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 5年12月 水土保持通报 第 6 拐

关于治黄方针与加速治理黄土高原的建议

方 正 三

(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

“
过去黄河经常决口

,

造成灾难性的严重破坏
,

但是最近30 年来一直平安无事
。

你们采取了

哪些有效的治黄措施? 请谈谈
。

你们的经验很值得向世界各国介绍 ! ”
当 19 8 0年在英 国 召 开 国

际水土保持学术讨论会时
,

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人员特地向我们四位中国代表
,

提出 这 样 一个 凤

题
。

解放后
,

黄河没有发生大问题
,

这一了不起的成就
,

举世瞩 」
,

众所称赞
。

但是
,

如果没有

及地物
,

产生水土流失是必然的客观存在
,

实所难免
。

但是保护环境
,

防 治水土流失
,

是全国人

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

也是我们的神圣任务
,

责无旁货
。

水土保持工作应贯彻防 治并 重
,
治 管 结

合
,

谁治理谁受益
,

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
。

国家 已硕布 了 《森林法》
、

《环境保护 法》
、

《水土

保持工作条例》等法规 , 陕西省人民政府也须布 了 《关于制止开荒和在采矿
、

筑路等基本建设中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的暂行规定》
,

对弃土弃渣
、

倾倒垃级
、

开山炸石
、

开荒扩种等
,

都有明确的

规定和防 治奖惩办法
。

1 9 8 5年 6 月25 一29 日在郑州召开的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保持座谈会上
,

甘

人为破坏水土保持的现象极为重视
。

钱正英 同志在会上指示
: “各级主管部门首先要明确认识

,

勇于 负责
。

认识
,

不光治理
,

首先要保护 ; 负责
,

要理直气壮
,

敢于斗争
,

违法必完
。

不依法执
行怎办? 可 以告嘛 1 应 当告到 同级政府

,

也可告到法 院
,

最后可 以 向水利电力部报告
” 。

这时我

们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给 了有力的 支持和极大的鼓舞
。

为此
,

我们就永平至太峪段公路改线工程中

如何防止水土流失
,

提 出以下防 治建议
:

1
、

在整 个改线工程中
,

要精心设计
,

严格施工
,

减少和防止不必要的开挖
。

甘开挖 的土石

抖
,

要尽量利 用
,
回填在沟湾和低渔 处的路基上及作为铺筑灰土时的 用杆

,

力求做到少产皮土度

石
,

使其抛弃的土石扦减少到最少量
。

2
、

在 施 工中
,

对确实利用不了的废石不能随心所欲地满山坡倾倒
,

要分段集中倒入洼地和

支毛小沟内
,

且要打坝拦蓄
,

以免压埋植被
,

生产破坏林木的恶果
。

3
、

要根据路面来水t 的多少分段修筑排水建筑物
。

排水建筑工程的末端要延伸到沟道的底

部
,

并要 有消力设施
, 以 削减汇集的水流冲别坡面和 沟道

,

防止造成滑塌等不 良现 象
。

4
、

要 采 取边修路边布设水土保持措施的办法
。

修成一段路面后
,

应及时种草植树
,

搞好绿

化
,

迅速 恢复植被
,

固结土壤
,

积极修筑防冲防滑防塌设施
, 以 保证有效的防治水土流失

。

5
、

公 路 竣工交付使用前
,

要由水土保持主管部门负资检查验收水土保持设施
,

居其是否得

当可行
,

是否符合设计标准
。

如不切合实际和设计要求的
,

要落实完兽补充的办法和方案
,

否卿

当遵循国家和映西省 人民政府的有关法规进行罚处
。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无论如何也不能创此奇迹
。

正确的治黄方针是搞好治黄工作的基础
。

由于这个间题比较复杂
,

目前还存在不同的看法
,

值得加以讨论
。

加速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与治黄工作密切相关
,

故同时就此问题提出几点窟

议
,

以求教于各位读者
。

1
、

解决费河水息的关艘在于橄好黄土离原的水土保持工作

要解决黄河水患
,

则必须解决黄河的泥沙问题
,

并相应地节制汛期洪峰
,

使径流的年内分配

变得均匀一些
。

这样还有利于蓄水灌概和发电
。

但其关键则在于做好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作
。

目前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现状是
:
从许多个点和小流域治理来看

,

确已收到很好 的 治理 效

果 , 而从大面积和黄河泥沙来看
,

间题还是不少
。

目前的有利条件是
:
党中央

、

国务院高度重视

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 ; 在农村实施了深得人心的生产责任制的政策, 以及积累了群众的水土保持

经验和这方面的科研成果
。

所以今后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发展速度肯定会比以往快得多
。

但同时

也须看到间题的复杂性
:
水土保持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

,

农
、

林
、

收
、

水等组成部分必须有机结

合
,

才能形成平衡协调的生态经济系统 , 而国务院于1 9 8 2年成立的全国水土保持协调小组
,

与各

有关部门之间却只存在指导关系
,

而无权领导
,

因此该小组的组织能力与约束能力
,

似难满足水

土保持工作所必需的统一指挥与综合治理的要求
。

1 9 8 4年 6月
,

农收渔业部派出联合调查组
,

去山西 吕梁地区
、

陕西榆林与延安地区
、

甘肃定西

地区调查农牧业水土保持工作
。

他们在 《报告》中提到
,

由于多头领导
,

种草工作管理混乱
。

陕西

与山西的许多县内
,

水土保持
、

畜牧与农业三家都管种草
,

但又互不通气
,

各有各的工作计划与

经费来源
,

各搞各的种籽基地
,

各收各的种籽
。

榆林地区 1 9 8 3年因各家和外地争相采购草籽
,

互

相抬价
,

促使农民采青
,

使草籽发芽率降低
,

检疫工作也发生困难
。

所以联合调查组建议
:

牧草

工作应由畜牧部门统管
,

经费也由畜牧部门掌握使用 , 农业部门配合做好草 田轮作等技术指导 ;

种子公司统筹牧草种籽基地建设和采购工作
,

统一价格
,

统一检疫
。

联合调查组所到各地
,

林牧矛盾也是普遍性的间题
。

如山西兴县双双山
,

畜牧部门花了30 万

元进行飞播和围栏
,

林业部门却在上面挖鱼鳞坑造林 , 离石关帝山有 3 万亩亚高山草地
,

历来为

夏季牧场
,

林业局 也在上面造林
,

10 多年未成林
,

又开 了儿千亩种油料作物
,

引起水土流失
。

关于水土保持规划也是各搞各的
。

国务院
“三西

”
农业建设办公室的

“
三西

”
农 业 发 展 规

划
、

计委国土局的黄土高原水土保持规划 以及计委区划局的
“
三北

”
防护林地区的第二期工程规

划设计
,

可说是大同小异
,

都有农
、

林
、

牧发展与土地利用规划的内容
。

可是主持单位与工作班

子
、

规划范围
、

采用的基础数据
、

精度要求
、

完成时间都不相同
,

所 以统一不起来
。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
。

如甘肃定西 1 个县境内就有分别属于水利部门和农

业部门的两个水土保持试验站
多
有 6 个单位 (水利和农业的水保站

、

地区农科所
、

甘肃农大
、

兰

州大学
、

林业部) 同时在这一个县 里研究农林牧结构和生态
,
有 4 个单位同时在这个县进行牧草

品种引种试验
,

但谁都很少往来
,

都不大知道别的单位搞些什么
。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各项工作之所以产生上述各自为政
、

互不联系的现象
,

其主要原因在于

水土保持的协调工作不相适应
。

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纪要中提到要
“
在协调小

组的统一指导下
,

有关部门各负其责
,

各投其资
,

各记其功
” 。

这样分工
,

责任固然明确
,

但实

际上协调不够
,

因此难于满足水土保持所必需的统一指挥
、

综合治理的要求
。

宁夏南部山区的 8

个县进行农业总体规划 (包括水土保持规划)
,

其中 6 个县由计委牵头搞
,

效果较好
。

为此
,

建

议中央及各级地方的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小组都能由综合部门牵头进行工作
,

这样有可能起到更好



l的作用
。

由于长期来人为破坏严重
,

自然条件复杂
,

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确是长期性的工作
,

但也断

非遥遥无期
。

解放后因受几次政治运动的干扰
,

真正搞水土保持的时间不过 10 来年
。

不少地方又
;因片面强调

“以粮为纲
” 和缺乏燃料

、

饲料
,

依然滥垦
、

滥伐
、

滥牧
,

破坏抵消了治理
,

甚至大

于治理
,

造成 了新的水土流失
。

并 巨在这10 来年中
,

由于缺乏经验
,

还不是都能按坡沟兼治
,

植

物
、

工程与耕作三种措施相结合的正确途径进行治理
,

有不少地方却走了偏重在沟里打坝
,

而忽

视坡面治理
,

一遇较大暴雨
,

坝易遭冲垮的弯路
。

因此
,

黄土高原能有目前的治理成效
,

已是很

不错了
。

搞好水土保持
,

主要得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

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动下
,

户包治理小流
一

域的水土保持责任制勃蓬发展
,

承包户的数量 日益增多
,

群众的干劲和成绩不断增大
。

如果同时

又能提高我们对 自然规律与社会法则的认识
,

并改进治理工作的组织形式
、

治理途径和方法
,

那
一

么基本解决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间题
,

必将大大加快
。

2
、

黄土离原水土保持的
“
额外

” 投入与经济效益的分配问题

黄土高原的农民在农田基本建设和其他水土保持工作中
,

过去已经而且今后还要 付 出 大 量
“
额外

”
劳动

。

这
“
额外

”
劳动就是普通农林牧副业生产以外所投的劳动

。

就修梯田来 说
,

根

据甘肃省天水地区水土保持局与水土保持站在渭河流域 7 个县调查
,

修 1 亩梯田需用 工40 一 15 0

个
,

平均为80 个左右
。

这是相当大的
“
额外

”
劳动

。

将坡耕地修成了梯田作为基本农 田
,

当地修

梯田的农民固然受 了益
,

但同时由于制止了水土流失
,

减轻黄河的水沙危害
,

增进黄河的水利
,

对黄河下游地区的广大人民来说
,

也是很有利的
,

也许比黄土高原当地的农民得到更大的益处
。

不仅是修梯田
,

其他一些水土保持工程都需付出大量的
“
额外

”
劳动

。

如填沟造地
,

根据黄委会

绥德水土保持试验站调查
,

全靠人工挖土
、

运土
,

每造 1 亩地需工2 90 个 ; 如以人工挖土
,

结合

机械抽水拉土
,

每亩也需用工12 3个
。

再就造林来说
,

在黄土高原平均年降水量 4 00 一 5 00 毫 米 以

下地区
,

坡地造林应采用反坡梯田
、

水平阶
、

鱼鳞坑等整地工程
,

才能提高成活率
,

并使林木正

常生长
,

而不致成为
“
小老头树

” 。

修建这些面广量大的造林整地工程
,

也都需投入 大 量
“
额

外
”
劳动

。

此外
,

干支沟上修建骨干工程等
,

更需投入大量
“
额外

”
劳动

,

并且此类工程多数以

拦泥为主
,

是为治黄服务的
,

对当地农业生产不一定需要
。

所以我们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
,

对黄
_

土高原水土保持的劳力和资金的
“
额外

”
投入及其经济效益加以分析计算

,

以期求出当地农民和

黄河下游广大人民分别受益的比例数
。

经济效益的分配间题是制定水土保持政策所必需考虑的
,

所以这是一个有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间题
。

按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原则
,

国家向黄土高原增拨一定数量的经费与物资
,

乃是替黄河下游

广大人民向该地区农民支付
“
额外

”
投入所应得的报酬

,

是国家应当承受的负担
,

而不能看作是

一种扶持或援助
。

这样认识问题既符合经济法则
,

又能提高黄土高原的农民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的

积极性和自豪感
,

可促使他们更加鼓足干劲
,

结合发家致富
,

把改造黄土高原的面貌与根治黄河

的伟大工作进行到底
。

但是
,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第六条中提到

: ,’.
· ·

⋯
。

国家在经费
、

物资方面给予必要的扶

持
,

对重点地区应给予较多的援助
。 ”

这样提法
,

似欠妥当
,

应考虑加以修改
。

由于目前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所起的作用
,

尚不足以控制黄河水患
,

所以在黄河干支流上修建

水库防洪
、

拦泥
,

并兼作灌溉
、

发电之用
,

乃是完全必要的
。

可是修建水库只能为搞好黄土高原

的水土保持争取时间而已
。

我们对修建水库与水土保持
,

也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
,

全面分析
,

综



合论证
,

来确定两者防洪
、

拦泥作用的相互配合以及经费分配等方面的优选方案
。

或者有人会提出
: “

五十年代初
,

在映北由国家出钱叫农民培地埂
。

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顺
口溜

: ‘

国家给票票
,

农民划道道
。 ’

效果并不好
。 ”

我们应当看到
,

当时映北的一些农民还未

尝到水土保持的甜头
,

也不认识培地埂的作用和意义
。

而且当时的一些水土保持机构对培地埂尚

缺乏试验研究
,

修筑的方法也欠合理
,

结果花了国家一些钱
,

却得不到应有的效果
。

但是在八十

年代的今天
,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

现在黄土高原农民对水土保持的重要作用
,
差不多 已 家 喻户

晓
,

其中既有许多成功的综合治理典型
,

又积累了大量的群众经验与科研成果
, 可供推广

。

现在

我们需要从国家全局出发
,

按照经济规律来办事
,
就一定可以极大加速黄土高原水土 保 持 的进

程
。

并且为了控制黄河的泥沙
,

上下游虽然都需要投资
,

但是投在上游比投在下游更为合算
。

上

游拦 1 立方米泥
,

投资0
.

1一 0
.

2元就够了, 如果让这 i 立方米泥送到了下游进行处理
,

则需要 i

元 以上
,

约为上游投资的 5 一10 倍
。

可见搞好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
,
对治理黄河来说

,

非但是洽
本之道

,

并且还可大大节约资金
。

3
、

应加速发展黄土离原的交通趁设

为了加速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
,

对这一地区的全面开发似应予以更大重视
。

全面开发涉及各

个方面
,

在此只想提一下交通建设的一个侧面
。

目前延安与铜川之间的交通只靠一条公路
,

运输量很有限
。

19 6 5年陕北大早
,

动 员 了1 , 4 00

辆汽车运粮
,

每斤粮运到目的地的成本费高达0
.

8 0一1
.

00 元
。

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
:
在黄土高原

目前的交通条件下
,

经努力后能够做到粮食自给的地方 (这种地方在黄土高原占大多数 )
,

应随

农田单产的提高
,

保证粮食自给的同时
,

尽量退耕陡坡
,

还林还草
,

比较合适
。

陕北及黄土高原的其他许多地方宜于培育苹果
、

有萄等水果
,

且质佳味美
,

但因交通不便
,

运不出来
,

影响水果的大面积推广
。

今后随着种草与畜牧业的发展
,

畜产品的外运量必然日益潜

加
。

当然
,

发展交通还大有利于人才
、

文化
、

科技等方面的交流
,

而人才
、

文化
、

科技等方面的

交流与加速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密切相关
。

因交通不便
,

农民所需生产资料的供应也大受影响
。

如 1 9 8 3年榆林与延安地区的化肥施用量
,

每 亩农 田 分别只有17 斤与27 斤
, 1 9 8 4年也基本停留在此水平上多 而全陕西省1 9 8 3年平均每亩农

田的化肥施用量已 达到55 斤
。

因此这两地区农田单产的提高自然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

这主要由于从

铜川用汽车运 1 吨化肥到延安
,

要加运费66 元
,

商业部门怕亏损
,

把化肥运入量大大压低
。

如把

运费加到化肥零售价里
,

物价部门又不同意
。

可见发展黄土高原的交通运输确是十分重要
。

大部地段的路基 与桥墩已基本修好
,

大部隧河

也已打通
,

从西安通向延安的那条铁路应加速修通
,

并向北延伸
。

其实
,

修成这条铁路
,

对加速

开发陕北
,

加速搞好陕北的水土保持
,

加速根治黄河
,

以及巩固国防和发展旅游事业
,

都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

因此
,

从国家全局来看
,

它的经济效益与战略意义也许可充分论证修成这条铁路的

必要性
。

同时并建议
,

对发展整个黄土高原的交通建设应给予优先考虑
,

并加以统筹安排
。

4
、

关于黄河的治理方针问蔽

现在黄河的年径流量不到5口。亿立方米
,

小于闽江的水量
。

今后随着黄土高原及黄河流 域 内

其他地区水土保持与绿化程度的提高
,

大量坡耕地与坡荒地将变成林地几草地与梯田
,

地表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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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 5 0

.

9倍
。 少亩者降雨量虽比前者稍高

,

但 因历时长 (为前者的1 3
.

8倍)
,

降雨强度小
,

所水以

土流失就较轻微
。

观测中其它几次降雨资料都说明了这一点
。

2 、

大暴雨对坡面水土流失的影响
。

从实测资料看 出
, 1 9 81 年 8 月 14 一 1 5 日降雨量为 8 8

.

8毫

米的特大暴雨
,

历时 1 8小时42 分钟
,

平均降雨强度0
.

08 毫米/分钟
,

最大强度 0
.

4毫米/分钟
,

历时

1 小时55 分钟
,

各小区发生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

农地的径流量占全年径流量的9 6
.

6%
,

冲刷量 占

全年的9 8
.

7 ; 3 年生沙打旺草地
、

7 年生洋槐林和柠条林的径流量和冲刷量都占全 年 的 1的% ,

天然草地的径流量 占全年的96
.

8%
,

冲刷量 占全年的9 8
.

6 %
。 1 9 8 3年 9 月 6 日的大暴雨

,
.

造成的

水土流失也很严重
。

上述各植被小区的径流量分别占全年径流量 的 3 8
.

9 %
、

3 8
.

8 %
、

52
.

4 %
、

10 0 % 和32
.

。% ;
冲刷量分别占全年的4 4

.

5 %
、 9 0

.

8%
、

5 0
.

4 %
、

1 00 %和 21
.

2 %
。

由此可见
,

几

次特大暴雨是引起坡地水土流失的决定因素
。

降雨引起坡地水土流失的两个作用
,

一是降雨雨滴的打击力
,

一是降雨时形成径 流 的 冲 秘

力
。

而雨滴的打击作用在引起坡地的水土流失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

因降雨强度越大
,

雨滴对
一

地表

击戮力越大
。

加之暴雨缩短了汇流时间
,

增加了产流强度 (单位时间的径流量 )
,

短时间内夹带了

大量的泥沙颗粒
,

形成严重的土壤侵蚀
。

相反
,

降雨量虽大
,

但强度小
,

雨水慢慢被土壤吸收
,

当土壤水分达到饱和时才产生径流
,

而且汇流时间长
,

产流强度小
,

携带的泥沙少
,

冲刷量亦小
。

3
、

前期降雨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

据报道
,

前期降雨对水土流失影响显著
,

我们的试验也证

明了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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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必将逐年减少
;
而植物蒸腾与蒸发耗水

,

则将随之增加
。

至于降水量并不会因植被的增加而有

显著变化
。

国外水文工作者根据理论分析与实测
,

一般认为森林不能显著增加降水量
,

但在国内

尚少实测资料
。

这方面的试验工作有待开展
。

因此
,

今后黄河年径流量的年内分配虽渐趋均匀
,

含沙量也将不断下降
,

但其年径流量
,

根据水量平衡的原则
,

却只会逐渐减少
。

尽管黄河水量不丰
,

可用于灌溉的水应当最经济有效地利用起来
。

因为灌溉与非灌溉相 比
,

增产是非常显著的
。

但就黄河流域大部分农地来说
,

由于水源不足
,

今后仍须以旱作农业为主
,

.

而灌溉农业则居于次要的地位
。

赵紫阳总理于1 9 8 3年 3 月 2 5一 2 8 日在陕西和一些同志座谈时
,

对

此问题曾育精辟的论述
,

值得重视
。

实则
,

作为黄河流域早作农业基础的秋雨春用等保墒耕作制
,

就属于水土保持的范畴
。

于且

解放后的30 余年来
,

黄河采用水利工程防洪
,
已取得了很大成绩

,

今后应当更加注重于根治
。

因

此
,

黄河的治理方针似应以水土保持为首
。

故建议
: “

今后黄河规划
、

管理
、

使用的方针
,

必须

以水土保持
、

防洪和灌溉为主
。 ” 当然

,

在水土保持不断扩大作用的同时
,

决不能放松必要的防

洪工程
,

直 至最后达到根治黄河的伟大 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