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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态经济原则指导沂蒙山区的治理工作

史更申 冯启民

(山东省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 )

提 要

人为不 合理的经济活动
,

是造成沂蒙山区水土流失的主要根源
。

水土流失对沂蒙山区生

态环境的破坏和经济建设的危害
,
主要有

:
土地退化

,

生物产量下降 , 淤积河道塘库
,

影响

工程效益 , 生态环境恶化
,

白然灾害频繁
。

遵照生态经济原则搞好沂蒙山区的水 土 保 持 工

作
,

一是坚持系统的整体性原则
,

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沂蒙山区的水土流失 ; 二是坚持

系统的结构性原则
,

合理调整农业布局 , 三是坚持系统的相关性原则 , 在抓好治理的同时做

好预防和保护工作
。

沂蒙山区位于山东省中南部
,

系由沂 山
、

蒙山
、

鲁山等山脉组成
,

总面积 1
.

6万平方公 里
,

是我因的老革命根据地之一
。

解放后
,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这里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

但从 总的 情 况

看
,

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低于其它地区
,

经济和文化都较落后
,

仍是全国贫困地区之一
。

形成

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严重的水土流失给当地生态环境和各业生产造成很大危害
,

则是

一个重要方面
。

因而
,

在综合开发沂蒙山区的同时
,

运用生态经济学理论 (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

系统所形成的复合系统的运动规律的科学 )
,

深究其水土流失的发生
、

演变及其防治的途径是很

有必要的
。

一
、

人为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是造成沂蒙山区水土流失的主要根源

沂蒙山区山地面积占本区总面积的 65 %
,

丘陵占25 %
,

水土流失较为普遍
,

而且相当严重
,

裸岩到处可见
。

据境内的临胸
、

沂源
、

沂水
、

蒙阴
、

平邑
、

泅水
、

新泰等县 (市 )的普查统计
,

7

县 (市 )的水土流失面积达 1 万多平方公里
,

占其总面积的81 %
。

蒙阴县每年水土流失量 为 5 6 9
.

5

万吨
,

侵蚀模数每年每平方公里 4
,

20 。吨
。

沂蒙山区实为
“
大动脉出血

” 。

可是
,

沂蒙山区 原 来

并非如此
。

据考察分析
,

现在很多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
,

以往都曾是林深
、

谷幽
、

水碧之处
,

水

土流失很轻
。

山区腹地的沂水县就有
“
林壑芋绵

、

岩灿深眼
,

夏无绝炎
,

冬无严寒
,

烟水之胜逸于

江南
”
的历史记载

,

今天为什么变成严重水土流失区 ? 有自然因素
,

也有人为的因素
,

但后者是

主导因素
。

我们认为
,

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
、

探讨人为因素
,

对于提高人们防治水土流失



的自觉性是很必要的
。

生态经济学家认为
,

人类社会是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生态经济系统 (广义上讲
,

这种系统分

为农业和城市工矿两类 )
。

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
,

实际上是人类同自然环境不断进行能量与

物质交换的过程
。

在农业生产领域内
,

也就是农业的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之间的物质和能量

的变换
。

生态系统的输出是经济系统的输入
,

而经济系统的输出又是生态系统的输入
,
二者互相

联系
,

互相依存
,

互相制约
。

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客观上相互构成了一个复合的生态经济系统
,

所以
,

经济系统的任何生产活动
,

都要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
,

使生态系统发生某种变化
,

生态系

统虽然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
,

即负反馈效能
,

使系统本身各部分功能在一定的时间
、

空间在

相对稳定的条件下
,

处于相互适应和协调的动态平衡之中
。

但这种 自我调节的能力是 有 限 度 的

(生态学把这种限度称为
“
生态学闽限

” )
,

当外界干扰超过他们本身自动调节能力的时候
,

即

人们过多取之于 自然
,

超过 自然界的负担能力
,

就必然引起生态结构和功能失调
,

物质循环和能

量交换发生阻碍
。

而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

植物群落是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的枢纽
,

对

保持生态平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破坏植被不仅关系动物和微生物的数量和质量
,

而且对生态环

境具有重大影响
。

沂蒙山区大面积严重的水土流失
,

正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人为不合理的生产活

动
,

使大量植被遭到破坏的结果
。

新中国成立 以前无须赘述
。

遗憾的是
,

新中国成立 以后
,

由于

种种原因
,

对这个间题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

仍干了不少 以破坏我们生存条件为代价 而 谋 取 一

些暂时或局部利益的蠢事
。

如五十年代末期的
“
几个大办

” ,

三年困难时期的
“
小开荒

” , 一

卜年

动乱以及工作上的失误等
,

使植被 (森林
、

草场 ) 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摧残
。

1 9 8 1年山 东 省 组 织

的水土保持考察组对境内蒙阴县进行了考察
。

这个县毁林开荒十分普遍
:
原 111 寨公社 的 王 家 峪

毁掉了 67 公顷多松林
,

高都乡东沟毁林开荒 40 公顷
,

全县有两万户靠扒山皮
、

刨草根就炊
。

由于

植被破坏
,

生态平衡失调
,

土壤的持水保水能力降低
,

水土流失加剧
,

使旧债未还
,

又欠新债
。

该县魏石 山地 区
, 1

.

9 80 年将 0
.

33 公 顷多的一块油松林垦为农 田
,

6 月底一场暴雨把栽种的花生冲

光
,

冲蚀泥沙 70 一 80 立方米
,

平均每公 顷流失 2 25 立方米 , 联城乡毁林造地 1 3 3
.

3公顷
,

造成水冲

沙压的土地竟与此数相等
。

二
、

水土流失对沂蒙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经济建设和影响

互感相关性 (系统内某一个行动会诱发其它动作 ) 是每一个系统都具有的特性
。

虽然水土流

失对自然生态的直接影响
,

往往只是一个或少数几个 自然环境要素
,

但是其影响常常通过各要素

之间的联系
,

使整个农业系统的结构及其运动发生着变化
,

导致一系列的后果
。

恩格斯在谈到人

类活动违反自然规律必然受到自然界的报复时
,

深刻地指出
: “

美索不达米亚
、

希腊
、

小亚细亚

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
,

为了想得到耕地
,

把森林都砍完了
,

但是他们梦想不到
,

这些地方今天竟

因此成为不毛之地
” 。

据初步分析
,

水土流失对沂蒙山区生态环境和经济建设主要有以下几种影

响
:

(一 ) 土地退化
,

生物产 l 下降
。

随着土壤侵蚀加剧
,

大量肥沃细粒物质流失
,

土壤质地越

来越粗
,

逐步由砂土向着细砂
、

粗砂
、

砾石演变
,

导致山区土壤砂砾化
,

有效养分贫乏
,

生物产

量下降
。

据统计
,

沂蒙山区腹地的沂水
、

沂源县 因长期严重的水土流失
,

裸岩石化面积竟占这两

个县总面积的20 %以上
。

土壤侵蚀越严重
,

土壤养分含量越低
,

对 8类 13 种土壤耕层养分分析结

果说明
,

氮素和有机质大多不够最低标准
。

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

就是各种生物的生存和生长发育总是与环境相适应
,

土 壤 质量 优

劣
,

对植物群落能量交换强弱及生物产量高低具有重要影响
。

沂蒙山区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
,
随



着地力下降
,

植物群落逐步由高级的以栋类为主的阔叶落叶林
,

演替为稀落的灌木草丛
,

以致有

的村 2
.

67 公顷荒山地养不了一头牛
, 0

.

47 公顷山还养不了一只羊
。

蒙阴县东沟村花生产量 1 9 8州 l三

同解放初期相比
,

.

单产和总产分别降低了 6 7
.

3 %和 65
.

3%
。

(二 ) 严孟淤积河道塘库
,

影响工程效益
。

水土流失使大鱿泥沙下泻
,

填进河道塘库
,

使水

利没施效益逐步降低
,

甚至报废
,

给防洪
、

灌溉
、

发电
、

航运等造成严重威胁
。

临沂地 区 2 19 条

中小河流
,

30 多年平均淤厚 0
.

5米多
,

沂河
、

沐河河道已淤积 1
.

5亿立方米
,

行洪能力降低 1 2
.

3%
,

大中型水库淤积达 3 亿多立方米
,

有 1 10 座小型水库和 2 ,
0 00 多座塘坝淤平

,

失效灌溉面积 2 万公

顷
。

新中国成立以来
,

全区河道决口 2
.

6万处次
,

近万人死伤于洪水灾害
,

累计受害面积 21 5
.

7万

公顷
,

损失粮食25 0多万吨
。

(三 ) 生态环境恶化
,

自然灾害频繁
。

良好的土壤条件及其水分状况
,

是维持生态环境
,

保

证生 :.et 系统正常进行物质能皿转化的基本条件
。

山于水土流失区植被受到破坏
,

土层变薄或完全

丧失
,

使流域涵蓄水分的能力降低
,

造成生态系统的各子系统之间物质与能员交换失调
,

早涝风

雹等 自然灾害加剧
。

近 10 年来
,

临沂地区平均每年受灾面积 5 6
.

67 万公顷左右
,

减产粮食 2
.

5一 3

亿公斤
,

;戎产花生 50 一的万担
。

特别是早情日趋严重
。

近 10 年的降水量比多年平均降水 虽 ( 8 5 3

毫米 ) 减少 15 % 以上
,

平均每年受灾面积在 26
.

67 万公顷左右
。

由于连年少雨干早
,

不但农 作 物

减产
,

还造成人畜饮水困难
。

1 9 8 4年全地区有缺水村庄 1 , 3 60 个
,

缺水人 口 4 4
.

6 万人
。

产巫的水土流失
,

直接影响着沂蒙 山区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

到 1 9 8 4年止
,

这一地

区的沂水
、

沂源
、

沂南
、

平邑
、

费县等 6 县
,

每人平均收入仅 19 1元
,

其中收入不足 1 5 0 乡已的有

1 10 多万人
,

占当地总人日的 20 %以上
。

全地区 1 42 个乡镇中
,

山于水土流失造成的资源缺乏
,

有

5 0个乡恒没有乡办企业
,

占当地总乡镇数的 35 %
。

三
、

遵照生态经济原则搞好沂蒙山区的水土保持工作

沂蒙山区水
二卜流失的发生和演变过程

,

说明生态 经济系统对人类活动的反馈作川
,

含有恶性

拓环的一面
。

欲取得高速度的经济发展
,

必须有 良好的生态环境相适应
,

保持水」: ,

防治水土流

失
,

是获得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的首要条件
。

但怎样建立农业生态系统
,于农业经济系统相

协训的关系 ? 怎祥使水土保持的成果既符合最大的经济效益指标
,

亦符合最仕生态效益的要求 ?

关健在于 5巴防治水土流火
.

, j发展生产紧密结合起米
,

以提高生态经济综合效益的观点指钟水土保

持
,

克服旧的单纯为发展生产而不顾生态或只顾生态而忽视生产的 ) }面作法
。

总结以往经验
,

我

们认为有必要遵照生态经济原则抓好 以下儿方面的工作
:

(一 ) 坚持系统的整休性原则
,

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

整体性是系 统 的 161 有

特性
,

是 l打系统 l’1勺各个要索或成分之间相互关系所决定的
,

集体效应是整体性的表现
。

以小流域

为单
_

龙综合治理水土流失
,

就把生物和非生物因素的山水 田林草路纳入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系

统
,

这就决定了山区开发建设
`
}
,

必须首先着眼于山地系统的整体效应
,

以提高生态和经济综合效

益为 }
_

!标
。

全面规划和合理搭配各种治理措施
,

因地制宜地逐步地把水上流失区变成 经 济 作 物

区
,

变成林果区
,

变成牧草区
,

变成薪炭林区
。

而小流域治理采用户包责任制
,

则解决了治理水

土流失方面长期存在的治竹用脱节和责权利分离的问题
,

使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更加适应生态系

统的状况
,

有利于调动 J
’ `

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

这儿年水土保持工作出现的巨大进展
,

就有力地

显示 出了小流域治理的强大生命力
。

但我们还应看到
,

要使小流域治理在水」:保持工作巾深深扎

根
,

并充分发挥它的威力
,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

现在
,

当务之急是解决好如何加强领导
,

也就是

如何做好服务的问题
,

使群众通过小流域治理尽快得到实惠
,

进一步克服部分干部存在的糊涂认



识
。

例如
,

有的乡村干部至今还把这项公益性
、

社会性和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
,

当成只是经营者

个人的事
,

认为既然承包到户就不用再过问了
,

致使有些地方进展缓慢
,

甚至边治理
、

边破坏
。

这种情况现在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

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
。

平邑县对户包治理小流域非常重视
,

实行统一领导
,

统一规划
,

统一标准质量
,

统一检查验

收
,

分户治理 (大的工程项 目
,

由集体统一施工 )
、

分户管理
,

把县直属有关部门
,

有关乡镇的

领导
,

有关技术力量
、

资金
、

料物等集中起来
,

打歼灭战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这个县的蒙山前

地区有 14 个小流域
,

总面积 25 7平方公里
,

1 9 8 2年开始搞试点
,

19 8 4年全面铺开
。

3 年 来
,

集 中

县直属有关部门
,

集累资金 1
,

00 0多万元
,

在全面封禁的基础上
,

发展经济林 4
,

“ 6
.

7公顷
,

用材

林和水土保持林 l
,

00 0公顷
,

治山整地 6
,
6 66

.

7公顷
,

栽植条花 4
,

50 。万墩
,

建塘坝 25 座
,

蓄水谷坊

20 4座
,

拦沙谷坊 9 ,

89 6座
,

修环 山路 30 0公里
,

综合治理面积占应治理面积的 92 %
,

取得了 较 好

的生态经济效益
。

1 9 8 6年
,

每人平均收入 由治理前的 1 17 元增加到 18 7元
,
口粮由 1 50 公斤增 加 到

26 0公斤
,

并墓本解决了人畜吃水和生产
、

交通的困难
。

在 日降雨 1 50 毫米的情况下
,

墓本控制了

水土流失
。

(二 ) 坚持系统的结构性原则
,

合理调整农业布局
。

任何系统都是有结构的
。

所谓结构
,

就

是指一个系统的各个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
。

结构和功能是矛盾的统一
,

结构决定功能
,

功能也反

过来作用于结构
。

山地丘陵区土壤侵蚀的规模和程度
,

往往决定于农林牧生产的结构及土地利用

方式
,

所以防治水土流失
,

改善并发展生产的条件
,

必须从恢复和建立合理的农业结构做起
。

沂

蒙山区农业从总体来说
,

有两个基本特点
: 一个是每人平均耕地少

,

但山多
,

水面
、

草场大
,

光

照充足
,

气候适宜
,

·

自然资源丰富 ; 一个是经济文化落后
,

但劳动力资源丰富
。

调整产业结构就

应围绕这两个基本特点搞改革
,

在当地产业结构经过近几年调整逐步趋向合理的基础上
,

进行巩

固
、

完善和提高
。

1
、

建立良好的林草生态系统
,

大力筛选和推广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兼优的植物
。

山区发展

农业生产的潜力
,

主要在于开发宜林荒山及现有坡耕地的改造上
,

把不适宜种粮食易引起水土流

失的荒山退耕还林 (果 )
、

还草
,

尽快给大地披上绿装
,

这是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和生产

条件的首要任务
。

沂水县的两个典型事例就很能给人们一种启示
。

这个县的泉庄乡石棚村和沙地

村同处一条小流域
,

沙地村的 2 00 公顷荒山上遍地是马尾松
,

覆盖率达到 65 %
,

但 2 0年米收 入 芒

微
,

村里每年还得拿出3
,

0 00 元钱雇人看管
,

挫伤了群众搞水土保持的积极性 ; 而石棚村的 1 80 公

顷山上都是刺槐
、

草戴帽
,

柿子
、

软枣围山腰
,

桃李杏梨盘山腿
,

苹果
、

山植绕山脚
,

山上 山下

栽花椒
,

既提高了植波覆盖率
,

保持了水土
,

又增加了居民的收入
。

1 9 7 8年以来
,

这个村共发展

各种干鲜果树 7
.

35 万棵
,

每人平均 54 棵
。

近几年
,

全村林果业总收入都在 18 万元左右
,

只此一项

每人平均达 150 元
,

占农业总收入的 60 %以上 ; 预计 1 9 9 0年进入盛果期
,

林果收入可达 70 万元
,

每

人平均 5 0 0元 以上
。

适于沂蒙 山区栽植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兼优的多年生植物是很丰富的
,

有些树种还驰名中

外
,

其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都比较畅销
。

如经济树种板栗
、

核桃
、

黄梨
、

山植
、

花椒
,

用材树种揪

树
、

秤柳
,

灌木 植物金银花和草本植物黄花菜等
。

各地应抽 出一定的人力
、

物力和财力开展这类

植物的挖掘
、

引种
、

栽培
、

繁殖
、

加工等方面的试验和推广工作
,

坚 持 因 地 制 宜
,

适 地 适树

(草 )
,

防止
“
一刀切

” 、 “
大呼隆

” ,

做到有计划积聚能够形成拳头产品的林果资源 ; 同时
,

要保护好那些有特殊用途的林草资源
。

2
、

理顺关系
,

把水土保持与发展畜牧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

山多
、

坡广
,

给沂蒙山区发展畜牧

业提供了条件
,

同时也加重了这里防治水土流失的任务
。

很好地认识这种优势和问题
,

把水土保



持与发展畜牧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

并把
“
草

”
作为联系的纽带

,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草既是

保持水土的设施之一
,

又是牲畜扑食的对象
,

水土保持与畜牧业客观上就存在着一种对立
、

统一

的关系
。

这种关系处理好了就会互相促进
,

实现山青水秀
,

六畜兴旺 ; 否则
,

就会互相矛盾
,

造

成穷山恶水
,

料缺畜衰
。

过去发展畜牧业往往只追求总增
、

净增与存栏数
,

不注意草场资源建设和

改 良畜种
,

提高商品率
,

这是违反生态经济原则的
。

其结果
,

不仅畜牧得不到真正地发展
,

还可

能引起水土流失的严重恶果
。

种草是投资少
、

用工少
、

见效快
、

受益大
,

国家
、

集体和农户都能搞的一项水土保持措施
,

又是发展畜牧业的基础
。

从当前各地开发利用草场情况看
,

人工草场鲜草产量
,

每公顷在 2
.

25 万

公斤左右 ; 现开发利用的天然草场一般每公顷仅 7
, 5 00 公斤左右

。

沂蒙山区草场开发工作还 有 相

当大的潜力可挖
,

各地都应象种树那样制定好种草
、

养草的规划和实施措施
,

搞好优良草种的培

育和引进推 J` 工作
。

对现有的各种草源
,

要严加保护
。

实践证明
,

对荒山实行封育是个好办法
。

据调查
,

封育搞得好的地方
,

三五年后
,

土壤流失量比原先减少 60 一 70 %
,

同时还促进 了 林 牧

业发展
。

沂蒙山区的临胸县近几年从封山入手
,

远抓林果
,

近抓畜牧
,

把封育荒山和栽植林果结

合起来
,

促进了畜牧业
、

林果业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
。

目前
,

年产饲草
、

饲料 3
.

93 亿公斤
,

19 85 年和

1 9 8 3年相 比
,

全县大家畜存养从增加了 12 %
,

家禽存养量增长 1
.

72 倍
,

年产鲜奶 4 50 万 公 斤 , 已

建成乳品加工厂 3 处
,

年产各种乳制品 14 3吨
,

产值 2 00 万元
,

果品加工产位 1 ,
4 00 余万元

。

3
、

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位置上
,

正确处理林粮争地矛盾
,

大力建设高产隐产的
“
三保田

” 。

在农业生态系统的多层次结构中
,

农林牧物质能址 转 化 系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层次
,

三者之间

可 以互相促进
,

也可以互相矛盾
,

关键在于比例与布局是否得当
、

合理
。

过去
,

不少地方为了搞

粮食
,

毁林毁草开荒
,

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后果
,

但是决不能因此否定种植粮食的重要性
。

民

以食为天
,

虽说食物并不只是粮食
,

但在我们这个具有十亿多人 口的国家里
,

不竹是 现 在 还 是

将来
,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

粮食都是我们的主食
。

要是粮食出了问题
,

就会波及到各个方面
,

水

土保持的许多成果也难保得住
。

所以
,

我们必须一面坚持陡坡退耕还林还草
,

另一面坚持凡是适

宜种粮食的地
,

都应种粮食
,

特别是要强调发展林果不能占用过多的耕地
,

尤其不能占用高产粮

田
。

山区发展农业生产
,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抓好山丘地区坡耕地的改造和现有耕地的农田

荃本建设
,

搞好水土保持
。

临胸县的申家庄小流域
, 1 9 8 3年冬在 60 公顷山坡上按等高线于!

:
挖了 2米见

方
、

1 米深的大树坑 3万个
,

全部栽上了果树
, 1 9 8 4年 7月 12 日突降相当于 20 年一遇的暴雨 15 8毫米

,

造成 山洪暴发
,

附近坡耕地大量水土流失
,

山下沟河泥沙淤积高达半米多
,

可是小流域内的新建

果园
,

除有 2 棵小树冲出外
,

其它完好无损
。

果树下种的花生等作物
,

当年收入 45 万元
,

每公顷

产值 7
,

5 0 0元
。

各地在修建梯田的基础上
,

充分利用地捻和堰坡植树
、

插条
、

种草
,

既能护坡固土
,

又可增

加经济效益
。

平邑
、

沂源
、

沂水等县坡地改梯 田
,

捻边条花
,

捻里山植
,

田 面 花 生
、

地 瓜 ; 果

粮
、

果油间作
,

坡地还林
、

还果
。

这种不退耕的作法
,

深受群众欢迎
。

现在
,

沂源县地堰种的桑
、

花椒
、

山植
,

已分别发展到 50 0万
、

2 00 万和 80 万株
。

燕崖乡的西

郑王村在地堰上栽桑树 7
.

5万株
,

其中有 2
.

7公顷是树上 50 公斤茧
,

树下 5 00 公斤粮
。

芦峪村发展地

边花椒 2
.

1万株
, 1 9 8 5年仅此一项每人平均收入 18 5元

。

4
、

水土保持与脱贫致富
、

发展商品生产相结合
,

建立农工商多层次一体化经营 的 群 体 结

构
。

防治水土流失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山丘区的农业生态经济状况
,

促进多种经营的发展
。

但

改善生态环境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

需要投入较大的力量 , 而水土流失严 重的地区
,

一般都是



较贫困的地区
,

这就决定了水土保持必须为发展山区生产服务
,

为繁荣山区经济服务
。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
,

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
,

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

一个农业

生态经济系统功能的高低
,

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子它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变化的效率
,

而不是个别部

分的生产量
。

只有根据物流和能流相互循 环利用的规律
,

实行多产业
、

多层次
、

多形式的综合发

展
,

才能提高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输出能力
,

表现出生态经济系统的高产性
。

这就是说
,

山区要

想富
,

就必须从封闭
、

半封闭式的自给自足走向市场交换
,

把通过小流域治理所产生的生物及其

副产品进行综合加工利用
,

由出售原料转向出售商品
,

把资源优势变成商品优势
,

建立农工商多

层次一体化经营的群体结构
。

沂蒙山区的沂源
、

沂水
、

沂南
、

蒙阴
、

平邑
、

费县等 6 个水土保持

重点县
,

从治理水土流失入手
,

开发山区资源
,

发展内销和创汇商品
,

开始打开 了致富的门路
。

1 9 8 5年这 6 县仅发展 出口商品就达 1 21 个
,

商品收购额 6
,

00 0多万元 ; 1 9 8 6年又有大幅度增加
,

6

个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22
.

8亿元
,

两年增长 14
.

5%
,

在每人平均分配不足 15 0元 的 贫困村中
,

有

1/ 3的村庄初步脱贫
。

商品经济的发展
,

增强 了他们的内在经济活力
,

反过来又 促 进 了 水 土 保

持
。

两年来
,

这 6 个县治理水土流失 6 38 平方公里
,

改善水土保持面积 32 5平方公里
,

共植树造林

7
.

1万公 顷
,

其中
:

经济林 3
.

8万公顷
,

栽植各种条花 3
,

50 0多万墩 ; 闸谷坊 7
.

7万多座
,

修塘坝 8 00

多座 ; 建设水平梯田 1
.

3万公顷
,

修建山区道路 6
, 4 00 多公里

。

这样快的脱贫步伐
,

这样快的治理

水土流失速度
,

在沂蒙山区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

(三 ) 坚持系统的相关性原则
,

在抓紧治理的同时做好预防和保护工作
。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

同其它系统一样
,

不是孤立存在的
,

它同周围的环
·

境
,

同城市工矿类生态经济系统都保持着一种

物质循环
,

能量转化和信息交换的关系
。

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
,

农业生态系统越米 越 受 到城

市
、

工矿经济系统发展的影响
,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

甚至使之发生根本变化
。

当前最为突出的问

题是人为造成的新的水土流失
。

据临沂
、

泰安
、

淄博
、

烟台
、

济南等地市统计
,

有些工矿企业在开

矿
、

修路
、

采石等作业中
,

由于忽视水土保持措施
,

滥挖乱倒
,

造成大片地貌和植被破坏
,

新的

水土流失面积 已达 5
.

7万公 顷
,

年流失泥沙总量 1
,

42 。万立方米
。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

过去很多人

没认识
,

现在再也不能视而不见 了
。

生态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一致的
,

不是矛盾的
。

生态经济规律要求经济建设

与环境保护
、

国土整治同步进行 ;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

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这一 目

的的手段相统一
。

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
,

这种需要既表

现在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要求上
,

也表现在对生活的社会环境
、

白然环境质量的要求上
。

严重水土流失和生态失调
,

环境质量就无从谈起
。

因此
,

不论从那一方面讲
,

各级政府都应当把

满足人民生活和各业生产对环境质量和国土质量的要求
,

提高到社会主义生产 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认识
。

进行各种建设
,

瞻前顾后
,

不能只看当前利益
,

也应当看到长远的生态和社会效益
。

经

济主管部门在制定重大经济方案或修建重大建设项 目和进行区域综合性开发时
,

要进行生态和生

态经济方面的论证
,

研究和预测这些方案和 重大建设对生态系统产生那种性质的影响
,

做到没有

应急措施不开工
。

各地在抓紧治理的同时
,

切实维护和管理好现有的水土保持设施
。

去年沂源县

由县人大常委会和县政府根据水土保持的有关法规
,

结合本县情况
,

先后制定并发布了水土资源

管理 《决定 》 和 《布告 》
,

各乡 (镇
、

村 )
·

也都制定了乡 (镇
、

村 ) 规民约
,

同时
,

县乡两级设

了检查员
,

行使监督和检查的职责
,

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
。

这些做法位得各地参考
。

四
、

结 束 语

沂蒙山区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生动地告诉人们
,

生态过程和经济过程是作为一个复合系统演



进的
。

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是造成生态失调
、

水土流失加剧的主导因素
,

严重的水上流失又是
一

导致

山区生态环境恶化
、

经济萎缩的重要根源
。

把发展山区经济与水土保持相结合
,

把防治水土流失

的措施与提高生产经济效益的途径相统一
,

是山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
,

也是水土保持生命力之

所在
。

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深入探讨
、

合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势在必行
。

( 本文得到原水利 电力部高博文高级工程师和 山 东师范大学生物 系田 凤翰教授的 指 导 和 审

阅
,

在此谨致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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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d d e s t r u e t i o n o f 5 0 11 10 5 8 七0 e e o l o g i e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七 a n d e e o n o zn y e o n s -

t r u e t i o n 1 5 a s f o l l o w s ,

t h a 七 l a n d d e t e r i o r a t e s , P r o d u e 七i o n y i e ld d e e r e a s e s ,

d e P o s l七i o n o f r i 、
,

e r a n d r e s e r v i o r o r p o n d a f f e e t s t h e b e n e l
`

i t o f e n g i n e e r -

i n g
, e e o l o g i e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w o r s e n s , n a t u r a l d i s a s t e r s o e e u r

f r e q u e n 七l冬一

T o P e r f o r m 5 0 11 a n d w a t e r e o n s e r v a t i o n o f Y i
一

M o n m o u n t a i n o u s r e g i o n

w e l l s h o u l d b e i n a e e o r d e n e e w i七h 七h e e e o l o g i e a l e e o n o m y P r i n e i l e s ,
t h a七

七h e l i r s七 18 t o u P
一

h o ld e n 七i r七y o f t h e s y 。七e m
,

七a k i n g 七h e s : n a l l w a 七e r o h e d

a o a u n i t t o h a r n e o s 0 0 11 10 。 。 o f Y i
一

M o n m o u n t a i n o u s r e g i o n e o m P r e h e n s i 、
·
e

-

l y
,

t h e s e e o n d 18 七0 i n s i s 七 o n t h e P r i n e i p l e o f s七r u e t u r e , r e g u l a 七i n g a g r i
-

e u l七u r a l a r r a n g e m e n t r a t i o n a l l y
, a n d t h e t h i r d 15 七0 P e r s e v e r e 七h e P r i n e i

-

p l e o f e o r r e l a t i o n ,

m a k i n g p r e v e n七i o n a n d p r o t e c t i o n w h e n w o r k i l i g o n

h a r n e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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