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雨洪水灾害与森林植被的关系

赵 林 祥

�陕西省汉中地区林业局 �

��  �年 �
、

� 月间
,

汉中地区连降大雨和暴雨
,

引起山洪暴发
,

滑坡垮山
,

江河横

滋
,

堤防决 口
,

造成严重损失
。

为了弄清灾害的成因
,

总结经验教训
,

省
、

地林学会先

后组织了 《水灾与森林》 调查和学术讨论会
,

现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看法
,

供大家

参考
。

这次灾害造成 山区水土严重流失
,

滑坡崩塌 , 江河堤防决口
,

两岸房屋
、

农田遭受

洪水淹冲
,

损失惨重
。

我认为
,

虽然造成这次灾害的直接原因是大气环流引起我区较长

时期的连绵阴雨和较大强度的大雨和暴雨
,

而全区的特别是汉江流域上游的森林植被遭

到严重破坏
,

的确是加重这次灾害的重要原因
。

�
�

滑坡
、

垮 山与森林植被的关系

森林植被对于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
、

抗御山坡滑塌具有独特作用和巨大效能
。

据中

国林业科学院生态研究所测定
,

森林树冠截留的降水一般占总降雨量的�� 一�� �
,

林下枯

枝落叶层总量每公顷达 �� 吨左右
,

它的最大蓄水量为其本身干重的 � 倍
,

即� �� 吨
。

林木

发达的根系
,

可以 固土抗冲
。

据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 �年观测资料
�
在年降水量为 � ��

毫米的情况下
,

林地每亩冲刷量为 � 公斤
,

草地为 �
�

�公斤
,

农地为 � �� 公斤
,

农闲地为

� �� 公斤
,

林地 比农闲地抗冲能力大 � �� 倍
。

据勉县
、

略阳
、

宁强
、

留坝四县不完全统计
,

共发生滑坡
、

垮 山 � 万余处
,

毁房 �
�

�

万多间
,

伤亡多人
。

造成滑塌的原因
,

除地理
、

地质和气象因素外
,

人 为 乱 砍 滥伐林

木
,

毁林毁草开荒
,

挖坡开石
,

使山坡失去植被覆盖
。

一遇大雨
,

地面直接受到冲击
,

径流倾泻
,

切割土地
,

掏挖沟坡固体物质
,

使局部山体失去平衡
,

造成 滑 塌
。

调 查 证

明
,

森林覆盖率大小和滑塌多少适成反比
。

宁强和略阳是我 区森林破坏和毁林开荒较严

重的两个县
,

发生滑坡
、

垮山最多
。

其中
,

宁强县森林覆盖率为 � �
�

� �
,

滑 坡
、

垮 山

� ,

�� �处
,

占全区滑塌总数�� �
�
略阳县森林覆盖率为�� �

,

滑坡
、

垮山 �
, � �� 处

,

占全

区滑坡总数�� �
。

宁强县五丁关 以南的城关
、

铁锁
、

巴山三 区有林地面积��
�

�万亩
,

森

林覆被率为�� �
,

去年 � 月 �� 一 �� 日降雨量为� � �
�

�毫米
,

发生大小滑塌 �
,

� �� 处
� 五丁

关 以北的大安
、

代家坝
、

阳平关
、

广坪四区有林地面积 ��
�

�万亩
,

森林覆被率仅 �� �
,

去年 � 月同期降雨量为 � � �
�

�毫米
,

仅比南三区多��
�

�毫米
,

但滑坡
、

垮山却多 �
, ��� 处

,

等于南三区的 � 倍多
。

南郑县的碑坝中山地带
,

岩层全系老花岗岩与花岗杂岩
,

风化层深

达 � 米
,

是极易发生滑垮的地区
,

由于森林覆被率高达 ��
�

� �
,

滑塌极少
。

碑坝林场��

万亩林区范围内
,

没有一处因滑塌造成房屋倒塌、 人畜伤亡
。

调查证明
,

幼林和疏林抗



御滑塌能力很弱
。

如南郑县黎坪林场八道河集材公路的两侧垮山一处
,

塌体 高�� 米
,

宽

树�米
,

厚 �� 米
,

约 � 万立方米
。

滑塌处一半是老荒地
,

一半是 � �  �年的采伐迹地
。

�� � �

年虽进行了人工更新
,

栽上了华山松和油松
,

幼林未郁闭
。

另外
,

在宁强县五丁关廖家

沟飞播幼林 内
,

也有一处小清塌
。

透里在功 �� 年 �月进行飞播幼林抚育间伐试验 时
,

设

了五块不同保 留密度的标准地
,

每块 �
�

� �亩
。

其中
, 公号标准地原来 每 亩〕

,

� �� 株
,

间

浅
一

了�
,

�并株
,

只保留 � � �株
,

仅占原有株数�� �
,

属
一

于疏林地
。

� 月 � � 日下暴雨
,

这块

标准地内发生滑塌
,

塌体 长�� 米
,

宽 � 米
,

深 �
�

�米
。

由于塌体下面是未间伐的 茂 密幼
一

林 滑塌泥石被阻
。

�
�

灾害轻霍与森林植被的关系

汉中地区 � � � �年 � 月由于山洪暴发
,

河水泛滥
,

致使江河堤防有 �
,

� �� 多处 决 口 ,

被毁村庄 � � �个
,

被洪水冲走和倒塌房屋 � �
�

�� 万伺
,

冲毁
、

沙压农 田 � �万多亩
,

冲毁灌

溉堰渠 �
,

� �  条
,

冲毁水
�

厂建筑铆 � �� 处
,

冲毁水塘�� � 口
、

抽水机站�� �处
、

小水电站 ��

处
,

泥沙淤毁机井 � �� 眼
, �条干线公路和拍己条县社公路遭受严重水毁

。

为什 众会 发 生

如此严重的洪灾 � 我认为
,

重要原因之一是江河上游乱砍滥伐森林
,

自然生态遭到严贡

破坏
,

水源失去涵养
,

水土流失加剧
,

导致江河含沙量增多
,

河道淤积
,

河 床 抬 高 所

致
。

一遇暴雨
,

山洪席卷泥沙
,

一泻而下
,

造成严重危害
。

去年洪水期间
,

据 汉 江 武

及护
‘

娜则
二

。 月刊
一

� � 日
�

愉沙总 肚为 � , � � �万吨
,

侵蚀模数为 �
,

� � �
�

�吨 � 平方公里
, �

为

多年
一

平均输沙量 � � �万吨的 �
�

� 石倍
,

光最大输沙量 ��� �� 年� � �� 万吨的 �
�

� 倍
,

侵 蚀 模

致为多年平均 � �  吨 �平方公里的�� �倍
�
洋县同期输沙量 �

,

� � � 万吨
,

侵蚀模数为 �� �
�

论
�

恶

吨 � 平方公里
, 一

为多年平均输沙量 � � �万吨的 �
�

�� 倍
,

为年最大输沙量 ���  �年� �
,

。下。万

吨的认黑倍
,

侵蚀模数为多年平均 � �� 吨 � 平方公里的 �
�

�倍
。

由于洪水含沙量 增 加
,

形

成河道淤积
。

据实测资料分析
,

城固汉江河段
, �� � �一 � , � �的 �� 年中

,

何床平均淤高 �

米
。

其中
,

江湾至龙王庙一段易为严重
,

最大淤高�
�

�米
。

全河段增加淤沙量 �
,

� � �
�

�万

立
�

示长
,

一

书均每公里增淤名�
�

�万立方米
,

平均每年淤积 � �
。

�万立方米
。

汉江泥沙
一

要来 会

斤陵
、

浅山地仄
,

水 � �几流失面积达 ��
,

� � �平方公里
,

占全区总面积的��
�

, �
,

年平均输

沙晕为 �
,

� �� 万吨
。

这些地区森林人为破坏严重
, �

夏盖率低
。

其中丘陵区有林地 � �万亩
,

占诊区总面积 � �  
�

�万亩的 �
�

� � �
浅山 区解放初 有 林 地 � � �

�

�万 亩
,

占该 区 总 两 积
错 拍 �

�

�万亩 的�� �
。

� 。年破坏成林约 �� �万亩
,

森林覆被率下降到 � � �
。

略阳
、 ‘

宁强两

具森林覆被率均在 � � �万以下
,

年平均输沙量分别为 � � �万吨和苏�� 万吨
,

两县的输沙从占

全仄每 年总输沙景 �
�

� �� 万吨的一半以上
。

宁强县五十年代中期有森林面积 ��  万亩
,

森

林覆被率
一

为�。�
。

后来由于大炼钢铁
、

大量开荒
,

列六十年代中期森林面积减少 为盯
, �

万亩
,

森林覆盖率下降到�� �
,

导致水土流失加重
,

河流输沙量剧增
。

据铁锁关水文站

资料
,

毁林开荒严重的 � � � �一 �� �� 年
�

年平均输沙最达� �
�

�� 万吨
,

比 �� 年平 均 值 � �
�

�

万吨高出 �
�

�倍
。

去年 � 月洪水期间
�

悬移质输沙 总 量 达 � �
�

� 万 吨
,

为 � � 年 平 均值

的�
�

�倍
。

森林具有蓄水拦洪的巨大作用
。

森林具有复杂的垂直结构
,

由上到下
,

有林冠层
、

灌木层
、

草本植物层
、

苔葺层
、

枯枝落叶层
。

这些层次
,

可以削弱降水强度
,

减少地表

径流
,

减轻雨水对地面的冲刷
。

一般林地可减少地表径流 �� 一 �� �
,

日降雨量在 �� 毫米



以下
,

林内不会发生径流价 同时森林土壤疏松多孔
,

其透水饯可超过农耕地的两倍
,

为

无林荒地的石一 � 倍
。

每亩林地比无林地能多蓄水 �� 立方米
, � 万亩森林的蓄水量就等

于 �。。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所以
,

人们形象的把森林称为
“
绿色水库

” 。

据美国资料
�

在两个不同地区
,

一个是森林遭到破坏区
,

一个是森林茂密区
,
经巧年测定

,

年平均降

雨量为�� �毫米时
,

森林破坏区比森林茂密 区流失水量增加�� �
,

洪水流量增由口�� �
,

土

壤流失增加 �
� ’

�倍
。

恩格斯在论述俄 国破坏森林造成的后果时指出
� “

无情地砍 伐 林木

毁坏 了土壤水分的贮藏所厂雨水和雪水没有来得及渗进地里就很快顺着 小 溪 和 大河流

走
,

造成 了巨大的水灾⋯⋯
” 。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
,

森林植被的
一

多少和破坏程度与暴

雨洪水灾害的轻重有密切的关系
。

例如宁强县五丁关相接壤的两条沟
,

一条是廖家沟
,

流域面积 �
,

� �� 亩
,

其中林地�
, � �� 亩

,

森林覆盖 率 达� �
�

� � , 灌木
、

草 坡� � 亩
,

占

��
�

� � , 耕地� �� 亩
,

占
。 �

�

� �
。

�蛇 �年暴雨期间
,

水土流失轻微
,

小爆方�处
,

冲毁耕

地 � 亩
,

道路无毁坏
。

另神条是姬家沟
,

流域面积 �
, � �� 亩

,

其中林地� �� 亩
,

森林覆盖

率仅 � �
�

� � � 杂灌
、

草坡 � �� 亩
,

占�� � , 耕地�
,

� �� 亩
,

占� �
。

� �
。

去年暴雨期间水土

流失严重
,

塌方 � 处
,

冲毁耕地�� 亩
,

冲垮川陕公路路基一段
,

造成严重损失
。

又如留

坝县上南河流域面积为��
�

�万亩
,

其中国有林 ��
�

�� 万亩
,

省属汉西林业局在这 里 进行

王伐
, ‘

现 已皆伐 �
�

�万亩 ,
·

占原有林面积 ��  
,

共生产木材 � �
�

� �万立方米
,

超过原设计

采伐量
。

几年来更新造林保存面积只有�
�

�万亩 �已成林 �
�

�万亩�
,

仅占采伐面积 ��  
,

林地面积减少 � �
�

��
,

林木蓄积减少�� � 以上
。

由于过量采伐
,

砍的多
,

造的少
,

森林

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 �� �  年 � 月份降雨 �� �毫米

,

山洪暴 发
,

来势很猛
,

河水涨落仅 �� 分

钟
,

冲毁全流域 �� � 的河坝地和公社房屋
,

冲毁公路 � 公里
,

桥梁 �座
,

冲走木材 �� �立

方米
。

和它相连的火烧店流域
,

总面积为 �� 万亩
,

其中
,

国有林 � �
�

�万亩
,
加 上 集 体

林
,

森林覆盖率达 �� � 以上
。

这里森林保护较好
,

未遭受大的破坏
,

� �  �年 � 月份降雨

量和上南河相同
,

但由于森林蓄水拦洪的作用
,

洪水涨落长达四小时
,

因而受灾较轻
,

只有小塌方一处
,

公路
、

农 田基本完好
。

此外
。

围河造 田
,

破坏护岸林
、

草
,

也是加重水灾的一个原因
。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

代后期
,

汉江两次以生扮治理为 资
,

在堤岸
、

河滩造林�
, � �� 多亩

,

栽 植 芭 茅�
�

�万多

亩 收到了抗洪保堤的 良好效果
。

七十年代初
,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
,

由于 “
左

” 的思

想指导
,

提出
“
向河滩要地

” 口号
,

大部分河岸林
、

草被毁
。

洋县黄安公社原来在河滩

种芭茅 �
,

� �� 多亩
,

每年割简草 � �� 多万斤
,

收入 � 万多元
,

解决了全社 �
,

�� �多人� 个月

的燃料
。

� � � �年陆续开垦种地
,

今年洪水把河滩地拉了一道槽
,

成 了乱石窖 � 磨子桥公

社杨家湾大 队原有洋槐护岸林� �� 亩
,

从� � � �年开始毁林种粮
,

在 � � � �年洪水 中光 秃秃

的河堤被全部冲毁
。

�
�

水库淤积与森林植被的关系

森林的护库防淤作用十分显著
。

山上绿油油
,

水库清水流 , 山上大开荒
,

水库命不

长
。

南郑县强家湾水库建库开始就大抓植树造林
,

现 已绿化了流域内的 八 条 沟�� 个 山

头
,

共植树 � �� 万株
,

林木蓄积达 �� 万立方米
,

由于森林植被好
,

淤积轻微
,

多 年平均

年淤积量未超过正常库容�� ��
。

但在 � �  �一 �� � �年
“
大跃进

”
期间

,

由于上 游大 量开

荒
,

每年平均淤积泥沙 4 万多立方米
,

以后他们及时收回了乱开的坡 耕 地2
,

50
0 亩

,

重



新种上树
,

加上其它措施
,

‘

基本控制了水土流失
。

据197 , 年实侧
,

25 年共淤积泥沙44
.2万

立方米
,

仅占总库容883 万立方米的5%
,

平均年淤积1
。
9 万立方米

,

近年来又降到l万立

方米左右
。

相反
,

一些水库由于上游和库区绿化很差
,

森林植被遭受严重破坏
,

水土流

失严重
,

库容淤积速度惊人
。

如勉县四沟水库
,

库容为2石万立 方米
,

1 9 5 8 年建 成
,

到

196 1年已被泥沙淤满
。

洋县都家沟水库
,

库容为213 万立方米
,

用了24 年
,

已淤积1“万

立方米
,

占正常库容49 %
,

预计再有25 年就会淤平
。

南郑县红寺坝水库正常库容为2
,

29
0

万立方米
,

据1979年实测
,

泥沙淤积t 达420 万立方米
,
淤积锥体已由库尾向主坝 推 进

3.5公里
,

库容减少到1
,

8
70 万立方米

,

年均减少 21 万立方米
。

4

.

水灾绷率与森林植位的关系

汉中地区解放初期
,

森林覆盖率约在40 % 以上
。

由于 良好的森林植被
,

气候温和
,

雨盘充沛
,

适宜人们生活和农业生产
,

鱼米丰盛
,
被誉为

“
小江南

” 。

全区的林业建设

30 年来有所发展
:
人工造林保存面积28 0万亩

,

飞机播种造林120 万亩
,

可望成林约 60 万

亩
,

封山育林
、

天然更新约100 万亩
,

共计增加幼林340 万亩
。

目前已郁闭成林的有157 万

亩
,

占保存面积的46 %
。

但是
,
长期以来

,

由于受
“
左

” 的思想影响
,

执 行
“
单 一 抓

粮
” 的错误路线

, 以及政策多变和工作上的严重失误等原因
,

原有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

坏
,

成材林木大量减少
,

现在全区能够发挥防护效益的森林面积 (包括中林和成林) 对

全区总面积的覆被率 已经下降到11
.6%

,

有些地方森林分布线后退了二三 十 华 里
,

有

的山区社 队己成为无木材
、

无烧柴
、

无林副产 品的 “三无
” 穷队

。

近年来汉中地区对森

林的破坏主要有
:

一是大炼钢铁和食堂化时期
, 那时本区和外来民工 100 多万人

,

乱砍滥伐一个冬春
,

使150 万亩成林变为疏林和灌木丛
,
食堂化大量砍林为薪

,

甚至连 经 济林也不能幸免
,

毁林约 50 万亩 ;

二是大开荒
,
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尤为严重

, 全区约毁林200 万亩
。

解 放 后 30 年统

计
,

全区共开荒增地227 万亩 (实际面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

如宁强县上报耕地面积为50 万

亩
,

1 9 7 5 年布点测量为175 万亩
,
实际是上报面积的三倍多)

。

据调查
,

镇 巴 县 19 50一

1979年累计开荒64
.2万亩

,
其中一半是林地

。

在1959一1962的 4 年 中
,

共 开 荒36
.6万

亩
,

占开荒总面积57 %
,
年平均开荒9

.
15 万亩 ,

三是修建铁路
、

公路
、

大型水利工程和开矿取石
,

约毁林30 万亩
。

其中修建襄渝铁

路
,

民工做饭砍柴
,

仅镇巴县东升区就毁林10 万亩
,

洋县引酉水利工程民工伐木砍柴
,

仅

八里关公社就有一万多亩森林被砍光
,

当地群众至今还在告状 ,

四是森工过量采伐
。

陕西省森工局在汉中地区办 了以主伐为业的长青
、

汉西林业局

和龙草坪林场
,

年伐木10 万立方米左右
,

现 已将30 多万亩森林伐光 ,

五是森林火灾和森林病虫害
。

历年因火灾烧毁森林巧万亩
,

其中1978年西乡县龙池

发生火灾
,

竟烧 了三天三夜
,

烧毁林地
、

竹子
、

灌木一万余亩
。

近年森林病虫害也大量

发生
,

特别是华 山松大
、

小蠢虫
, 危害致死林木20 多万亩

。

据林业清查资料
.
截止1976年

,

全 区有林地面积1
,

5
25 万亩 (地属 1

,
3

37

.

5 万亩
,

省

长青
、

汉西林业局属 188 万亩)
,

森林覆盖率为35 %
。

林业清查后
,

森林面积和蓄积继续

减少
,

特别是近年以来
,

一些社队片面理解
“
发挥优势

” ,

认为 “
伐木挣钱就是靠山吃



山” ,

走
“
砍树致富

”
的道路

,

大量掠夺式采伐
。

加之
,

木材多头经营
,

各个方面都向

林区伸手
,

形成
“
一把锄头造林

,

多把斧头砍树
”
的局面

,

致使许多交通沿线变成荒山

秃岭
。

随着我 区交通事业的发展
,

森林资源破坏程度 日益加剧
。

群众说
: “

公 路 进 一

尺
,

森林退一丈
” 。

这是很形象的比喻
。

全区林木年生长量 (用材 林894 万 亩
,

薪炭林

22 0万亩
,

灌木林62 4万亩
,

共计1
,

7
38 万亩

。

按每亩年生长量。
.
08 立方米计算) 为136 万

立方米
,

年消耗量共 17 7
.5万立方米

,

为生长量的13 0 %
,
超过生长量41

。

5 万立方米
。

其

中
: ( 1 ) 山林火灾

、

森林病虫害每年损失 6 万立方米
; ( 2 ) 烧柴

,

全 区 按30 万 户

计
,

每户每年烧柴5
,

0
00 斤

,

折2
。

5立方米
,

消耗蓄积75 万立方米 ,
( 3 ) 社 员 修 房 用

料
,

按2
.1万个生产队计

,

每队每年 2 户修房
,

每户用材 3 立方米
,

共需木材12 万 立方

米
,

消耗蓄积36 万立方米
,

( 4 ) 木材收购和国营林场采伐木材共 4万立方米
,

消耗蓄

积12 万立方米 ,
( 5 ) 社队加工出售木材 4 万立方米

,

消耗蓄积 12 万立方米; ( 6 ) 物

质供销部门收购床板
、

农具
、

棍棒等 4 万立方米
,

消耗蓄积12 万立方米 ,
( 7 ) 每年砍

耳棒50 万架
,

按 5 架消耗蓄积 1立方米计
,

共消耗蓄积10 万立方米 ,
( 8 ) 每年种夭麻

20 0万窝
,

每20 窝消耗蓄积按 1 立方米计
,

共消耗蓄积10 万立方米 , ( 9 ) 每年 烧 木炭

50 。万斤
,

约消耗蓄积2
.5万立方米 ,

( 1 0 ) 割漆
、

剥皮等
,

每年约死林20 一30 %
,

损失

蓄积 2 万立方米
。

1 9 7 7 一 1981年全区约减少中
、

成林地55 万亩
。

其中仅镇巴一县
,

1 9
79

比19 76年有林地就减少了 5 万亩
,
灌木林减少了52 万亩

。

截止1981年
,

全区成林面积共减少5冈万亩
。

按每亩林地比无林地多蓄水20 立 方米

计
,

共减少蓄水1
.1亿立方米

,

相当于损失一个石门水库 , 无林地每年每亩土壤 流 失量

按2
.
2吨计

,

这些林地共流失土壤1
,

2
10 万吨

,

约等于全区年平均输沙量的一半多
。

1 9 7 7 年全 区林地中
,

按用途分
,

用材林894
.85万亩

,

占69
.1% , 防 护 林100

.
35 万

亩
,

占7
.5% ;经济林92

.8万亩
,

占6
.9% , 薪炭林220

.92万亩
,

占15
.7%

。

按林龄分
,

幼

龄林717
.49万亩

,

占53
.6% , 中龄林317

.75万亩
,

占23
.7% , 成熟 林181

.35 万 亩
,

占

13 .5% ; 另外还有疏林44
.
72 万亩

,

灌木林624
.
03 万亩

。

从上述表明
,

我 区森林中幼林多
,

灌木林多
,

成熟林少
,

防护林少
,

由于
“
两多 ,,

“
两少

” ,

森林蓄水拦洪
、

保持水土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弱
。

随着森林植被的大量破坏
,

水灾频率大大提高
。

据史料记载
,

公元前53 1一1949年
,

汉中地区共发生水涝灾害16 4次
,

平均15 年一次
;
而十九世纪以来

,

平均每五年一次
;
二

十世纪更为频繁
。

镇巴县从1959一1979年的21 年中
,

出现暴 雨93 次
,

年
’

平 均 4 次多
,

2 9 6 5一2979年的15年中
,

发生较大水灾 5 次
,

平均 3 年一次
。

其中
,

1 9 7 5

、

1 9 7 9 两年连

续发生
,

共冲毁河堤91 万丈
,

房屋5
,

9
00 间

,

水田 3
.
4万亩

,

早地19
.4万亩

,

死亡多人
。

1 9 7 9 年 了月14 一 15 日的16 个小时
,

降雨量达 150
.2毫米

,

全县受灾农田36
.8万亩

,

冲毁河

堤17
.5公里

,

死伤几十人
。

宁强县1972一1981年的 10 年 中就有 6 年暴 雨
、

洪 水 成 灾
。

1 9 8 1年 8 月水灾
,

全县受灾农田 24
.
4万亩

,

其 中
,

近 期 无 法 恢 复 的67
,

1 6 1 亩 (水 田

11 ,
0 8 0 亩

,

早地56
,

0 8 1 亩)
,

占全县耕地总面积 13
.4 %

。

5

.

紧息呼吁和建议

当前
,

乱砍滥伐林木
、

毁林开荒等破坏森林资源问题不但未能加 以制止
,

有的地方

反而更趋严重
。

他们 以
“
生产自救

” 为名
,

乱砍滥伐树木
,

高价出售 , 以 “
耕地被冲

”



为由
,

继续毁林毁草开荒
。

这种救灾作法
, 只会 “越救越灾

” ,

受到 自然界 更 大 的 惩

罚
。 几

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 中指出
: “我们不要过于得意我们对 自然界的胜利

。

对于

我们的每一次胜利
,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 ·

·

⋯美索不达米亚
、

希腊
、

小亚细亚以及其

它各地的居民
,

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
,

但是他们却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

因此全为荒芜不毛之地 , 。 “8 1
·

8
”
水灾就是自然界的一次报复

。

如果我们还不觉悟
,

不下决心坚决制止对森林植被的破坏
,

必将受到 自然界更严厉的惩罚
。

可以预言
:
秦巴

山区森林毁灭之 日
,

就是汉中
“
粮仓” 变为 “不毛之地

”
之时 I 这并非危言耸听

,

而是

破坏森林植被的必然结果
。

今天十分迫切的是
,

我们要象救火那样
,

全民总动员
,

大家

都来抢救森林资源! 为此建议
:

1.彻底纠正 a
单一抓根” 的错误作法

,

切 实调整农业内部结构
。

林区县要认真执行
“以林为主

” 的方针
,

其它县也应农
、

林
、

牧并举
,

用抓粮食的劲头
,

搞水利的投资
,

去加强林业建设
。

平川和浅山丘陇应以人工造林为主
,

偏远山区要大搞飞机播种造林和

封山育林
,

迅速扩大森林资源
,
提高森林覆盖率

。

2
.

切实保护好现有森林资源
。

要认真贯彻 《森林法》和中共中央
、

国务院 《关于保

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间题的决定》
,
迅速落实山林权属

,

实行林业生产责任制
,

调动广

大群众爱林
、

护林的积极性, 实行木材集中统一管理
,

制止非林业单位伸手林区的棍乱

局面 , 社队和社员个人进行采伐
,

一定要按计划履行批准手续
,

采伐t 不得 超 过 生 长

量 , 大搞采伐
、

造材
、

剩余物加工的缘合利用. 提高木材利用率 , 大 力 推 广煤
、

沼代

薪
,
以钢材

、

塑料
、

水泥制品代木 , 建立林业公
、

检
、

法机构
, 以法治林

,

严肃查处乱

砍滥伐
、

毁林开荒
、

放火烧山等案件
,

对首恶分子一定要严厉打击
,

对参与
、

支持
、

纵

容的领导干部应追究法律责任
。

3

.

秦巴 山 区森林均属水源涵养林
,

不 宜进行大面积 皆伐
。

建议将省属森工主伐局
、

场改为以经营为主的林场
,

实行封
、

护
、

育
、

造
、

用五结合
。

国家所需木材 可 分 摊 给

各国营林业局
、

场
,

用抚育间伐的办法解决
。

各国营林场都应贯彻
“以营林为基础

” 的

方针
,

彻底改变
“ 以原木生产为中心

”
的错误作法

,

大搞综合利用
,

开展多种经营
,

以

林养林
。

4

.

加强时林业工作的领导
,

建立健全林业机构
,

充实林业管理人 员和技术 力童
。

各

级党委
、

政府第一把手应亲自抓
,

都要有专人主管林业
,

要彻底改变一些地方兼而不管

和捎带管的状况
。

重点林区应建立林业工作分站
,

林区公社配备专职林业干部
,

真正做

到上有头
、

下有腿
,

把保护森林发展林业的任务落到实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