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治理国土l履促进生态平衡

一

一德庆县 3 2年的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广东省德庆县人 民政府

一
、

从穷山恶水到林茂粮丰

我们德庆县是个有 2, 2 5 6
。

7平方公里总面积的山区丘陵县
,

其中山地面积 26 2万亩
,

耕地只有 2 6
。

4 7万亩 (水田 22
。

74 万亩 )
。

全县 2 9
.

7万人口
,

其中农业人 口 2 6
。

4万
。

每 人

有山地近 10 亩
,

水田只有 0
.

9亩
,

是个历史性的水土流失严重的县份
。

据记载
,

道 光 8

年开始毁林
,

渐渐把林木砍光了
;
后来还把山上的树头也挖出来烧碱烧炭

。

毁林 后 的第
十年

, “
道光十八年夏

,

大雨
,

金林山始崩
。 ” (当时德庆县分三乡

,

即金林
、

悦城
、

晋康 ) “ 利之所在
,

搜剔靡遗
,

木根尽则山枯
,

遇雨而沙随漂败
,

荒 田 亦 日 增
” 。

从

此
,

祸不单行
。 “ 清朝同治 9 年 6月

,

(距今 12 3年 ) 金林大雨
,

山洪冲毁民房数百座
” 。

崩山从金林乡开始
,

州志记载
: “

迩年
,

沙埠大半摧塌
,

田霆于沙
,

不可耕作
, 民多逃

亡
,

力食于粤西者万计
” 。

德庆县的恶性循环
,

就是始于道光皇帝和当时腐败无能的地
,

方官
,

从毁林开始
,

以害人告终
。

生态环境的破坏
,

使德庆水土流失 日趋严重
,

人民生活每况愈下
。

据调查
,

解放初

期
,

全县有 7 78 平方公里 (占山地面积的 44 % ) 存在不 同程度的水土流失
,

较严重 的 有

37 8平方公里
,

其中严重片蚀的 1 6 2 。 6平方公里
,

沟蚀 1 5 0
。
2平方公里

。

崩岗面 积 5 6
.

6平

方公里
,

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崩 口 6 1 。 4个
,

有的多达 1 00 多个
,

崩塌量大
,

侵蚀模数 每 平

方公里为 4
。

8一 8
.

5万吨
。

小的崩 口流失 3 ,

00 0一 5 ,

00 0立方米
,

大的崩 口多至 5 一 6 万立

方米
,

淤埋农田
,

河床 日高
。

全县 14 万亩农田受害
,

其中淤埋 2 万多亩
,

黄泥水为害 5

万多亩
,

地下水位高的低产田 7 万多亩
,

高产稳产农田不到 30 %
。

全县 1 73 个大 队 中
,

有水土流失的 86 个
,

占50 %
。

现在的马好古垒大队
,

是个 28 5户
, 1 ,

41 3人
, 1 , 6 68 亩 水

田的大队
,

有山地 9 , 8 00 亩
,

有崩山口 3 96 个 , 过去受崩山为害的农田达 1 , 2 00 亩
,

年亩

产 3 00 斤左右
。

1 9 4 3年一场暴雨
,

山崩堤缺
,

稻田淹渍
,

房屋倒塌
,

满目荒 凉
,

被迫卖
儿卖女的有 27 户

,

饿死的 30 多人
,

离乡背井
、

外出逃荒的有 3 00 多人
。

金林乡的径 心 河

两岸流传着
: “

径心河
,

黄水翻
,

一江黄沙一江泪
,

昔 日粮川无米煮
,

迫 人逃 荒 田成

滩
”
的怨歌

。

历尽沧桑
,

几经浩劫
,

沦为穷山恶水
。

农民流离失所
,

五业凋零
,

成为广

东历史上有名的山区穷县之一
。

历史记载
,

德庆曾有 33 万人
,

但到解放时
,

全县仅有 17

万人 口
。

解放后
,

历届县委和政府领导同志认为
:

只要站在德庆人民利益的立场上
,

就要抓



治山治水
,

造林绿化
,

控制水土流失
,

把水土保持看作是山区建设的生命线来抓
。

33 年

来
,

在
“
驯服崩山虎

”
的思想指导下

,

坚持国土治理工作
。

从开天沟
、

筑谷坊和拦沙坝到

崩 山削级
,

台阶绿化
,

从点上综合治理到大面积的封山育林造
’

林 的 植 物治理
,

共计筑谷

坊 9
,

3 62 座
,

拦沙坝念8 6座
,

沟池工程 17 万多米
,

共计完成土石方 1 , 2 50 万立方 米 ; 投放

了 1
,

22 。万个工 日
,

花去工程费 1 , 2 00 多万元
,

其中国家投资 2 00 万元 ; 造林 2 13 万亩
,

其

中成活 1 3 1
.

8万亩
,

使全县有林面积从 79 万亩增至 2 01 万亩
。

初步治理流失面积 33 8 平 方

公 里
,

为严重水土流失面积的 89 %
,

其中效果显著的有 5 0平方公里
。

经过长期的大面积

综 合治理
,

德庆县出现了一个较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

目前全县的绿化率从解放前的

30 %增至 85 %
,

覆盖率从 16 %增至 60 %左右 , 农田经过整治
,

早涝保收面积 已达 82 %
,

粮食年亩产从解放初的 350 斤
,

提高到 1 ,

21 8斤
,

总产量从 9
,

0 00 万斤增至 2
.

6亿斤
,

变缺

粮县为余粮县
,

每年上调给国家的商品粮 6 , 4 00 万斤 ; 木材年产量从 1
,

9 00 立方米增至 4

万立方米
,

立木蓄积量从 70 万立方米 (亩产不到 1立方米 ) 增至 46 3万立 方 米
,
松脂年

产量由 1` 3 38 吨发展到 1
。

6万吨 , 农村每人收入从 1 9 5 7年的 43 元 增 至 1 9 8 2年 34 3元 (包括

社员个人收入 )
。

坚持治山治水
,

植树造林
,

使德庆县的自然生态从恶性循环逐步走上

良性循环
;
在经济效益上

,

从穷山恶水到林茂粮丰
,

五业兴旺
,

并为长远致富打下了基

础
。

二
、

从单一治理到综合治理

回顾 3 3年来
,

坚持治山治水
,

改变恶劣自然环境的历程
,

通过不断的实践
、

认识
、

再实践
、

再认识
,

我们逐步认识到
,

水土流失的不可逆性和水土保持的可控制性
,

坚持根

本治理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

能充分发挥效益的综合性和连续性
。

积极贯彻防治并重的水

土保持方针
,

同时根据事物不断运动的规律制订和实施全面防治的措施
,

收到了一些成

效
。

我们相信
,

国土必能治理
,

必然能创造出一个相对稳定的绿洲
,

繁荣的各项经济建

设
。

这里
,

有几点体会
:

(一 ) 从实践中确立水土保持是山区生产的生命线的地位

水土流失是客观存在的
,

是 自然界各种事物运动的必然规律
,

然而
,

积极地防治是可

以控制水土流失的
。

全县丘陵地 区的山地
,

由于长期失去森林和地被物的覆盖
,

土壤裸露
,

岩石风化加剧
。

特别是花岗岩地区
,

化学风化十分剧烈
,

风化层深厚而疏松
,

加上人为不

合理开荒
,

挖树头等等
,

水土流失 日趋严重
。

解放后
,

广大贫苦农民虽然推翻了地主阶

级
,

分到了田地
,

但是崩山还在造孽
,

人民在经济上却一直无法翻身
。

每逢大雨一 来
,

“
黄龙 , (即黄泥水 ) 满地翻滚

,
毁坏村庄

,

吞没农田
,

同翻身农民争夺土地
,

争夺粮

食
。

到头来
,

不少群众还靠政府的救济粮 、 救济款过 日子
。

根据水土流失的规律性和危

害性
,

历届县委
、

县政府认为
,

这是可以改变和应该得到控制的
,

只要站在德庆人民利

益的立场上
,

就要为改变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而努力
。

为此
,

他们积极带领广大人民群

众
,

向穷山恶水宣战
,

坚持不懈地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

把水土保持工作作为农业基本建

设来抓
。



五十年代
,

在合作化高潮中
,

全县掀起了群众性的治山治水工作热潮
,

在水土流失

的坡面
、

侵蚀沟和崩山 口
,

分别修筑天沟
、

等高沟
、

谷坊和拦沙坝等蓄水拦沙
、

保持水土

的工程措施 , 开展了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
。

到 1 9 5 7年
,

全县完成了 4 00 多万土石 方 的

水土保持工程
,

对控制水土流失发挥 了一定的作用
。

当时的新抒公社中洞大队
,

在治山治

水工作上受到国务院的奖励
。

但由于后来极左错误路线的干扰
,

出现了解放后森林的第

一次大破坏
。

加上我们经验不足
,

治理过的工程缺乏维修
,

生物措施跟不 上
, 1 9 6 1年连

续三场暴雨
,

治理工程遭到了严重的冲毁
,

大量的黄泥水冲进农田
,

全县涝灾面积达 6
。

8

万亩
。

六十年代
,

我们通过对崩山最严重的新抒
、

官好
、

马抒等公社的调查
,

总结推广马

好金鸡山 以造林绿化围封崩山 口 ,

结 合工程措施治理的经验
,

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

消除

了群众中流传
“

崩山治得好
,

麻疯佬也医得好
”

的错误思想
。

金鸡山的示范作用
,

对我们

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

此后
,

我们除了继续抓好工程措施外
,

更为注意的是把工程措施和

植物措施紧密地结合起来
,

发动群众大搞植树造林
,

坚持连续治理
。

从县的领导 同志到

公社
、

大队的干部
,

都带头植树造林
,

人人搞营养杯育苗
,

全县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

植树造林活动
。

1 9 6 3一 1 9 6 6年这 4 年里
,

全县共造林 29
。

2 万亩
,

平均每年 造 林 7
。

3万

亩
。

马抒公社古垒大队在这期间把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结合起来
,

大搞植树造林和封山

育林
,

努力做到治一片
,

造一片
,

封一片
,

成一片
,

使有林面积达到 8 , 8 10 亩
,

绿 化 率

达 8 9
.

6% , 水土流失得到有力的治理和控制
,

基本解除了崩山对农田的威胁
,

生产条件

大为改善
,

农业稳产 高产
, 1 9 8 0年亩产达 1 , 4 28 斤

,

成为全县一个比较高产的 大 队
。

这

个大队不但摘掉了吃返销 粮 的 帽 子
,

而且每年可为国家提供商品粮 7 , 7 00 多担
。

七十年代
,

我们根据水土流失严重和外洪威胁的情况
,

从实际出发
,

提出
: “ 战胜

西江水
,

根治悦 (城 )
、

马 (灯 ) 河
,

驯服崩山虎
,

改造低产田
”
的治理任务

,

得到广

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

在狠抓水土保持工作的同时
,

全面地进行山
、

水
、

田
、

林
、

路综

合治理
。

具体措施是
:

沿江筑堤围
,

上游建水库
,

下游疏通河道
,

山上种青松
,

改造低

产田
。

在极左错误路线的膨胀期间
,

我们没有
“ 大办采育场

” ,

也没有多少
“ 大寨田 ” 。

这个期间的两任县委书记都曾带领部委办局的同志
,

水利
、

林业部门技术人员
,

为全县

最大的一条河流
·

— 悦城河作水土资源的调查研究
,

从源头到河口
,

从主 流 到 支 流
,

爬 山涉水
,

逐村访问
,

白天逐段勘察
,

晚上虚心听取群众意见
,

终于制订了治理规划方

案
:

在水土流失地区
,

大搞造林绿化
,

控制水土流失
; 在河道上游

,

广筑山塘水库
,

调

节流量
,

防洪抗早 ; 在河流中游
,

实行裁弯取直 , 下游疏通河道
,

从播植到悦城河口
,

共拔掉拦河草木破 21 座
,

同时建设排灌设施
。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
,

大多数工程相继完

成
, ,

发挥效益
。

从 1 9 7 3年以来
,

沿何两岸几个公社没有决过堤
,

保护了农田
,

年年都夺

得了丰收
。

在这期间
,

马抒河流域也整治了崩 山
,

大搞崩山削级
,

台阶绿化
,

进行大面

积的封山育林和河道整治
,

同样收到了 良好的效果
。

(二 ) 发展和保护森林资源是防治水土流失的根本措施

水土流失的加剧或减轻
,

其因素是多方面的
,

而起决定作用的是地面的覆盖
,

尤其

是森林的覆盖
。

全县严重的水土流失始于毁林
,

恢复森林被覆是控制水土流失
、

恢复地



貌主要途径
。

然而
,

破坏森林容易恢复森林难
。

且不说政策多变
,

财力不足
,

就是在植

树造林中还存在生长慢
,

周期长
,

面积大
,

任务重
,

难成活
,

在流失了表土和在崩岗上

栽树更难成活等间题
。

33 年来
,

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
,

大力发展和保护森林资源
,

旨在

从根本上控制水土流失
,

治山致富
。

在这方面
,

我们主要抓了两个环节
:

一是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现有山林
。

第一
、

禁止乱砍滥伐
。

多年来
,

各级领导都十分强调这方面的工作
。

1 9 8 0年国务院

发出 《关于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急通知》 之后
,

县委
、

县政府
、

县人大常委通过

各种形式反复宣传
,

使之家喻户 晓
。

1 9 8 2年中共中央
、

国务院发出制止乱砍滥伐的紧急

指示后
,

县委
、

县政府除通过组织宣传贯彻工作外
,

还多次召开有关工作会议
,

常委分

工
,

带头下乡进行大检查
、

大清理
,

处理滥伐案件
,

使全县掀起了一次深刻的爱林教育

高潮
。

早在 1 9 7 8年
,

全县范围内队队设立了护林队伍
,

还具体制订了乡规民约
,

并给予

适当的补助
,

每年由县召开一次总结表彰大会
。

现在县设有林业公安分局的护林大队 15

人
,

各公社设有脱产的护林 中队 1 40 人
,

大队有专业护林员 23 0多人 , 全县在水陆交通要

道设置木材
、

木柴检查站进行执法护林
。

在落实林业
“ 三定

” 工作后
,

各社 队均健全了

护林制度
,

对滥伐者除没收实物外
,

还从经济上重罚处理
,

情节严重的依 法 惩 办
。

为

此
,

全县一直没有 出现过大范围的乱砍滥伐事件
。

第二
、

防止过量砍伐
。

明确森林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保土保田
。

全县松林面积占有

林面积 的70 %
,

明确松林要经采脂后才砍伐
,

实行计划砍伐
,

凭证砍伐
,

木材木制品归

口经营
。

第三
、

禁止毁林开荒
。

这方面抓了退耕还林
,

不搞开山造田 , 明确规定责任山
、

自

留山
,

不准毁林开荒
,

不准只种作物不造林
,

否则集体有权收回山地
,
社员在责任山上

问种其他树木或作物
,

不得影响林木生长
,

不准破坏水土保持
。

第四
、

合理采伐利用
。

为保护森林资源
,

采脂实行
“
六不准

” ; 实行用林管林责任

制
,

不准剃松撞
。

第五
、

坚持封山育林
。

历年来
,

都是坚持把贯彻封山育林的规定同发动群众制订乡

规民约结合起来
,

对不同类型的山林分别全封
、

半封和轮封
。

第六
、

坚持做好两防 ( 防止山林火灾和森林病虫害 ) 工作
。

二是坚持造林绿化
,

发展新林
。

在切实管好现有林的同时
,

历届县委都下大力气发展新林
,

贯彻
“
封

、

管
、

造 ”
并

举的方针
,

以更新老残林
,

保证林地面积的扩大和发展经济效益
。

33 年来
,

坚持每年造

林 5一 10 万亩
,

共计人工造林 21 3万多亩
,

其中成活的有 1 31 万多亩
。

我们采用了多种造

林方式
,

如直播造林
、

各种不同苗龄造林
、

营养盅 (土
、

袋 ) 育苗造林
、

飞播造林和各

类型整地造林
,

水土流失严重地区采用鱼鳞坑造林
,

崩山口地区采用削级台阶造林等
,

以此保证造林质量
。

同时
,

也采取了各种组织形式的专业管理
,

确保幼林成长
。

(三 ) 通过各种途径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

是能够取褥续合性
、

连续性洽理效果的

水土流失地区的生产潜力很大
。

随着人 口密度的增大
,

生产力的提高
,

保持水土结

合开发利用
,

既获得生产利益
,

又获得综合性和连续性治理的效果
。

高 良公社联合大队有



个 叫徐亚火的社员
,

兄弟两人
,

屋后就是两个大崩口
,

水土流失严重
,

过去由于崩塌
,

山洪毁了房屋
。

为了在当地立足生存
,

兄弟两人开天沟
、

筑谷坊
,

四周植树 种 果栽竹 ,崩

口稳定后
,

还在崩口内种茶
、

药
、

果
、

菜等20 多个种类
,
近年仅在崩口种植 收 入 就达

4 ,

00 。多元
,

重建了房屋
。

随着政策的放宽
,

该大队去年即把这个崩口包给他们管理 和

种植
。

九市公社洞寮大队
,

原来是个水土流失严重
、

水早灾害频繁的穷地方
,

从六十年

代开始
,

他们先用
“ 长藤结瓜

”
的办法

,

先后修筑了 64 个山塘水库和整治了 20 多个崩山

口
,

同时筑了大堤御外洪
,

山上遍栽青松
,

山坡种竹栽果
,

坑田辟作果园
,

农田经过整

怡
,

达到了林茂粮丰
,

多年来成为全县的富裕大队之一
。

莫村公社大灯笼 (地名 )
,

是

该公社崩山集中
、

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
,

在近 1 万亩山地范围内
,

就有崩 山 口 4 50 个
,

威胁着 3 个大 队
,

受害农 田 2 ,

00 0多亩
,

过去被崩山埋没的农田就有 3 50 亩
。

1 9 7 2年公社

开展了治理
“
大灯笼

”
的水土保持工作

,

经过 10 年多的整治
,

筑谷坊 7 53 个
,

建拦 沙坝

10 条
,

崩山削级 19 处
,

挖天沟
、

蓄水沟 1
.

7万多米
,

营造水土保持林 4 , 0 00 多亩
。

在治理

过程中
,

巩固工程效果 结 合 开 发利用
,

种下果树 1 0
.

4万棵
,

还扩大了耕地 面 积 1 00 多

亩
,

发展粮食和经济作物
,

育苗
,

种菜
,

种饲料
,

发展畜牧业
、

渔业
。

七十年代中期
,

我们推广了这个水土保持种养场的经验
。

现在
,

水土流失严重的公社
,

如新抒
、

官好
、

马好等公社也办起了这样的种养场
。

这样
,

既有专业队伍维修工程
、

护林
、

育林
,

又能

在综合治理上收到经济效果
,

利于连续治理
。

近两年
,

这种办法进一步发展为小流域治

理
,

如中洞大队从 1 9 8 0年开始示范
,

现在已推广到官好
、

马场
、

播植等其他一些大 队和

生产队
,

共同进行综合治理
。

(四 ) 进行群众性的保护国土教育
,

是贯彻防洽并盆的关健

水土保持工作采取长期预防
,

是保护国土的需要
;
采取积极治理

,

是人类生存和发

展的要求
。

德庆县人民受水土流失的危害吃尽了苦头
,

我们有责任教育群众爱护国土
,

整治国土
。

我们是从如下几个方面组织和发动群众的
:

1
、

切实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导
。

从五十年代开始
,

县委一直把水土保持工作

列入重要议事 日程
,

注重调查研究
,

每逢重大的生产运动和体制变动
,

都十分强调保护

森林
,

保持水土
,

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
,

发动群众做好这方面的工 作
。

如 发 公 开

信
,

作报告
,

订规定
; 同时把布告

、

规定与群众的自觉性结合起来
,

由群众制订乡规民

约
,

使之有人监督
,

自觉执行
。

如县 发布 《封山育林
,

保持水土的布告》
,

公社也出示

布告
,

大队制订禁约
,

护林员监督执行
,

群众自觉遵守
。

2
、

县设水土保持办公室
,

配备专职干部
,

具体组 织领导全县群众性日常的水土保持

工作
。

’

这个办公室人员虽少
,

能量却很大
。

日常工作
,

既抓宣传发动
,

又做具体规划施

工
,

从总结点上的工作到指导面
_

L推广
,

从组织各部 门协作到组织群众工程施工
,

一并

承担
。

3
、

组织协调
,

群策群力
。

我们体会到
,

水土保持工作是一项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
,

改

善生态系统
,

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
,

涉及面广
,

综合性
、

政策性很强
。

因此
,

多年来我

们就把与农村有直接关系的农
、

林
、

水
、

气象
、

供销
、

外贸等部门
,

联合起来
,

各司其

职
,

各尽其责
,

共同努力
,

使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工作不断出现新高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