1 32 万亩
,

营造水保林 58 万亩
,

建

果园 10 万亩
,

种草 10 万亩
。

完成上述治理任务
,

仍按 目前投资标准计算
,

需国家 投 资 27 18 。 万

元
; 同时完成淤地坝

、

沟头防护
、

谷坊等工程还需经费 36 59 5万元
,

需投工了 3 0 0万
一

l 日
。

平 均

每年需经费 7 31 9万元
。

3
.

远期 ( 2 0 01 一 2 0 1 5年 ) 为全面振兴阶段
。

该时段内规划治理水土流失而积 4 62 万 亩 ,

年治理进度为 1
.

1 %
。

其中新增基本农田 2 56 万亩
夕

一

使全区人均基本农田达到 2
.

0亩
夕

其中偏 关 至

乡宁 11 个县
夕

达到人均 2 亩 以上
。

新增造林面积 126 万亩
夕

建果园 6 0万亩
夕

种草 20 万亩
。

完 成 上

述治理任务
,

仍按现有投资补助标准计算
夕

需国家投资 53 46 0万元
; 同时完成淤 地 坝

、

沟 头 防

护
、

谷坊等工程设施还需经费 25 60 0万元 ; 勘测设计
、

科研培训等需经费 1 9 8 0万元
。

完成 该 时

段治理任务
,

共需国家投资 81 0 40 万元
,

需投工 16 2 00 万工 日
。

平均每年需 5 理03 万元
。

到 2 0 1 5年
,

累计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 97 1
.

7万亩
,

治理度达到 70
.

4 %
,

基本完成治 理 任

务
。

其中四 田累计达到 93 5
.

27 万亩
,

人均 2 亩 以上 ,
造林累计达到 86 8

.

81 万亩
,

果园 累 计 达 到

23 2
.

9万亩
,

人工种草达到 5 2
.

5万亩
,

加上天然林
夕

使沿黄地区林草覆盖率达到 3 6 %
。

(三 ) 重点开发区及其发展方向 从经济发展的长远观点来看
,

沿黄地 l尺的重点开发区是
:

1
.

运城地区黄河沿岸滩涂开发区
。

黄河沿运城地区 8 县的河段总长达 3 4 6 k m
,

正好处于

汾渭谷地
,

河宽 4 一 1 8 k m
,

河道平均 比降 0
.

04 %
夕

水流较缓
夕

形成了大 鼠的滩涂 资源
。

据有关

部门测算
夕 8 县共有滩涂面积 6 5

.

8万亩
,

滩涂中有盐碱下湿地 7
.

1万亩
。

该开发区包括 33 个乡镇
夕

4 65 个村
,

25 万人
夕

10 万劳动力
夕
文化发达

,

技术力量雄厚
。

该区气候适宜发展水产
、

水果 和 畜

牧业
。

据调查
,

沙打旺牧草在滩涂区再生力很强
,

每年可刘割 2 一 3 次
,

亩产鲜草高达 8 00 Ok g
。

万荣县西效和
、

西范等村
,

近年来发展滩涂牧草 1 万余 亩
,

新发展养牛 30 0头
,

羊 5 00 0余只
,

仅此

增加收入 50 多万元
。

目前
,

黄河滩涂初步开发利用面积达 4 0万亩
,

其中水产 1
.

2 5万亩
,

水 果 0
.

6

万亩
,

牧草 5
.

6万亩
,

营造防护林 3
.

8万亩
,

粮田 18 万亩
,

经济作物 9 万亩
,

共 计年产值 3 1 00 余

万元
。

该区存在的主要间题
夕

一是利用不十分合理
; 二是经济效益还不高

; 三是还有很大面积没

有开发利用
。

该开发区经济潜力巨大
,

应作为沿黄地区的重点开发区
。

2
.

永和至保德黄河沿岸红枣开发区
。

从区域分布看
,

该区黄河沿岸宽 20 一 3 o k m
,

长30 0

k m 地域为红枣适生带
,

当地栽培红枣的历史悠久
。

改革开放 10 年来
,

该区红枣得到大 力发展
,

目前有红枣林 60 万亩
,
年产量 4

.

2万七
,

占到全省红枣产量的 7 3
.

7 %
,

占到沿黄拍县 红 枣 产 址的

9 4
.

6 %
。

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吸引下
,

不少农民已通过红枣而率先脱 贫
。

石楼县麦场 堰 村
, 3 3 8 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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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红枣林面积 2 18 7亩
,

人均 6亩多
, 挂果面积 1 2 00 多亩

夕
人均收入 921 元

。

至 19 8 9 年 底
,

石

楼县红枣面积发展到 17 万亩
,

人均 2
.

3亩
。

该区干早严重
,

很适合发展红枣生产
。

只要提 高 枣农

的栽培管理水平
,

发展红枣加工业
夕 产值和人均收入水平就会成倍提高

。

由此来看
,
该区的经济

潜力也是 巨大的
,

应作为一大重点开发区
。

3
.

河
、

保
、

偏
、

兴水果蔬菜开发区
。

河曲
、

保德
、

偏关
、

兴县部分地区属晋
、

陕
、

蒙接

壤地区
,

该 区煤炭资源十分丰富
,
已探明储量 1 73 亿 t

, 1 9 8 8年煤炭产量达22 9万七
,

即将成为我省

重要的能源工业区
。

加之现有的天桥 电站
、

即将开工的万家寨引黄工程
,

这里的人口数量将大幅

度增加
。

为保证其生活副食品供应
夕

其发展方向应以水果和蔬菜两大项为主
。

应通过兴建高标准

墓本农田
,

发展水利灌溉
夕

建设好水果蔬菜基地
。

4
.

中条山沿线林果牧开发区
。

该区包括苗城
、

平陆
、

夏县
、

垣曲等县的山区丘陵
, 有一

部分属原始林 区
, 生物资源极为丰富

,

土地面积广阔
,

发展林果牧的条件十分优越
。

茵城县 中天

乡
, 利用荒坡大力发展花椒生产

, 至 1 9 89 年底
夕

花椒面积 已发展 到 2万 亩
,

11 0万 株
夕

人 均 80

株
。 1 98 9年产花椒 1 4

.

5万 k g 夕

收入 2 00 余万元
,

人均花椒收入 12 0元
夕

占到年人均纯收入 2 3 0元的

52
.

2 %
。

夏县捻掌乡推广中夭经验
,

计划在 3 年内建设 中条山前山沿万亩花椒基地
。

该区降雨量

比较多
,
有利于林草生长

夕

很适宜发展用材林
、

干果和畜牧业
。

口前治理开发程度极低
夕

只要采

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

开发前景是极为乐观的
。

( 四 ) 治理开发上藕要采取的战略技术措施与实用技术 1
.

坚持抓住基本农 田不放
夕

在注

重建好基本农 田的同时
,

下大力气种好
、

管护好墓本农 田
,

争取做到粮食白给
。

在建设基本农田

时 , 田面宽度
、

地埂都要符合质量要求
。

在管理上
,

要每年深耕
、

增施有机肥
,

加速培肥土壤
。

在种植上一是要选择优 良品种
; 二是有机肥和无机肥配合

夕

并推行测土施肥
; 三是运 用 地 膜 覆

盖
、

种籽包衣
、

叶面喷肥
、

喷洒激素等先进技术
; 四是加强田间管理

,

注重防病 治 虫
。

在 竹 理

上
,

一要认真贯彻落实 《山西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 二要推行土地质量升降奖惩制度 , 三是谁

种谁管
,

建立健全管理责任制
。

2
.

把经济林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

加强实用技术的推广
,

促使尽快发挥经济效益
,

在产址大

幅度增加的前提下
,

注重加工增值
。

应重点抓好
:

( ]
一

) 选用优 良品种 ; ( 2 ) 水平阶
、

大负鳞

坑
、

水平梯田等高标准整地
; ( 3 ) 以修剪整枝

、

病虫害防治为主的树体管理 和以蓄水
、

培肥为

中心的树下管理技术 ; ( 4 ) 推广土窑洞加简易气调等先进的储藏技术
; ( 5 ) 兴办加工企业

夕

生产系列 “
拳头产品

” 。

3
.

在植被建造上
,

应乔
、

灌
、

草齐头并进
, 突出抓好种草种灌

夕

采用封造结合
,

轮留放牧

等办法
,

发展商品性畜牧业和保护性林业
。

营造乔木林必须先整地
,

可推行大宁县的隔坡水平沟

整地造林 ; 根据造林立地条件
夕

做到适地适树
; 采用容器育苗

,

就地育苗就地栽植 ; 选择适宜的

乔灌棍交方式
,

带状混交或块状混交 ; 注重现有小老树的更新改造
。

在种草上
,

应根据畜牧业发

展规划
,

坚持种草养畜同步进行
, 放牧与圈养结合

夕
以畜牧种类定草种

、

定而积
、

定饲养方式
。

人工草地应布局在退耕地
、

弃耕地
、

撩荒地和梯田软埂土
,

象对待粮田那样进行田间管理
。

为提

高牧草利用率
,

应推广圈养技术
。

4
.

在沟道工程建设上
,

控制性骨干工程和普通拦沙淤地工程相结合
夕 力水 ! 程设施配套齐

备
,

提高 已成坝地的防洪保收率
。

5 k m
Z

以上的小流域
,

必须配备控制性骨干工程
, “ 三大件

”

齐全 , 严格质量标准
夕

坝体干容重必须达到要求
;
建立健全管护责任制

夕

保证安全叹讯
; 施工 土

有条件的地方可推广
“
水力冲填

”
技术

。

小型淤地坝
,

为防止短历时高强度暴雨造成漫顶没坝
,

可推行生物防护
,

在坝的迎
、

背水面及溢洪道底部和两边种植葡甸性强
、

覆盖度高
、

生长迅速的



第6 期 张树德等
:

山西省沿黄地区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开发战略对策研究 9

多年生草本植物
。

对 已开始耕作收益的坝地
,

一是要开挖排洪渠道
; 二要布局 高秆作物或越冬一

年生作物
; 三是采用起垄栽培

,

配以地膜覆盖等先进农业技术措施
夕

提高产最和经济效益
。

5
.

对短期内难以做到坡改梯的坡耕地
夕

可推广蓄水聚肥耕作法
、

山地水平沟耕作法等水土

保持耕作技术
夕

蓄水保土
夕

增产增收
。

(五 ) 搞好综合治理开发的配套措 施 水
_

L保持治理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
,

涉及到

自然科学
一

与主l二会科学
、

技术科学与基础科学及骨理科学等多方面
。

因此
,

除采取土述战略技术措

施外
夕

还必须采取以下的配套措施
:

1
.

强化县
、

乡两级领导干部的水土保持意识
夕

使其坚持 自己的厉史使命
,

为官一任
夕

造福

一方
。

对于水土流失严重的沿黄各县
,

不抓水土保持没有出路
,

抓不好水土保持 间样没有出路
。

因此
,

要把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开发实绩
,

作为考核内容
夕

列入县乡两级领导的任期 !J 标
。

实绩突

出
夕

就是好干部
,

晋级提拔优先考虑
; 成绩平平或起色不大者

,

继续留任使其迎头赶上
,

不得随

意调离 ; 任期内完不成治理开发任务者
夕

就地免职
。

各县应向河曲县那样
,

制定科学 的 总 体 规

划
,

经人代会通过
,

一届接一届
,

一代传一代地坚持干下去
夕

决不能一个将军一进令
夕

一任新官

一本 经
。

2
。

控制人才流失
,

造就 “
永久牌

”
建设人 才

一
,

为沿黄地区的经济开发贡献聪明才
`

卿
。

从 目

前情况来看
夕

人才流失的方式
夕

一是截流
,

送出去回不来
; 二二是外流

夕

想方设法走
。

这种只出不

进的局面必须打破
。

具体办法有 3 条
:

一是养
,

就地培养
夕

就地使用
; 一二是请

,

外 出聘请
,

借来

我 IIJ ; 三是耍
,

向上仲手
,

组织调配
。

同时
夕

应制订防止人才流失的有关特殊政策
夕

解除后顾之

忧
,

变
“ 一

飞鸽牌 ” 人才为 “ 永久牌
” 。

3
.

坚持政策的连续性
、

稳定性
,

下大力气落实好 已出台的有关政策条文
,

利用政策的威力
,

调动农 民综合治理开发 的积极性
。

口前最为重要的是落实好户包治理小流域政策
。

户包治理小流

域
,

是水土保持责任制形式 中最雄本的一种形式
夕

符合 I
_

LI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

为巩固和发展户

包治理
,

一定要把省人 民政府 1 9 8 3年发布的 《关于户包治理小流域的几项政策规定》 和 19 89 年发

布的 《关于户包治理小流域政策的补充规定》 落实好
,

让农 民吃下 “ 定 心丸 ” 。

4
.

改革现行的水 !几保持专项资金使用办法
,

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投入
,

吸引社会各部门的闲

散资全
,

投入治理开发
。

目前
,

水土保持专项资金的使用办法是
:

按治理而积或工程最进行定额

补助
,

这种办法弊大
一

J
几

利
,

容易使农 民产生给钱就干
,

为钱而耳
“
的心理

。

这种办法必须改变
,

应

采取以奖代助等办法
,

想方设法让农 民把治理水 仁流失变为 自觉行功
。

5
.

加强多种形式 的舆论宣传
夕

提高全民 的水保意识
,

搞好 监督监测
夕

防 J卜造成新的水土流

失
。

利月l广播
、

电视
、

电影
、

报刊等一 切可利用的宣传舆论工具
夕

积极向全社会宣传水土流失的

危 害
、

水土保持技术
、

水土保持效益 以及 《水土保持法》 ,

使每一个公 民了解搞好水土保持这项

恭本国策的愈义
、

作用和方法
。

在宣传方法
_

L
夕

要做到通俗普及
。

特别是要加强对山区工矿企业

等开发建设单位的宣传
夕

监督他们贯彻执行水
_

L:保持法
,

防患于未然
,

搞好水 上保持工作
。

6
.

水土保持业务部门
,

应转变 白己的职能
,

变管理为提供全程系列化服务
。

服务的重点
:

一 是治理措施 的技术服务 ; 一

二是用好专款的资金服务
; 三是方针政策的宣传服务 ; 四是开发项 「l

的信 仓服务 ; 五是商品生产 的流通服务
。

7
.

水土保持科研部 门应到沿黄地区选点列项
夕

用科学技术指导治理开发
,

提高治理的科学

化程度和经济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