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土保持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卢 洪

(山东省人民政府 )

一
、

去年山东省水土保持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毓 去年山东省农村通过贯彻落实中央 1 号文件
,

进一步清除
“
左

” 的影响
,

以大包干为主到形式

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省普及
,

专业户 (重点户) 发展很快
,

农村商品流通和产前产后的服务工

作有了改进
,

农业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也迈 出了新步伐
,

广大农民群众以建设现代化农业的高度

热情和极大的积极性
,

战胜了历史上少有的严重干早等自然灾害
,
夺得了农业丰收

。

农民收入也

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

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
,

全省农业总产值 已达到23 5亿元左右
,

比前年增长 5 %

以上
。

尽管秋粮因早减产
,

但全年总产量仍可突破 500 亿斤 ; 棉花总产量预计可达到 2
,

00 0万担
,

目前已收购1 ,

80 0多万担
; 花生因干早减产较大

,

总产量为2 , 6 00 万担左右
。

林
、

牧
、

副
、

渔业也

有新的发展
。

多种经营总收入可达到 185 亿元左右
,

比前年增加20 多亿元
。

总的来看
,

山东省农业

去年仍然是一个好年景
。

必须兼顾水土保持并及时搞好迹地更新
。

3
.

水利部门 负责搞好水库
、

灌区
、

渠道等水利工程的水土保持
,

进行山区
、

丘陵区的小型

水利和蓄水
、

拦沙
、

防冲等水土保持设施的修建与管理
,

以及水利施工 中采石
、

取土场地的处理
。

续
.

交通
、

工矿部门 负责公路
、

铁路邻近地区和工矿所属地面的植树造 林
,

以 及 弃 土
、

废

石
、

尾沙和生产开挖地面的处理
,

积极搞好水土保持
。

5
.

科学研究部门 负责综合性水土保持试验研究和对治理工作的技术指导
。

农牧
、

林业
、

水

利
、

工矿
、

交通
、

环境保护等专业科研部门
,

配合水土保持科研机构
,

完成有关的试验
、

研究和

推广任务
。

6
.

农
、

林
、

水
、

工矿
、

交通等部门
·

在制定 自己的生产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时
,

都要把水土

流失的预防和治理列入规划和年度计划之内
,

并付诸实施
。

四
、

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领导
。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 《水上保持工作条例》 规定
:

山区
、

丘

陵区各级人民政府
,

必须把水土保持作为~ 项任务
,

加强领导
,

统一规划
,

组织协调
,

进行宣传

教育
,

发动群众做好水土保持工 作
。

我省大部分县
、

社属丘陵山地
,

为此
,

各级人民政府应把水

土保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

并有一位领导同志分管
,

定期向有关部口布置任务
,

检查
、

总结和解决

有关的重大问题
, 同时

,

妥将水土保持工作列入国民经济年度计划
。

国家安排的水土保持经费
,

根据 19 8 2年国务院69 号文件规定
,

我省按照 占小型农 田水利费的 1 5%执行
。

此项经费收归省水土

保持委员会掌握
、

分配
,

专款专用
,

不准挪用
。

水土保持和财政部门要加强管理
,

注 重 投 资 效

果
,

在国家必要的扶持下
,

动员社会力量
,

依靠群众
,
自力更生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



水土保持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

前年 7 月
,

省委在五莲县召开的 山区工作会议
,

明确提出

了山区 “ 以林为主
,

农林牧结合
,

多种经营
,

全面发展
” 的方针

,

强调 了水土保持在山区建设 中

的战略地位
,

并提出了水土保持工作任务
; 1 1月省政府又召开了全省水土保持工作会议

,

全面总结

了解放以来水土保持工作的经验
,

传达贯彻 了国务院颁布的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研究 了落实

措施
。

各地通过贯彻这两次会议精神
,

全省治 山整地
、

水土保持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好形势
。

据

不完全统计
,

前年冬 以来
,

全省深翻平整土地9 1 7万亩
,

山丘地区修建水平梯田 54 万亩
,

新增水土

保持治理面积 5肥平方公里
,

治山挖大穴切。多万个
,

修环 山营林路 3
,

切 。华里
,

造林 1 54 万亩
,

新

增和改善农田林网4 90 万亩
,

农桐间作巧 5万亩
,

四旁植树 2 亿多株
,

栽果树 30 多万 亩
,

栽 灌 木

7
,

70 0多万墩
。

鲁西北平原风沙区的广大干部群众
,

在水土保持工作方面也做了许多工 作
,

大 搞

植树造林
,

防风固沙
,

改 良土壤
,

保证 了农业生产稳定增长
。

去年来
,

全省的 水土保持工作
,

主

要有址下几个变化
:

一是对水土保持工作的认识进一步提高
。

各地通过贯彻全省 山区工作会议和全国第四次水土

保持工作会议精神
,

对水土保持工作在国民经济建设 中的战略地位
,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许多单

位通过总结 30 多年治山治水的经验教训
,

认识到搞好水土保持
,

是 山区
、

风沙区治穷致富的根本

性措施
.

充实加强了水土保持领导班子和办事机构
,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拙上
,

制订了规划
,

采

取 了有力措施
,

取得了显著成效
。

沂水县委通过总结经验
,

充分认识到 占全县面积 8 0% 的 山丘区

搞不上去
,

国民经济翻番的奋斗 目标就不能实现
,

从而增强了抓好水上保持工作内信心和决心
,

把主要领导力量和工作重点转到抓 山区建设和水土保持工作上来
。

全县划分了 8 大片
,

实行了县

领导分片包干
,

负责到底
,

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

二是小流域治理有了新的发展
。

许多单位的经验证明
,

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
,

集中

治理
,

连续治理
,

不仅符合 山区的 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

而且适应了包干到户后
,

以家庭承包 为

主要形式的合作经济 发展的新特点
,

是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的重妥途径
。

全省重点扶持治理的 75 条

小流域
,

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
,

收到了很好的效益
。

蒙阴县石泉小流域治理
,

采取
“见树就留

,

见 草就护
,

见空就补
,

见沟就闸
,

见种就采
” 和封

、

造
、

管并重
.

乔
、

灌
、

草结合
,

工程措施与

生物措施结合的办法
,

效果很好
,

值得提倡
。

沂水县的蔡峪
、

平 邑县的大埠槐
、

泅水 县 的 圣 水

峪
、

淄川区的 峨庄
、

栖霞县的大柳家
、

沂源县的璞邱
、

历城县的窝浦等小流域治理
,

都已初见成

效
。

各地都搞了一些小流域治理
,

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这些经验
。

三是联产承包资任制逐步得到了落实
。

在林业体制 政策方面
,

全省有 8 0 %多的大队搞 了
“
三

定
” ,

已划分 自留山滩 3 10 多万亩
,

实行优惠政策承包下去的 责任山 1
,

2 00 多万亩
,

有效地调动了

群众搞好水土保持的积极性
。

五莲县今春 以来
,

有 3 4 7个大队划分了自留 山 2 5
.

5 万 亩
,

效果 很

好
。

四 是水土保持的科研工作进一步加强
。

搞好科学研究工作
,

为防治水土流失提供科学依据
,

是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一环
。

去年来
,

各地在这方面都做了 大量工作
。

前年
,

省科委组织了

山东农学院
、

省农科院
、

山东中医学阮和临沂地区有关部门的巧 3名专家
、

教授
、

科技人员
,

在蒙

阴县开展了山区资源保护和综合开发利用研究试点
,

有 19 个课题列入去年科研计 划
,

开 展 了试

验
,

取得了显著效果
。

同时
,

还举办训练班 51 期
,

培训 8
,

2 00 多人次
,

印发技术手册 3 万多册
,

有

力地推动了水土保持工作
。

省扶持建立的蒙阴
、

泰安
、

临胸
、

曲阜
、

文登
、

胶南等 6 个水土保持

试验站
,

从 19 8 2年开治进行水土保持观测试验
,

也取得初步测试成果
,

为科学治 山提供 了依据
。

五是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的宣传落实逐步深入
。

许多单位通 过 对 《水 土 保 持 工 作 条

例》
、

《森林法》和 《关于制止乱砍乱伐森林的紧急指示》的宣传贯彻
,

不仅制定了 群 众 性 的



保护林木和保持水土的乡规 民约
,

而且还对破坏水土保持的案件
,

进行了认真查处
。

沂水县两年

来共查处破坏水土保持的案件34 起
,

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
,

保护了水土保持工程
。

山东省的水土保持工作
,

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但是 发展还不平衡
。

有些领导同志对搞好水

土保持重妥性的认识还不够
,

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
,

没有把它当成发展农业的战略 问题对待
。

有

些单位思想不够解放
,

政策不够落实
,

措施不够有力
,

特别是有些地方破坏水土保持的现象至今

还没有得到制止
。

这种状况同整个农业的发展
,

特别是同实现农业翻番的要求很不适应
,

必须引

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

二
、

充分认识搞好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在去年 4 月召开的全省六届人代会和 7 月召开的全省四次党代会
,

根据觉的十二大精神
,

提

出了我省到本世纪末
,

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 目标
,

妥求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

下
,

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由 19 8 0年的 5 2 4亿元达到 2 ,

10 。亿元
,

其中农业 总产值将由1 94 亿元达到70 0

亿元
,

翻 1
.

8番
。

并指出
,

要实现这个宏伟的 目标
,

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
“
决不放松粮食 生 产

,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 的方针

,

建立和保持合理的农业结构
, “

大力搞好山区丘陵地带 的 水 土 保

持
” , “

坚持搞好农业基本建设
,

积极改善农业的生产技术条件
” 。

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

是实现

两个代表会议提出的奋斗 目标和任务要求的一项战略措施
,

也是具体贯彻落实胡耀邦 同 志 关 于
“对农业生产的指导要狠抓两个转变

,

一是从单纯抓粮食生产转变到 同时狠抓多种经营
; 二是从

单纯抓农田水利建设转变到 同时大力抓水土保持
,

改善大地植被
”

的指示精神
。

我们每个同志
,

特

别是领导同志
,

部妥从思想上来个根本转变
,

元分认识水土保持是国土整治工作中的一项战略
‘

{生

任务
,

是山区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

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

是 山区建设的 基础工作
,

也是发展山区生

产
、

实现经济翻番的重妥保证
。

山东省 山区
、

风沙区 占了总面积的 4 9
.

3%
。

这部分土地
,

由于生产条件差
,

农业产量低而不

稳
。

有些地方水土流失相当严重
。

据典型调查分析
,

全省每年平均流失土壤约 2 亿立方米
,

相当

于每年有 1 00 万亩的地面剥去30 厘米厚的土层 ;
有些地方每年耕地变成石地的速度

,

沙石 山 区 为

1
.

6 %
,

青石 山区 为 1
.

93
。

这些地方
,

若不采取坚决措施
,

再有60 一70 年就有可能变成光石 山
。

我

们一定要看到这个 问题的严重性
。

据科研部门试验和调查分析
,

每年水土流失 准走的氮
、

磷
、

钾

养分约 3 5。万吨
,

相当于 目前全省施用化肥总量的一半
;
库河淤积也相当严重

,

全省大中型 水 库

库容平均每年淤积 6
,

90 。万立方米
,

等于每年淤平 7 座 1
,

00 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
; 一些骨干河道因

淤积也降低了行洪效益
,

其 中沂河降低了行洪能力 13 %
,

徒骇
、

马颊
、

沫赵新河 已降低行洪效益

20 % 以上
。

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水土流失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

要发展生产
,

提高经 济 效 益
,

搞 好

水土保持是一项重要任务
。

如果水土保持搞不好
,

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

不仅影响 山区生产的发展

和广大人民生活的提高
,

也直接关系到子孙后代生存的大事
。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高度来认识这个

问题
。

当前
,

有些地方和单位的水土保持工作搞得不够好
,

主要的还是认识 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
。

水土保持是一项艰巨的 工作
,

需要做长期努力
。

只妥我们从实际出发
,

扬长避短
,

发挥优势
,

把

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

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

就能把水土保持搞好
,

把增产潜力挖握

出来
。

据沂水
、

新泰
、

临胸等 12 个 山丘县
、

区的分析
,

每人平均只有耕地 1
.

6亩
,

山 滩 地 约 2
.

5

亩
。

山滩地的潜力是很大的
。

许多典型说明
,

封山造林搞好了
,

就可 以生产出很多财富
。

苔南县

文瞳公社草岭后大队
,

有耕地 2
,

000 亩
、

山滩地3
,

0 00 亩
,

经过长期努力
,

水土保持取得了显著效



益
。

现在每人有了 1 亩水浇地
,

每户有 3 亩林
、

8 分果树
、

2
.

3头猪
、

1
.

3 头 羊
、 5 只 长 毛 兔

,

5 ,

00 0亩土地平均每亩收入由治理前的 34 元增加到1 10 元
,

效益增长了两倍
。

如果占全省 1/ 3 的 山

区丘陵地
,

都能象草岭后大队那样搞好水土保持
,

单位面积的效益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两倍
,

可增

加收入60 几亿元
。

更重要的是建立起良好的生态环境
,

实现良性循环
,

为发展农业生产和 国民经

济奠定了重要基础
。

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搞好水土保持的重婴
: 性和迫切性

,

同时也要看到
,

搞好水上保持的有利

条件很多
:

一是广大农 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山区的 面貌
; 二是几年来农业有了很大发展

,

农民的

物质基础雄厚了
,

而且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力
,

可以投入水土保持
; 三是涌现出一批好的典型

,

为

搞好水土保持树 立了榜样
,

创造了经验
。

所 以说
,

现在的关键是看我们各级领导的认识解决的如

何
,

哪个单位认识了
,

哪个单位就抓得比较 自觉
,

措施就有力
,

就能取得显著效果
。

蒙阴县的领

导 同志
,

经过调查
,

初步摸清了水土流失的状况
,

认识到水上流失的危害性和严重性
,

增强了搞

好水土保持的紧迫感
,

制订了规划
,

采取了措施
,

加快 了水土流失的治理步伐
。

沂源县在总结本

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

县委确定要集中力量抓好 山区建设
,

并带领全县人民经过一年的努力
,

完

成小流域治理面积 53 平方公里
,

治山整地 1 5
.

4 万亩
,

造林 8 万亩
,

治理荒沟 1
,

2 60 条
,

闸谷坊 7 , 1 00

道
,

取得了显著成绩
。

三
、

制订一个好的规划

水土保持是改造 自然的 一项长期建设事业
,

必须有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长远规划
。

万里副总

理指出
: “没有规划

,

乱治不行
” 。

各级政府都要把搞好水土保持规划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

搞水

土保持规划
,

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
“
防治并重

,

治管结合
,

因地制宜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除害兴 利
” 的方针

,

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

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路子
,

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
,

发挥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的优势
,

做到合理开发
、

利用农业资源
,

促进生态平衡
,

推动农业继续

由单一经营向综合经营和集约经营发展
,

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

制定规划
,

要在农业区 划 的 基 础

上
,

结合山区规划进行
,

以水土保持为前提
,

合理利用土地为基础
,

山水田林路 综 合 治 理
,

生

物
、

工程
、

农业措施全 面安排
,

以加快 “三大水库
” (绿色水库

、

工程水库
、

土 壤 水 库) 的建

设
,

逐步实现良性循环
。

总的规划目标是
:

要加强管理
,

提高治理标准
,

每年改善 提 高1
,

00 0平

方公里
; 对尚未治理的

, 19 8 4年安排治理 8 00 平方公里
,

力争 1 9 9 0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到65 拓
,

到本世纪末基本控制水土流失
。

在具体安排上
,

全省计划从今年开始
,

到 19 8 5年分两批完成规划

任务
。

第一批完成淮河流域山
、

丘区的地县
,

及其他山
、

丘
、

风沙区的重点县的水土保持规划 ,

第二批完成其它山
、

丘区的所有地县及风沙区的水土保持规划
。

对第二批进行的有关地县
,

在去

冬今春要搞一两个试点
,

以便摸索经验
,

培训骨干
。

各地县制订水土保持规划时
,

都要进行需要

与可能的综合平衡和不 同方案的经济技术论证
,

以便从 中选择最佳方案
。

具体地讲
,

在制订规划

的过程中
,

要注意 以下几点
:

1
。

要扎扎实实搞好规划
,

首先要进行普查
,

摸清山丘风沙区的范围
、

面积及其水土流失状况

和 已治理的情况
,

这是搞好规划的基础
。

过去这方面工作做的不够
,

情况不明
,

家底不清
,

使有

些规划脱离实际
,

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

前段有不少县搞了土壤普查
、

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
,

这些

都是水土保持普查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要充分利用
。

凡是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上述 普查 的 单

位
,

要按照水土保持普查的要求
,

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精神
,

把水土保持的状况查清
。

凡是没有

进行上述普查的单位
,

要把水土保持普查纳入农业资源调查一起安排
。

各级领导要加强这方面工



作的领导和协调
,

及时解决存在的间题
,

确保水土保持普查任务的胜利完成
。

省要求 1 98 5年前分

两批完成
,

去冬今春安排40 多个县
,

要努力搞好
,

有关地县要做出具体安排
。

为保证做好这项工

作
,

首先要组织好普查班子
,

分工领导负责
,

从有关部门抽调技术干部组成专门班子
,

负责此项

工作
。

第二是培训技术力量
,

首先要培训好基层干部
,

同时要吸收一部分农村高
、

初中毕业生参

加
,

充分发挥他们在水土保持工作 中的作 用
。

要编写好培训的教材
,

使他们明确普查的 内容
、

要

求和进行的方法
,

并注意解决好报酬 问题
。

2
。

要因地制宜地确定治理内容
,

选好突破口
。

水土保持规划
,

包括的内容很 多
,

要 全 面 规

划
,

统筹安排
,

综合治理
:

一是要 以建设基本农田 为突破口
。

搞好基本农田建设
,

不断提高单产
,

增加 总 产
,

粮 食 多

了
,

就可以退耕还林还草
,

促进多种经 营发展 ; 林草
、

多种经营反过来又促进农田建设和粮食增

产
。

这是个辩证的关系
。

因此
,

各地要遵照
“
决不放松粮食生产

,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
” 的方针

,

在保持生态平衡的前提下
,

充分利用农业资源的普查成果
,

进一步调整农业内部结构
,

做到因地

因土种植
,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要重视基本农田建设
,

因地制宜地修建各种形式的梯田
,

变
“
三

跑田” 为 “三保田
” 。

对达不到保水
、

保土
、

保肥要求的地块
,

采取深翻平整
,

增施肥料
,

改良

土壤
,

维修地堰地埂等措施
,

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
,

建成高产稳产农田
。

对前几年新垦的陡坡地租

收入很低的高山陡坡耕地
,

进行一次摸底排队
,

凡是不适宜种粮食的陡坡地
、

沙丘地
,

在不影响

农民收入
、

生活的前提下
,

要逐步退耕还林
、

还果
、

还草
,

以促使农业逐步向良性循环转化
。

二是要进一步发挥林业保持水土的作用
。

森林是水土保持的一项极为重大的关键措施
。

目前

在营林的指导思想上
,

有的过分强调用材林
,

忽视薪炭林和水土保持林
,

致使山丘区群众缺柴烧

的问题长期解决不了
,

有的地区每年有几十万户缺柴烧
,

有的县每年有几万户缺柴烧
。

因此
,

出

现了刨草根
、

扒山皮
,

山封不住
,

林长不成
,

加剧水土流失
,

造成宜林荒山的土地退化
,

影响到

林业的发展
。

现在要注意解决全垦整地造林和伐树时的
“
剃光头

” ,

不留保护带
,

以及有的不分

陡坡缓坡一律造用材林
、

经济林
,

不搞乔
、

灌
、

草混交的做法
。

要研究不 同地点不同条件下森林

的结构
,

要大力发展薪炭林
.

解决群众烧柴 问题
,

这是增加大地植被
,

防止扒山皮
,

保持水土的

有效措施
,

也是为国家节约能源的正确途径
。

凡是需要植树种草的地方
, 1 9 9 0年前都要植上树

,

种上草
,

有条件的山丘地区
,

要因地制宜地发展薪炭林和防护林
,

以加速大地植被建设
; 同时

,

还要积极开辟其他能源
,

如发展小水 电
、

沼气
、

节柴灶
、

太阳灶等
,

解决群众烧柴难的问题
。

三是大力种 草
,

增加植被
,

保水保土
,

发展畜枚
。

草是增加大地植被
,

保持水土的一项多快

好省的措施
,

而且是发展畜牧的重要饲料
。

水土流失严重的荒山
,

应当从种草起步
,

护住山皮
,

保

住水土
。

有了草
,

可 以发展饲养业
,

大量增加厩肥
,

保证粮食增产
;
有了草

,

还可以解决部分群

众的烧柴问题
。

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胡耀邦同志提出的种草种树十项措施
,

把种草做为水土保持

工作的一个重点来抓
。

下决心搞好封 山育林育草
,

制止滥牧
,

实行圈养
,

发动群众
,

利用陡坡地

及其有条件的地方种草
。

要选择一些生长 快
、

产量 高
、

营养丰富的沙打旺
、

草木挥
、

首浩等优

良草种
。

要大力种植优良牧草
,

每个 山区县
、

社都要进行圈养牲畜的试点
,

处理好林牧关系
,

为

逐步实行牲畜圈养创造经验
。

各地要因地制宜地确定水土保持的突破口
。

所谓突破口
,

就是自己的优势
,

抓好了
,

就可以

带动全局
,

推动全局
,

使整个工作活起来
。

如五莲县 以林业生产为主攻方向
,

搞好植树绿化
,

加

快了水土保持步伐
,

取得了显著效果
。

临沂地区在地埂地堰和山坡大种金银花
,

平阴县因地制宜

地发展玫瑰生产
,

既增加了收入
,

又起到保持水土的作 用
。

再如
,

三中全会以后
,

鲁 西 北 地 区

抓了调整农业布局
,

发挥了棉花优势
,

不仅促进了粮食增产
,

也使整个农村经济繁荣起来
,

这就



是突破 口
。

因此
,

各地都要从实际出发
,

发挥自己的优势
,
选好突破 口

,

使全省水土保持工作有
-

个新的突破
。

3
。

要抓 , 点治理
。

万里副总理指出
: “

要抓重点治理
,

首先要治理危害大的
,

对国民经济
,

对人民生活危害最大的地 区或者项 目
。 ”

省里确定山丘区以水库
、

河流上游的荒山
、

荒坡绿化和

坡耕地的治理为重点
;
风沙区以流动和固定沙丘的防护林带和农田林网为重点

。

从全省来说
,

当

前要把泰
、

沂
、

鲁 山周围
,

沂
、

沐
、

坟
、

小清
、

弥河上游的沂水
、

蒙阴
、

沂源
、

莱芜
、

新泰
、

泰
-

安
、
临胸

、

博 山
、

淄川
、

章丘
、

历城
、

首县等 12 个县市作为重点
。

这些县地处山东省主要河流发

源地和水库上游
,

靠近工矿区
,

水土保持搞好了
,

对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发展都有直接关系
。

这些

重点县要积极做好工作
,

争取先行一步
,

为大面积治理提供经验
,
以更好地推动鲁中南地区和全

省的水土保持工作
。

省直有关部门都要对这些重点县进行大力支持
,

帮助他们完成治理任务
。

对

于面上的水土保持
,

要求各个地
、

县包括平原风沙区
,

也要确定自己的治理重点
。

如黄河河口三
角洲地带

,

也要作为重点
,

种树种草
,

发展畜牧
,

创造经验
,

为鲁西北黄泛平原风沙区治理树立

样板
。

4
.

开展小流域治理
。

在 山区
、

丘陵区
、

风沙区应 以小流域为单元
,

实行全面 规 划
,

分 期 治

理
,

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

集中治理
,

连续治理
,

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
,

合 理 采 取 各项治理措

施
:
要做到植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

以植物措施为主 , 坡面治理与沟壑治理相结合
,
以治坡

为主 , 田间工程与水土保持耕作措施相结合
,

以田间工程为主
。

小流域治理
,

要从山上到山下
,

从分水岭到沟底
,

采取工程养植物
、

植物护工程的办法
,

逐步建成完整的植物
、

工程防护体系
。

如有的单位总结的
“
鱼鳞竹节水平沟

,

库坝梯田 自流渠
,

封造育种乔灌草
,

圈养禁刨生态平
” 的

经验
,

是搞好小流域治理的有效办法
。

风沙区也要抓成片的小流域治理
,

采取植树造林种草
、

防

风固沙
、

改 良土壤等措施
,

减少水土流失
,

同时也要做好引黄灌溉沉沙工作
,

防止沟河淤积
。

搞

好上游 山区的水土保持
,

对山前平原粮
、

棉
、

油的增产具有重要意义
。

要求所有开展小流域治理

的地方
,

都要加强领导
,

积极做好工作
,

及早走上 良性循环轨道
,

为面上治理提供经验
。

5
.

加强各项工程场地的水土保持措施
。

各工程
、

事业
、

企业单位
,

为了 开 矿
,

.

建 厂
,

修 水
_

利
,

筑公路
、

铁路
,

搞城乡建设和军工建设及其他工程等
,

必须开山和开采 土
、

石
、

沙 料 的 时

候
,

均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

防止水土流失
。

厂矿区
、

旅游区未处理好的土
、

石
、

沙方和破坏的地
貌

,

应限期处理好
,

恢复原来的植被面貌
,

对可能引起塌方和冲刷的地 方
,

应做好护坡和防冲措
-

施
,

以免滑塌和造成冲刷
。

对 已造成水土流失的地方
,

有关单位要主动与当地水保
、

水利部门联

系
,

共 同查勘做出规划
,

限期治理
。

计划到 1 9 9 0年以前
,

在主要铁路
、

公路沿线和旅游区的可见
_

范围内
,

要基本恢复被破坏的植被地貌
。

四
、

要认真落实各项政策

三中全会 以来
,

党中央制订了一系列方针
、

政策
,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

促进了农业迅

速发展
。

我们发展农业
,

最根本的是靠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

搞好水土保持
,

同样要靠政策
、

靠科学
,

要靠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

现在
,

全省 99 %的农业 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

但在林牧副渔业和水土保持方面
,

仍然是

薄弱环节
。

特别是在水土保持方面
,

政策的潜力
、

各种资源的潜力
,

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
。

我们

必须根据不 同地区
、

不同行业的特点
,

在积极抓好林牧渔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
,

要 因地制宜

地搞好荒 山
、

荒滩
、
荒地

、

荒水等方面的开发性承包
。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向纵深发展
,

农
_



村出现了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的新事物
。
户包治理小流域的特点是

:

这种形式适用于小流域多的

自然地理特点
,

依靠千家万户
,

治理千沟万壑
;
这种形式具有包干到户的全部优越性

, 这种形式

把 国上整治
、

大河治理
、

水土保持和利用
、

改善生态环境
,

同农民的直接利益结合起菊
一

这种形

式有利于把分户经营与专业化
、

社会化生产结合起来
,

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

管理 水 平 的 提

高
,

逐步发展成为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
。

只要承包合理
、

政策稳定
,

户包治理小流域将会促进

全省山区建设的迅速发展
。

各地要结合实际
,

本着统一规划
,

谁治谁管谁受益的原则
,

对户包治

理小流域的有关权属间题作出具体规定
。

凡是同农户签订了合 同的
,

要信守合同
。

再就是要妇含倡

按能承包
,

充分发挥专业户
、

重点户的经营能力
,

要尽可能把耕地承包同小流域支毛沟岔承包协
一

调起来
,

有的坡随地走
,

有的地随沟走
,

本着有利于生产
,

自愿互利的原则合理调整插花地
。

应

该看到
,

这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入发展
,

是在现阶段不要 国家多少投资
,

依靠群众 自 己的 力

量
,

为农业全面振兴创造物质基础
,

使沉睡多年的一些荒沟
、

荒山
、

荒坡为广大承包者和社会创

造沃量财富的一项重要措施
。

搞水土保持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

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力
,

花费较大的

投资
,

周期比较长
,

在政策上必须进一步放宽
。

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 同志
,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

根据有利于综合治理
、

尽快治理的原则
,

坚持土地仍归集体所有
,

谁治理
,

谁管护
,

谁受益
。

本

着承包时间宜长不宜短
,

承包基数宜低不宜高
,

承包合同宜死不宜活的精神
,

签订合同
,

固定下

来
,

长期不变
,

允许继承
。

在统一规划
、

统一标准的前提下
,

可 以分别不同情况
,

采 取 分散 承

包
,

一次承包
,

独户承包
,

多户联合承包等多种形式
。

还可以组织专业队承包
。

承包合 同
,

既要

把承包的任务
、

标准
、

时间定死
,

也要规定好承包者的责任
。

如承包者要严格执行 《水土保持工
L

作条例》和 《森林法》
,

不准在承包流域内破坏植被
,

破坏交通和水利
、

水保设施
,

不经批准不

准随便砍伐林木
。

如果长期不治
,

或造成水土流失
,

要追查责任
。

同时
,

要抓紧完善 水 利责 任

制
,

尽快完成林业
“三定

” 工作
,

把 自留山
、

责任山落实好
。

要坚持治管结合
,

在积极治理的同时
,

加强对现有工程的管理
。

治理后的管理任务
、

收益分

配和新增耕地的使用
,

由参加治理单位共同商定
,

原土地所有权不变
。

对水土流失治理任务大的

社队
,

需要协作治理的
,

应贯彻 自愿互利
,

等价交换
,

合理负担的原则
,
对 已成林地要落实好管

理责任制
,

可包给专业队
、

专业户管理
,

林木
、

草地归集体所有
,

增值分成
。

各级都 要 发 动 群

众
,

狠抓现有梯田的巩固
、

整修
、

提高
:

该深翻平整的
,

要深翻平整
;
该维修加固地捻的

,

要维

修加固 ; 该改坡耕地为梯田的
,

要改过来 ;
该在地捻上种三条 (腊条

、

槐条
、

荆条)
、

三草 (首

蓓
、

沙打旺
、

草木挥 )
、

三花 (黄花
、

金银花
、

玫瑰花 ) 的
,

要因地制宜地大力种植
,

以保持水

土
,

增加收入
。

国务院颁发的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森林法》
、

《环境保护法》
,

是搞好水土保持的重

要法规
,

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
,

做到有法必依
,

执法必严
,

违法必究
。

在山丘区进行各类建
一

设
,

应尽量减少破坏地貌和植被
,

对造成水土流失的
,

必须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

所需经费 由原施

工单位负责
。

各级政府和水土保持委员会
,

要加强督促检查
。

凡造成水土流失后果的
,

应当限期

创正
,

坚持不改的应给予制裁
。

对违犯 《条例》
,

不听劝阻
,

任意开荒
、

伐树
,

破坏 水 土 保 持
」

的
,

从严从重查处
,

发生一起处理一起
,

坚决刹住毁林砍树的歪风
,

保护水土保持的成果
。

中央办公厅 〔工9 8 3〕 22 号文件提出的支援山区建设
,

减轻山区农民负担
,

工副业生产
、

文教

卫生
、

干部待遇等一系列政策问题
,

各地要结合本单位的情况
,

搞好调查研究
,

提出试行办法
,

逐步贯彻实施
,

推动山区建设和水土保持工作的进行
。



五
、

要加强领导

水土保持是涉及许多方面的综合性工作
。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 《条例》的要求
,

把水土

保持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

切实加强领导
。

要不断地了解新情况
,

研究新间题
,

总结新经验
,

把水土保持工作更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

各有关部门要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

按照上级明确

的分工范围
,

通力协作
,

各负其责
,

共同搞好水上保持工作
。

当前
,

要抓紧把各级水土保持机构建立
、

健全起来
。

国务院发布的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第三

条规定
,

有防治水土流失工作任务的地方
,

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立必要的水土保持工

作机构
。

省委
、

省府也在前年下达了4 2号文件
,

各地要认真落实
。

现在省已正式恢复水上保持委

员会及其常设办公室
,

专列了事业编制
,

并 已开始办公
。

各地
、

市
、

县
、

区要结合当前 的 机 构 改

革
,

尽快把水土保持班子建立
、

健全起来
,

以利开展工作
。

万里副总理在接 见全国第四次水土保持会议代表时指出
: “宣传教育间题

,

首先是向领导千部

宣传教育
。

过去为什么忽视 ? 就是党政领导干部不大懂这个事情
。

如果连这些基本知识都不懂
,

就没有资格当领导干部
。

首先要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宣传教育
,

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
,

才能引起

他们的重视
。 ”

各地要很好的落实万里同志指示
,

抓紧对在职干部进行培训
。

地
、

县要在党校或

干校内普遍设立水土保持训练班
,

有计划地培训领导干部
,

特别对基层干部要进行重点培训
。

同

时
,

也要采取在中小学设水土保持课
,

举办技术培训班
,

邀请专家讲课等多种形式
,

广泛宣传搞

好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
。

搞水土保持是很艰苦的工作
。

对从事这项工作的 同志要从政治上
、

工

作上
、

生活上关心他们
,

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

对做出成绩的 同志要给以表扬
。

从事水土保持

工作的 同志
,

要继续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

密切联系群众
,

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

水平和业务技术水平
,

为我省水土保持事业做出应有贡献
。

搞好水土保持
,

必须坚持发扬 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的精神
,

发动群众进行长期劳动积累和资

金积累
。

省
、

地
、

县
、

社都要拿出一部分资金
,

投入水土保持事业
。

农业
、

林业
、

水利
、

计划
、

工业
、

交通
、

环境保护
、

基本建设
、

财贸
、

粮食
、

煤炭
、

科学技术
、

文教卫生等各个部门
,

都应

把支援 山区
、

风沙区的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

过去大家为搞好水土保持做了大量工作
,

今后要

继续做好
,

特别是在安排生产建设项目
、

分配资金料物时
,

要适当提高山丘区的比重
,

对后进单

位给予照顾
。

交通部门应把 山区公路建设列为重点
。

宣传
、

文教
、

卫生部门
,

应把文化教育
、

宣

传
、

防病治病工作抓好
。

政法部门要作保护水土的坚强后盾
。

各级领导要进一步深入基层
,

搞好调查研究
,

选择自己的治理重点
,

尤其是水土流失严重的

地
、

县
、

社
、

队
,

都要切实抓好典型
,

用点上的经验
,

推动面上的工作
。

希望大家通 过 这 次会

议
,

进一步认识搞好水土保持的重大意义
,

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

加快水土保持的步伐
,

开创山

东省水土保持工作 的新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