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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把治理水土流失与党的农业经济政策和 自然生态有机地结合起来
,

就必须根据当

地的自然条件
,

区域生态特性及经济水平来促进社会经济与 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
,

以便加快水

土保持步伐
。

因此
,

本文从经济生态学的角度
,

仅对江西的水土保持工作中社会经济效益的几个

问题谈点看法
。

随着科学事业 的迅速发展
,

学科的相互渗透
、

相互促进 已成为当今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的一条
一

重要途径
。

如对生态学的研究
,

同样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

却经历了三 个 不 同 世

代
,

即个体生态学
、

群体生态学和农业系统生态学
。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

人类认识自然
、

改造 自然的斗争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

同水土流

失的斗争同样如此
。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
,
某地产生了水土流失

,

冲下来的泥沙压坏 庄 稼 和 耕

地
。

人们初步地认识到
,

只有把流失的水和土引开或存蓄起来
,

才能不致遭受损失
。

这就是一个

简单 的工程措施
。

嗣后
,

这种措施 已经不起长时间的侵蚀和更大自然灾害的袭击
:

于是人们认识

到单靠这种措施 已不是根治之本 了
,

便运用生物与工程相结合的 措 施来 治理水土流失
,

这种措

施无疑比前一种措施迸步多了
。

然而这种措施也难免存在缺陷
,

它与人们的直接效益毕竟还有一

段距离
。

在我国
,

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建立
,

人们必然要求把治理水土流失与经济效益紧密地

联系起来
,

即在保持水土的过程中
,

不仅要求发挥最大的生态效益
,

而且要求能获得最佳的经济

效益
。

由此可见
,

我们水土保持工作也要经历简单的工程措施
、

工程与生物相结合的措施以及经

济生态措施等几个阶段
,

而且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农村实行了承包责任制
,

广大农民 已迅速富裕起来了
,

他们治理

个时期
:

i 、

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
。

那 时 修 水 是个老苏区
,

也是一个山青水秀
、

百鸟栖息的秀

丽山区
。

立土9 31牟国 民党反动派为扑灭革命火种实行血腥统治
,

再加上 日寇的侵入
,

在
“ 三光

”

政策下
,

苏区人 民遭到大屠杀
,

村庄
、

山林被烧毁
,
修水的水土流失便明显地扩大

。

2
、

大跃进和十年动乱时期
。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农林业生产
,

自然生态趋 向良性

发展
。

但好景不长
,

到 19 5 8年全县各地大炼钢铁
,

大办食堂
,

大修水利
,

森林遭受大面积破坏
。

接着 3 年国民经济困难时
,

毁林开荒
,

扩种十边地盛行
,

水土 流失迅速发展
。

特 别 是 十 年动乱
`
}
” ,

无政府主义泛滥
,

乱砍滥伐严重
,

山林植被进一步遭到破坏
,

光山面积不断扩大
,

水土流失

则愈演愈烈
。

综合上述诸因不难看出
,

造成水土流失主要因素是人
,

预防和治理好水土流失更是人
。

只要人

们都能正确地认识自然
,

改造自然
,

利用 自然
,

保护好 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
水土流失完全可以预

防和制止
,

也一定能实现 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

自然界能为人类提供愈来愈多的社会财富
。



水土流失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
,

也迫切地希望把治理水土流失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地联系

起来
。

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 ?

一
、

解决协调问题

要解决水土流失地区经济生态复合体的问题
,

第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是协调问题
。

这里包括

两个方面
,

就是 自然界的协调和社会上的协调
。

1
、

自然界的协调
,

实际上就是一个生态平衡问厄
。

在水土流失地区
,

由于自然界中某一因子

的缺失或增加
,

生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有利环境
,

这样引起连锁反应
,

导致恶性循环
。

要改变这

种状况
,

达到 自然界协调的 目的有两条途径
:

其一是 自然的
,

就是利用 自然本身具有的能力来恢

复 自然界的协调
。

这条途径尽管是缓慢的
,

但在江西的水热条件下
,

是一条经济有效的途径
。

适

时封山育林就是一个好方法
,

外国人称这种方法为
“
中国造林法

” ,

我们是可取的 ; 其二是人为

干预自然的办法来促进 自然界的 良性循环
,

保持水土
。
这种办法如果搞得好

,

无疑速效
,

有促进

作别 , 反之
,

适得其反
。

因此它是一项艰苦而细致的工作
,

与社会工作联系甚紧
。

2
、

社会上的协调
。

政府各部门的协调
,

乃是治理水土流失关键的一环
。

过去
,

个 别 地方
、

部门之间
,

相互分离
,

各 自为政
。

只注重本部门的发展
,

缺乏全局观念
,

缺乏统筹安排
,

甚至本

部门内部
」

之间的协调平衡也考虑甚微
。

虽然在各部门或某些方面有所发展
,

但从总体来看
,

不但

发展不大
,

有的则是事倍功半
,

或劳而无功
,

更有甚者 还 有 破 坏作用
。

水土流失面积增加就是

部门之间不协调 的产物
。

江西省 30 多年来治理水土流失有效面积是 8 37 万亩
,

而新增水土 流 失面

积远远 火于这个数字
,

现在还有水土流失面积 5
, 7 5 0余万亩

,

较解放初的 1 , 6 50 余万亩增加 了 2
.

5

倍
。

这无疑给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

这种既不适应和改善生态环境
,

又不利于

物质能流 良性循环和资源合理利用
,

乃致造成作物抗御 自然灾害能力变弱
,

农业资源再生能力减

退
,

甚至绝灭的现象
。

这就严重地限制 了经济生态效益的发挥
,

应从速扭转
。

综上所述
,

千头万绪
,

各部门要协调一致
,

集中到一点上来
:

支持专业户
、

重点户来治理水

土流失
,

使之不但能保持水土
,

而且能治穷致富
,

这样才能加快治理步伐
。

二
、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作物布局
.

正确的农业生产结构和作物布局
,

是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 自然资源的基础
,

是促进物质能量

转换
,

促进水土保持与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

这是因为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

作物布局
,

毋需多大的投资
,

就能取得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

治理水土流失也存在着调整

农业生产结构和作物布局的问题
,

我们必须注意
。

宁都县水土保持试验站有一片梨茶混交林
,

它具有较好的群落结构和空间结构
。

就地上部 分

而言
,

梨比茶高
,

梨可以为茶提供庇 阴条件
,

还增加了茶区的湿度
,

减少茶叶织胞角质化程度
,

使茶叶的质量提高
,

而梨又获得充足的光照而高产
。

地下部分
,

梨的根系较茶树的根系深
,

谷 自

吸收着土壤中不 同层次的养分和水分
,

减缓了作物相互争水争肥的矛盾
,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

据

调查
,

该地高产区茶叶亩产达 2 00 斤干茶
,

产梨 1 , 0 00 斤左右
,

可得收入 6 00 一 7 00 多元
,

一亩派上

了两亩地的用场
。

由此可见
,

在水土保持工作中
,

正确配置作物群落结构
,

是有利可图的
。

水土流失区的作物布局
,

应按照我国目前的农业经营方针
“
决不放松粮食生产

,

积极开展多

种经营 ” ,

从满足国家计划和
.

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入手
,

在控制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

. 农业生产结构包括生物群落结构和空间结构两个方面
。



境条件的前提下
,

配置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生物群落是完全必要的
。

星子县沙山水土保持试验站

把沙山建成中药材 (蔓荆子
、

茵陈 ) 基地
,

每年总收入可达 3 万余元
。

这既固沙保土
,

又获得 了

较好的经济收入
。

当然
,

在水土流失地区的农业生产结构和作物布局受其本身的特定空间所制约
,

不可能按大

农业生产结构去套
。

就拿发展茶叶来说吧
,

严重流失区是不宜大力发展的
,

因为炒 1 斤茶叶需要

4 斤薪柴
,

而水土流失严重区本身燃料极缺
,

如果大力发展茶叶
,

燃料就更加紧张
。

瑞金县沙洲坝

公社瑞明茶场正为每月需要成千上万斤薪柴而发愁
。

前车之鉴
,

不能重蹈
。

因此
,

我们在水土流

失严重的地方正确地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

很有必要
。

三
、

正确处理流失区经济与生态的关系

治理水上流失
,

正确处理经济与生态的关系非常重要
。

目前
,

江西省水土保持工作人员中
,

普遍存在有两种倾向。 其一认为经济问题是 一切工作的平衡杠杆
,

贯串一切工 作的始终
,

治理水土

流失
一

也是如此
,

没有钱就寸步难行
;
其二认为治理水土流失目的就在于保持水土

,

而利用则是其它

部门的事
,

至于经济得失无关紧要
。

行前者
,

唯利是图
,

则采取掠夺式经营方式
。

省九江市曾有

个别地方的个别人就是这样
,

顺坡开垦
,

厂
`

种薄收
,

不注意后果
,

不仅不能保持水土
,

相反会造

成更严重的水土流失
;
行后者

,

消极对待
,

不愿做艰苦细致的工作
,

一谈到经济效益就很反感
。

他们认为搞水土保持不是为了抓钱
,

也用不着抓钱
。

我们认为
,

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共处 于矛盾的统一体 中
,

保持水土与合理利用
,

并不是孤立

存在的
,

而是处在密切的相互联系之
`
!

, 。

如果不注重生态效益
,

就 失 去了水土 保持 工 作 的本

义 , 如果放弃经济效益
,

就忘记了保持水土的 目的
。

再说
,

搞水土保持
,

讲究经济效益也有一个

开源和节流的
、

问题
。

开源就是广开致富门路
,

在保持水土的前提下
,

搞多种经营
,

增加社会财富
,

增加集体积累
,

增加家庭收入
。

如广丰县下溪水土保持站 1 9 7 8年建立
,

1 9 8 2年每人平均收益 1
,

3 05

元
,

每人平均工资 8 40 元
,

每 人平均提留积累 2 67 元
。

象这样的经营方式
,

又何乐而不为呢 ? 治

理水土流失
,

实行节流也很重要
,

省内个别地方治理只讲究形式
,

不注重效果
。

同一块地方
,

治

了一次又 一次
,

国家的钱花了不少
,

水土流失却仍然存在
。

如果我们能按工程设计标准
,

配置适

宜的生物措施
,

做到治一块
、

成一块
、

收益一块
,

难道不是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吗 ?

总之
,

在我们 的水土保持工作中
,

既要注意发挥生态效益
,

又要重视获得经济效益
,

这不仅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

而且是调动千家万户
,

治理千 山万壑的积极性的关键所在
。

我们深信
,

经济生态这个新概念移植并渗透到水土保持学科中
,

必将成为促进水土保持事业 发 展 的 有力杠

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