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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平县潮滦河流域综合治理与经济开发

李孝彬 高贵清 吕惠明

(河北省滦平县水保局
·

滦平县
· 。 6 8 2 5。 ) (

裘
国

薪
学

摹
水土保持研究所 )

摘 要 潮
、

滦河流域
,

属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 区
。 “

八五
”
期间

,

在滦平县进行了小流域综

合治理试验
、

示范
,

采取了开发型的综合治理模式
。

以治理生态环境为基础
,

发展经济为 目的
。

具体措施
:

调整种植业结构
;
大力开发荒 山发展林果业

,
种草养畜

。 “

八五
”
结束时

,

工程区 内种

植业每 h m Z

增值 2 5 5 0 元
,

林业每 hm ,

增值 一 5 3 0 元
,

侵蚀模数由治理前的 1 6 4 6 t / ( k m
, · a )降

至 “ l t/ k( m
Z ·

a) 取得明显的经济
、

生态和社会效益
,

生态环境呈良性循环
,

小流域经济系统

得以持续发展
。

关键词 小流域 综合治理 生态环境 经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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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平县位于燕 山东麓
,

坡陡
、

土薄
、

耕地少
,

经济基础差
。

以前搞小流域治理单纯以
“

水不下

山
,

土不出川
”

为 目的
,

忽视了经济开发
,

治理效果往往难以持续
。 “

八五
”

期间
,

我们与中科院水

保所及承德市水保所合作
,

在滦平县进行了小流域综合治理试验和示范工作
,

采取了以治理生

态环境为基础
,

发展经济为 目的的开发型综合治理模式
.

滦平县潮
、

滦河流域分别于 1 9 8 9 年
、

1 9 9 1年被国家列为第 1 3
、

第 14 片重点防治区
,

这为

滦平县大力发展小流域经济奠定了基础
。

1 小流域经济发展途径

小流域经济是在一条小流域内形成的水土保持系统工程体系的基础上得以发展
,

合理安

排农
、

林
、

牧
、

渔业用地
,

调整产业结构
,

使种植业
,

养殖业
,

加工业协调发展才是发展小流域经

济的有效途径
。

1
.

1 以科技为先导
,

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

在贫困山区
,

因贫穷落后
,

科学种田水平低
,

长期以来形成了广种薄收不良习惯
,

耗费了巨

大的资金
、

劳力
,

收益 却甚微
,

有的甚至入不敷出
,

就连温饱问题也难以解决
,

想多打粮就得垦

山
,

形成了越穷越垦
,

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

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

是贫穷落后的根源
,

小流

域综合治理工程的开展
,

给人们指出了一条防治水土流失
,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可行之路
。

只有

立足于科技
,

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

调整种植业结构
,

开展综合治理才是发展农村经济的

基础
,

在充分利用水资源
,

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方面分 为四种类型
:

1
.

1
.

正 对于水热条件允许的地方改 玉米种 植为稻 麦轮作 大苇峪小流域充分利用现有

水源
,

发展基本农田 4 h0 m
, ,

改种植玉米一收为稻麦轮作两收
,

每 hm
,

增值 4 8 00 元
,

不仅解决

了温饱
,

而且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收入
。

1
.

1
.

2 对 于水热条件较差
,

一 收有余
,

两收不足的地方
,

发展小 麦玉米套作 新房小流域

开发玉米小麦套作 田 54
.

h6 m
, ,

每 h m
,

增值 3 1 50 元
。

1
.

1
.

3 对于水热条件相 对不足的地方
,

发展地膜 玉米与
“
四合一

”

玉 米种植 这就是通常

说的玉米 7 5 o k g 种植模式
,

每 h m
Z

增值 1 5 0 0 元
。

1
.

1
.

4 对于 坡地不能修筑梯田
,

暂又不能退耕的 地方
,

采取水平 沟垄种植矮杆 密值 的 豆

类及谷子等杂棘 这不但比散播减轻了水土流失程度
,

而且每 h m
,

增值也在 75 0 元左右
。

根据统计资料表明
,

综合治理的小流域
,

通过调整种植结构
,

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由温饱型

向小康水平过度
,

人均经济收入增加百元以上
。

1
.

2 以荒山
、

荒丘为主攻方向
,

大力发展林果业

由于人 口不断增长
,

薪柴需求量不断增加
,

再加上不合理的采伐方式和过度的放牧
,

林地

面积逐渐减少
,

虽然国家每年都拿出大量的资金造林
,

但 由于以往造林的方法零敲碎打
,

形不

成规模
,

费力不少
,

效益不高
,

缺乏科学性
、

系统性
,

管理 又跟不上
,

有的地方只造不管
,

因此
,

在

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时
,

我们把开发治理荒山
、

荒丘作为主攻方 向和 发展小流域经济的主要源

地
。

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
,

根据立地条件的不同
,

因地制宜
,

合理配置树种
,

并配置适宜的

工程措施
,

为林木的正常生长创造良好的立地条件
,

达到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效益的 目的
。

( l) 植被稀疏
,

立地条件差
,

土壤干旱贫痔
,

坡面破碎的地方 ( 阳坡 )
,

选择耐干旱
,

耐贫膺
,

生长发育快
,

树冠浓密
,

落叶丰富的刺槐和穴播山杏核
,

发展人民生活必须的薪炭林和经济效

益较高的经济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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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立地条件较好
,

坡面较完整
,

土层较厚的地方发展小径级木材为经济 目的的用材林
。

对

于原有植被条件较好
,

灌木较多的地方发展带状乔灌混交林
。

( 3) 在土层较厚
,

水热条件较好的坡脚
,

大力发展 以苹果
、

板栗
、

山植为主的果园基地
。

( 4) 在农 田
、

村庄
、

河流两岸营造以杨
、

柳为主的川地防护林带
,

改善生产生活环境
。

整治荒山
、

荒丘
,

提高工程整体效益的有效途径就是向基地化
、

规模化
、

管理规范化发展
,

乔灌草结 合
,

林果粮综合发展
,

滦平县红莲山工程
,

1 9 8 6 年开始进行综 合治理
.

营造以刺槐
,

山

杏
、

油松 为 主 的水 保林 7 3 h9 m
, ,

以 红 果为 主 的 经济林 4 41
.

hs m
, ,

以杨 柳 为 主 的 防 护林

12
.

Zh m
, ,

林 .可种草 2 3
.

3h m
, ,

修梯 田 2 2 3
.

3 h m
, ,

修环 山公路 6k m
,

护坝 防洪坝 3 s o o m
,

截止

1 9 9 2 年统计
,

森林覆 盖率由 1 9 8 6 年前 的 16
.

7%提高到 70
.

7%
,

人均果园 0
.

0 h8 m
, ,

有林 地

。
.

15 3h m
2 ,

杨柳树 1 20 株
,

其中
: 12

.

Z h m
Z

川地防护林 已郁 闭成林
,

达到椽材规格
,

平均 每 h m
,

蓄积量 48 m
, ,

最高达 75 m
, ,

早期 的 2 1 h5 m
2

刺槐林
,

已产柄把材和矿柱材
,

每 h m
,

增加 效益

1 5 3 0元
,

年 收入达 3 2
.

9 万元
,

4 4 1
.

8 hm
2

经济林 多数进 入结果期
,

其中
: 4 2 7

.

5h m
,

红果 1 9 9 2

年产量达 65 万 k g
,

增加收入 20 万元
,

预计本世纪末果品一项可使工程区内人均增收 50 。 元
。

另外
,

每年在工程措施的埂沿
、

果树行 间种植的各种作物年收入 2
.

0 万元
。

7 年 累计增收 14 万

元
,

以经济林
,

防护林为主体的工程建设
,

有效地 改善了生态环境
,

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
,

据监测工程区侵蚀模数已由施工前的 1 6 4 o t / ( km
, · a )

,

降至 6 5 1 t / ( k m
, · a )

。

在搞好林果业的同时
,

进一步发展果品加工业
,

促进资源增值
,

提高小流域综合治理的经

济效益
。

胡家沟小流域立足于本地盛产的山植
、

杏等果品
,

兴建果脯厂
,

不但安排了农村的剩余

劳力
,

增加了当地农 民的收入
,

而且年创税 20 万元
。

1
.

3 种草养畜
,

缓解林牧矛盾

水土保持人工林
,

在未成林前不允许放牧
,

规划 时
,

虽然划有一定的放牧场
,

但必然有限
,

仅能供给役畜的饲料资源
,

因此
,

产生了林牧矛盾
,

处理好林牧矛盾的主要方法就是种草养畜
,

发展舍养
,

圈养家禽
、

家畜业
。

曹营子小流域利用种草养畜
,

不仅没有影响牧业收入
,

而且比治

理前的牧业年增加 3
.

23 万元
,

提高了 57
.

37 %
。

通过上述综合开发治理的小流域
,

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
、

生态
、

社会效益
,

人民收入普遍提

高
,

生活水平得到改善
,

生态环境呈 良性循环
,

小流域经济系统得以持续发展
。

附表 滦平县列人潮河流域水土保持盆点防治区及已验收四条小流域效益情况统计

流流域名称称 流域面积积 初 期期 1 9 9 1年验收时达到到

((((( km Z )))))))))))))))))))))))))))))))))))))))))))))))))))))))))))))))))))))))))))))))))))))))))))))))
各各各各业收人 (万元 ))) 林草被盖率率 各业收入 (万元 ))) 林草覆盖率率

((((((((((((((((((((((((((((((((((((((( % ))))))))))))))))))))))))))))))))))))))) ( 乡百)))合合合合计计 农农 林林 牧牧牧 合计计 农农 林林 牧牧牧

曹曹营子子 3 4
.

9 666 5 0
.

5 999 4 2
.

2 444 2
.

7 222 5
.

3 666 1 6
.

5 666 9 2
.

1 999 5 3
.

8 999 2 2
.

9 999 1 5
.

3 111 8 2
.

5 888

花花楼沟沟 7
.

888 1
.

333 1
.

222 0
.

111 4
.

888 5 0
.

0 999 2 4
.

7 555 4
.

1 222 1 8
.

7 111 1
.

9 222 8 9
.

999

大大苇峪峪 2 5
.

5 777 3 6
.

6 666 2 9
.

9 666 1
.

999 0
.

333 1 6
.

0 111 1 9 5
.

9 444 1 7 3
.

6 777 5
.

4 444 1 6
.

8 333 8 666

炮炮石沟沟 3
.

1 333 1
.

000 0
.

6 000 0
.

11111 2 3
.

444 1
.

1 555 1
.

2 777 0
.

3 888 0
.

3 000 8 0
.

333

2 小流域经济发展方向
( 1) 树立市场观念

,

充分发挥小流域综合治理优势
,

大力发展高效
、

高产
、

优质农产品及干

鲜果品
,

兴建深加工企业
,

使现有资源得以最大程度利用开发增值
。

(2 ) 立足于土
、

石质山区资源特点
,

以市场为导向
,

树立商品经济观念 积极发展商品型生

产基地
,

多层次
、

多渠道增加产值
,

使小流域治理取得更好的效益
,

加快小康村建设的步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