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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沿黄地区水土流失危害及防治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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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晋西 沿 黄地 区是黄河中游水土 流失最严重 的地 区之一
。

2 0 世纪 90 年代末水土 流失 面积为

2 0 7 7 7
.

0 k m Z ,

占研究区土地 总面积的 7 9
.

3 0 %
,

较 7 0 年代末水土流失面积 1 7 9 1 2
.

5 4 k m Z
增加了 2 5 6 4

.

4 6

k m
Z ,

平均每年以 1 43
.

23 k m
Z

的速度在扩展
。

水土流失造成该 区可利用土地面积减少
、

土地生产力下降
、

农

田水利设施被破坏
、

生态失调等危害
。

为此
,

本文依据研究 区水 土流失 的现状及危害
,

提出了以 山西省可持

续发展为 目标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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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 o f t h e t o t a l l a n d a r e a i n t h e 1 9 9 0 5 ,

w h i l e w a t e r e r o s i o n

l a n d c o v e r s 1 7 9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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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流失是晋西黄土丘陵沟壑地区最突出的生 境明显改善
,

但 由于环境条件限制再加上人为干扰作

态环境问题
。

目前
,

该 区土壤侵蚀模数一般在 5 0 0 0 ~ 用
,

总体上水土流失
、

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始终没有

1 0 00 O t/ k( m
Z · a )

,

严重的地区可高达 20 O 00 t / k( m
Z

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和扭转
,

农村经济长期在困境中徘
· a ) 以上

,

沟谷密度平均在 3 k m / k m
Z
以上

,

高者可 徊
,

人民生活也并未从根本上摆脱贫穷的面貌
。

达 6一 s k m k/ m
Z ,

沟壑面积 占土地总面积的 40 % 一 世纪之交
,

中央领导提出
“

退耕还林 (草 )
、

封山绿

60 % l[]
,

已成为黄土高原乃至全国土壤侵蚀最严重的 化
、

个体承包
、

以粮代贩
”
的黄土高原及黄河流域治

地区之一
。

水土流失既破坏了当地人类赖 以生存的生 理的战略措施
,

这对防治水土流失
、

改善生态环境
、

再

态环境
,

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也对周边地 造
“

秀美 山川
” 、

增加农民 收人
、

加快脱贫致富
,

促进

区的生态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

特别是人黄泥沙在黄河 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下游河床不断淤积对黄河下游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 深远的历史意义
。

因此
,

开展晋西沿黄地区水土流失

造成严重威胁
。

建国以来
,

尽管在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的综合防治研究
,

在山西省乃至整个黄土高原地区具

方面做了很大努力
,

局部地区治理成效显著
,

生态环 有一定的代表性
。

本文根据野外调查和前人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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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针对晋西沿黄地区水土流失的严重性和对农业生

产 以及社会经济的危害性
,

提出以山西省可持续发展

为 目标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的对策及措施
,

为贯彻落

实当前 国家
“
退耕还林 (草 )

”
的战略决策和以 水土保

持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撑
。

1 研究区范围及基本情况

晋西沿黄地 区范 围的界定
,

基于 2 方面原因
:

( l)

山西省
“

十五
”

规划的沿黄产业带包括的主要县区
,

因

这 里的河 (曲 )保 (德 )偏 (关 )兴 (县 )
、

离 (石 )柳 (林 )
、

河津市是山西省未来重点开发的经济重心区
,

并保证

行 政边界的完整性
; ( 2) 人黄 1 级支流所流经 的县

区
,

以保证流域 的完整性
。

但考虑到朱家川流域的神

池
、

五寨和岚漪河流域的奇岚县
,

已远离沿黄产业带

且属于晋西北地区
,

地表物质组成多以覆沙黄土和石

质 山地丘陵为主 2j[
,

而运城地 区 的河津市地势低 缓
、

地貌类型又有别于黄土丘陵沟壑区
,

都暂不考虑
。

这

样
,

本文涉及的研究范围
,

在行政 区划上包括忻州地

区 的河曲
、

保德
、

偏关
,

吕梁地 区 的兴县
、

临县
、

柳林
、

石楼
、

方山
、

离石
、

中阳
,

临汾地区的永和
、

大宁
、

吉县
、

乡宁
、

限县和蒲 县
,

共 16 个 县 (市 )
,

土地 总面 积约

2
.

6 2又 1 0 `
k m

Z ,

占山西省土地总面积的 1 6
.

8 0 %
。

地

处吕梁山地以西和黄河 以东的晋陕峡谷 区
,

介于 35
“

3 8
`

一 3 9
0

4 0 ` N 和 1 1 0
0

3 0 `

一
1 2

0

0 0
`

E 之 间
,

是黄 土高

原的重要组成部分
。

研 究 区 地貌 以 黄 土丘陵 为主
,

除紫金 山 ( 海拔

1 8 2 3 m )
、

黑茶山 (海拔 2 2 0 4 m )
、

人祖山 (海拔 1 7 4 2

m )等石质山地外
,

整个地表普遍为黄土所覆盖
,

黄土

厚达几十米至百余米
,

经流水 的长期侵蚀切割
,

地表

支离破碎
,

沟壑纵横
。

这里流人黄河的河流都发源于

东部 吕梁山脉
,

主要河流从北到南有偏关河
、

县川河
、

朱家川
、

岚漪河
、

蔚汾河
、

漱水河
、

三川河
、

屈产河
、

听

水河
、

清水河
、

鄂河等 n 条黄河 1级支流
。

这些河流

大多源短流急
,

河道 比降甚大
,

加剧了水土流失
。

综合

自然区划中
,

该区大部分属中纬度温带半干旱森林草

原与干草原灰褐土地带
,

具有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

特点
,

年降水量为 45 0 ~ 6 00 m m
,

降水年际和年 内变

率大
,

年相对变率在 20 % ~ 50 %之间
。

降水多集中在

夏秋季节且多以暴雨或阵雨形式降水
,

大部分以径流

形式冲刷地表
,

造成大量水土流失
。

区 内地带性植被

已被破坏殆尽
,

现存的植被多数为次生灌丛和草本植

物际
` 〕

,

林草植被盖度较低
,

覆盖率为 20 % 左右
。

在全 国综合农业 区划中属 于黄土高原晋陕甘黄

土丘陵沟壑牧林农区川
,

现代农业经营上体现为以农

为主的种植业
。

农
、

林
、

牧 比例失调
,

经济结构单一
,

生

产发展十分缓慢
。

统计表明田
,

截止 2 0 0 0 年底晋西沿

黄地区 的 16 个县 ( 市 )
,

农村居 民人 均纯收入平均为

7 28
.

7 元 (最低为方 山县
,

人均纯收人 32 6
.

0 元 ;最高

为 吉县
,

人均纯 收人 1 10 3
.

0 元 )
,

粮食产量 平均为

1 4 7 o k g / h m
Z ,

人均 占有粮食 1 8 5 k g
,

农业 人 口 人均

占有粮食 21 7 k g
。

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相 比
,

人均占

有粮食 ( 80 年代初为 65 k g )和人均纯收人 ( 80 年代初

为 61 元 )都有较大幅度提高
。

但与 2 0 0 0 年的全省农

村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相 比
,

在农业人均 占有粮食 (全

省为 3 60 k g )和农村人均纯收入 (全省为 1 9 05
.

6 元 )

方面仍有一定差距
,

该 区仍是山西省乃至整个黄土高

原地区贫困县集中连片分布的主要地区之一
。

2 晋西沿黄地区水土流失现状

山西省是全 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

尤以

晋西黄土丘陵沟壑区最为强烈
。

据各种公开引用的数

据资料表明川
,

全省水土流失面积 1
.

08 又 1 0
5

k m
“ ,

占

总土地 面积的 69
.

14 %
。

其中
:

黄河流域山西片水土

流失面积为 6
.

76 火 1。`
k m

Z ,

占黄河流域山西片总土

地面积 1
.

01 只 10
5

k m
Z

的 6 6
.

6 7 %
,

年平均输沙量为

3
.

6 6 又 I O 8 t ,

占全省 多年平均输沙量 4
.

56 x 10
8 t 的

80
.

2 6%
。

据测算川
,

黄河 自内蒙古河 口 至龙门段年输

沙 量的 9
.

00 x 10
8 t 中

,

晋西黄土丘陵沟壑区 就
“

贡

献
”

了 3
.

00 火 10
8 t 多

,

占 1/ 3 强
,

是整个黄河流域年

输沙量 1
.

60 只 10
9 t 的近 1 / 5

,

成为黄河粗泥沙和多

泥沙的主要来源区
。

为此
,

晋西黄土丘陵沟壑区被列

为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的重点治理地区
。

根据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基本资料和山西省水土

保持资料综合统计分析
,

截止 1 9 9 9年底
,

黄河流域山

西片水土流失面积为 67 36 3
.

0 k m
2 ,

占黄河流域山西

片 土地 总 面 积 的 66
.

43 %
,

水 土流 失 治 理 面积 为

2 4 1 1 8
.

1 k m
Z ,

占流失面积的 35
.

8 %
。

而晋西沿黄地

区 的 16 个县 (市 )水土流失面积为 20 77 7
.

0 k m
2 ,

占

研究区 土地 总面积 2
.

62 火 10
`

k m
Z

的 7 9
.

30 %
,

治理

面积为 6 7 5 9
.

8 k m
2 ,

占流失面积的 3 2
.

5 4 %
,

即治理

度为 3 2
.

54 %
,

低于黄河流域治理度 35
.

8 % 的平均水

平
。

其中
,

在治理面积中有基本农 田 1
.

94 x l0
5

h m
2

(包括水平梯 田 1
.

s o x l o s

h m
Z ; 坝地 2

.

5 9又 1 0 `
h m

Z ;

水浇地 1
.

7 6 又 1 0 `
h m

Z
)

,

其它造地 1
.

6 2 又 1 0 `
h m

Z ,

人

工造林 3
.

4 1火 1 0
5 h m

Z
(包括乔木林 1

.

7 4 X l o
s

h m
Z ,

灌木林 9
.

1 4 x l o j
h m

Z ,

经济林 7
.

6 1 火 1 0 `
h m

Z
)

,

果园

5
.

4 7 火 l o
J

h m
Z ,

人工种草 3
.

2 3 又 1 0 `
h m

Z ,

封禁治理

3
.

8 0火 1 0 `
h m

Z 。

在治理过程中
,

1 5
0

以上山坡主要用

于植树造林
,

o7 一 1 50 的坡地主要修建高标 准基本农

田
,

骨千工程区 内除了增加林草植被盖度外
,

主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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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拦蓄泥沙的坝系工程和建设高产
、

稳产的坝地
。

经

过多年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初步控制 了水土流失
,

改善了生态环境
,

局部地方治理效果十分明显
,

对促

进农业增产也起 了很大作用
,

收到 了显著的经济效

益
、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

但由于环境条件限制再加

上人为干扰影响
,

总体上水土流失扩展的势头始终没

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和扭转
。

以 2 0 世 纪 7 0 年代末 ( 1 9 7 9 年 ) 和 9 0 年 代末

( 1 9 9 9 年 )2 个时段作比较分析
,

可揭示晋西沿黄地区

水土流失的动态变化情况 (表 1 )
。

截止 1 9 7 9 年底
,

晋

西 沿 黄 地 区 的 16 个 县 ( 市 )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为

1 7 9 1 2
.

5 4 k m
Z ,

占研究区土地总面积的 6 8
.

3 7 %
。

到

8 0 年代初 ( 1 9 8 2 年 )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为 1 8 6 8 6
.

6 7

k m
Z ,

8。 年代 中期 ( 19 8 6 年 )水土流失面积基本上与

8 0 年代初期相近
,

为 2 8 6 8 4
.

0 0 k m
Z 。

到 9 0 年代末

( 1 9 9 9 年 )水土流失面积增加到 2 0 7 7 7
.

0 0 k m
Z ,

占研

究 区土地总 面积 的比例也 由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的

68
.

37 %上升到 79
.

30 %
。

从表 1 中也可以看出
,

晋西

沿黄地 区水土流失面积除个别 县 (如河曲
、

保德
、

方

山 )减少外
,

绝大部分县处于增加趋势
,

且兴县
、

柳林
、

永和
、

吉县等增加 幅度较大
。

可见
,

近 20 a 来研究 区

水土流失面积净增加 了 2 86 4
.

46 k m
2 ,

平均每年 以

14 3
.

2 3 k m
Z

的速度在扩展
,

总体上水土流失面积仍在

继续扩大
。

另外
,

最新的遥感调查结果也显示 s[]
,

经过对重

点流域 的治理
,

强度和极强度侵蚀面积有所减少
,

而

中度侵蚀面积有扩大趋势
,

特别是坡耕地水土流失面

积大
,

且流失程度尤为严重
。

因此
,

欲从根本上控制水

土流失
,

任务依然相当艰巨
。

表 1 研究 区近 2 0
a
来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k m

Z

水土流失面积
项 目

1 9 7 9年

1 1 6 6 6 7

1 0 8 5
.

6 7

8 4 6
.

6 7

1 8 4 6 8 7

2 4 6 6
.

6 7

8 0 0
.

0 0

1 2 6 6 6 7

9 3 3
.

3 3

8 0 6
、

6 7

8 8 0 0 0

8 4 3
.

3 3

7 7 3
,

3 3

9 2 1
、

3 3

1 2 8 0 0 0

9 5 5 3 3

1 0 4 0
`

0 0

1 7 9 1 2
.

5 4

1 9 9 9 年

1 3 5 8
.

0

1 0 8 0
.

0

8 4 6
.

0

2 4 3 5
.

0

2 5 9 0
.

0

1 1 1 9 0

1 4 7 7
.

0

8 9 7
.

0

8 7 3 0

9 4 7
.

0

1 0 7 2
.

0

8 0 4
.

0

1 4 0 4
.

0

1 4 7 3
.

0

1 1 7 2
.

0

1 2 3 0
.

0

2 0 7 7 7
.

0

水土流失面积

增减情况

偏 关

河 曲

保 德

兴 县

临 县

柳 林

石 楼

方 山

离 石

中 阳

永 和

大 宁

吉 县

乡 宁

爆 县

蒲 县

合 计

+ 1 9 1
.

3 3

一 5
.

6 7

一 0
.

6 7

+ 5 8 8
.

1 3

+ 1 2 3
.

3 3

+ 3 1 9
.

0 0

+ 2 1 0
.

3 3

一 3 6
.

3 3

十 6 6
.

3 3

十 6 7
.

0 0

+ 2 2 8
.

6 7

+ 3 0
.

6 7

+ 4 8 2
.

6 7

十 1 9 3
.

0 0

+ 2 1 6
.

6 7

+ 1 9 0
.

0 0

+ 2 8 6 4
.

4 6

注
: 1 9 7 9 年数据来 源于黄河 流域水 土保持基本资料 (黄河水利委

员会水土保持处 编 )
,

1 9 8 1 年 ; 1 9 9 9 年数据来源于黄河流 域

水土保持基本资料 (黄河上中游管理局编 )
,

2 0 01 年
口

3 水土流失的危害

3
.

1 可利用土地面积不断减少

晋西沿黄地区
,

除河谷沿岸和宽谷地区有少量耕

地分布外
,

大部分耕地主要分布在沟沿线以上的梁筛

部位
。

由于径流冲刷
,

沟头前进
,

沟壁后退
,

梁赤边缘

线不断向上延伸
,

致使地表破碎
,

沟壑面积和沟谷密

度逐渐扩大
,

耕地面积不断被蚕食减少
。

研究区沟壑

密度平均在 3 k m k/ m
Z

以上
,

有的甚至高达 6~ s k m /

k m
Z ,

正在发育的侵蚀沟头每年前进可达 3 ~ s m
,

进

一步加速了沟谷的形成发育
,

使沟壑面积平均 占到土

地总面积的 40 % ~ 60 %
,

有的甚至更大
。

沟壑面积越

来越大
,

则坡面和平地就越来越破碎
,

耕地面积也就

越来越小
。

在黄土残源沟壑区
,

沟头溯源侵蚀十分活

跃
,

沟坡泻流
、

崩塌严重
,

源面被蚕食
,

耕地资源也 日

益减少
。

据史料记载
,

大宁县的太德源
,

在清光绪年间

(公元 1 8 7 5一 1 9 0 8 年 )源 面积为 8 6 7 h m
Z ,

现已不足

6 0 0 h m
Z ,

在不到 l o o a 的时间内
,

源 面减少 3 0 %
,

近

2 6 7 h m
“
多的源地已变成了难以利用的沟壑

,

且平坦

的源地也变成了缓坡地
,

恶化了农业生产条件
。

3
.

2 土地生产力日益降低

水土流失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危害是冲蚀掉大量

肥沃的表土
,

使土地生产力 日益降低
,

导致农业减产
。

从土地利用角度来看
,

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是坡耕地
。

据资料 9[] 统计
,

研究区大于 7
。

的坡耕地占总耕地面积

的 6 3
.

4 2 %
,

多数县占的比例更大
,

而全区大于 1 50 的

坡耕地 占总耕地的 39
.

51 % , 研究表明 10[ 〕 ,

在降水和

地表物质组成等其它条件相 同时
,

坡度愈大
,

侵蚀愈

强
,

尤以坡度增加到 1 50 以上时
,

其侵蚀量增加更为

明显
。

对该区坡耕地水土流失的测算 l[ ’ 〕
,

坡度 < o5 的

坡耕地流失土壤约 1 50 o t/ k( m
Z · a )

,

坡度 > 25
“

的坡

耕地流失土壤 1 5 o 00 t / k( m
Z · a )

。

坡耕地平均每年流

失表土约 6 7 50 t/ k m
, ,

而耕地 中流失的表土内含有

氮 0
.

8 0 ~ 一 s o k g八
,

全磷 1
.

S O k g八
,

全钾 Z o
.

o k g / t
。

结果使该 区 土壤 有机质含量 长期停 留在 0
.

30 %一

。
.

8 0 %的水平
,

含氮量只有 。
.

03 写一 0
.

08 %
,

土地持

续生产力较低
,

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

3
.

3 河库淤积
,

破坏农田水利设施

水土流失主要是以水为动力
,

将土体泥沙挟带下

泄
,

造成沟岸崩塌
、

河道淤塞
、

水库填淤
。

结果使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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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水库的拦洪
、

调蓄
、

灌溉能力降低和水利
_

I
_

程没

施的破坏
、

效益降低
、

寿命缩短
。

如偏关县老营水库
,

控制流域面积 8 8 9 k m
Z ,

总库容 1
.

89 又 1 0
丁

m
3 ,

已淤积

1
.

5 0 火 1护 m
3 ,

淤积率近 80 %
,

水库现已被迫报废
,

成

了大型淤坝地
。

由于该区是黄河中游多泥沙和粗泥沙

的主要来源区
,

大部分人黄支流 20 世纪 90 年代的输

沙量和输沙模数均较 80 年代有所增加
,

这对黄河下

游河床淤积加高及黄河
“

安澜
”
也造成一定威胁

。

3
.

4 生态失调
,

自然灾害频繁

水土流失
、

生态失调
、

带来了频繁的洪涝特 别是

干旱等 自然灾害
。

通常水土流失造成地表破碎
、

沟壑

纵横
,

增加了地形坡度
,

破坏了土壤持水能力
,

恶化了

立地生境条件
,

影响到林草植被的正常生长
,

使地表

植被退化
,

加剧了旱情灾害的发生
,

并影响到农业 收

成
。

例如
,

黄河沿岸的石楼县
,

1 9 5 7一 1 9 8 0 年的 2 4 a

间
,

中等程度 以上的旱灾就发生 17 次
,

20 世纪 90 年

代旱灾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9
.

37 x I J 元
。

由于地表

植被的退化和下垫面状况的影响
,

又反过来进一步加

剧了水土流失
。

这样
,

造成
“

山多草木稀
,

地薄产量低
,

沟壑到处有
,

雨过地皮扒
”
的严重恶果

。

加之
,

该区 习

惯于
“

多掏一个坡坡
,

多吃一个窝窝
”

的小农经济意识

和落后的生产方式
,

不断陡坡 垦种
,

结果导致 水土流

失愈演愈烈
,

生态环境恶化
,

也使农业经济陷人
“

越垦

越穷
,

越穷越垦
”

的恶性循环之中
。

总之
,

该 区严重的水土流失蚕食农田
、

淤积河床
,

造成土地贫膺
、

生态失调
。

显然
,

今后晋西沿黄地 区仍

是水土流失函待加强持续治理的重点地区之一
。

4 水上流失防治对策

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水土流失治理
,

把
“

搞好水土

保持
,

遏止荒漠化
,

改善生态环境
”

作为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
,

要求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

理争取
“

15 年初见成效
,

30 年大见成效
” 。

为此
,

山西

省制定了生态环境建设
“ 1 2 3 ”

规划
,

即
“ 1 ”

是森林覆盖

率每年增加 1 个百分点
,

到 2 0 1。 年达到 30 % ; “ 2 ”

是

草地建设速度每年达 到 2 %
,

到 2 0 1 0 年达 到 3 0 % ;

,’3
”
是水土流失年治理度达到 3%

,

到 2 0 10 年累计治

理度达到 55 %
。

并作出了
“

全面规划
,

综合防治
,

以大

流域为骨干
,

以小 流域为单元
,

以县为单位
,

工程措

施
、

生物措施和农业耕作措施相结合
,

水利和水保相

结合
,

以生态效益优先
,

实现生态
、

经济
、

社会效益相

统一
,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
的宏伟战略部署

。

为了落实上述总体战略
,

针对晋西沿黄地区水土

流失治理现状及危害
,

在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中应采取

如下对策措施
。

4
.

1 提高认识
,

增强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的紧

迫感
、

责任感

防治水土流失
,

实施
“

退耕还林 (草 )
”
的生态环境

建设
,

是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

求
,

也是晋西黄土丘陵区社会经济得以持续健康发展

的必要前提与基础
。

只有从这一高度认识问题
,

以生

态优先
,

把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
,

增强干部群众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

才能

有效地加快水土流失治理步伐和巩固水土流失治理

成果
。

目前
,

晋西沿黄地区 16 个县 (市 )巫待加强治理

的水土 流失 面积仍有 1 4 0 1 7
.

20 k m
2 ,

并且需要治理

地域 的 自然 条件越来越 差
,

就按全 省年治理度 3 %

( 即每年治理 3
.

60 又 10
5

h m
Z

)来计算
,

也至少需要 30

a

多的治理时间
,

必须增强其紧迫感和责任感
。

4
.

2 控制人 口增长
,

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水土流失的成因除 自然因素外
,

主要归咎于人类

不合理的经济活动
,

如毁林开荒
、

陡坡开垦
、

过度放

牧
、

工程设施建设等
,

其中人为因素往往起主导作用
。

如果按 自然因素与人为加速侵蚀 1 :

10 的比例 ) 〕计

算
,

消除人为加速侵蚀后
,

山西省黄河流域 的人黄泥

沙就可 由 3
.

6 6又 l o
s t 减少到 3

.

6 6只 I O 7 t
。

所以
,

从维

护当地 和周边地 区生态安全 出发
,

必须控制人 口 增

长
,

减轻人为加速侵蚀
。

目前该区人 口增长过快
,

平均

人 口 密度在 90 人 k/ m
Z

左右
,

为半干旱地 区适度人 口

容量 ( 20 人 k/ m
Z

) 的 4
.

5倍
,

加之生态环境脆弱
,

农业

经济结构单一 (主要 以种植业为主 ) 及广种薄收等不

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
,

陡坡耕种现象 十分普遍
,

加剧

了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
。

因此
,

政府应继续严格

执行计划生育
、

控制人 口增长的国策
,

加大控制力度
,

积极发展基础教育
,

提高人 口综合素质
,

这是加快水

上流失治理
,

改善生态环境
,

减轻对资源环境压力的

基本措施之一
。

4
.

3 科学规划
,

建立水土流失防治的综合配套体 系

以水土保持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 复杂

的综合系统工程
,

必须合理规划与设计土地利用方式

和水土流失防治体系
。

由于规划是指导人类行为的一

种手段
,

具有指导未来行为的功能
,

规划质量的高低
,

决定着行为结果的成功程度
,

因而规划历来受到人们

的重视
。

调查中发现
: ( l) 不少地方在治理过程 中缺

乏综合治理规划
,

或者有规划但不按规划实施
,

不注

意治理的科学性
,

甚至为了突出政绩
,

长官意识很浓
,

规划有很大的任意性
。

过多的人为干预
,

即使出发点

是好的也会适得其反
。

( 2) 防治措施单一
、

分散
,

布局

不合理
,

起不到综合防治效果
。

如因种种原因
,

有的只

抓了 1
_

程措施
,

生物措施没跟上 ; 有的只强调了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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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

轻视 了工程措施
,

结果都不能很好地发挥防治

功能
,

效果欠佳
。

另外
,

对于生物措施的实施
,

有的也

缺乏科学性
,

如在搞林草建设时
,

无视立地条件
,

违背

因地制宜
、

适地适树 (适草 )原则
,

对研究区水土流失

的防治模式
、

退耕还林 (草 ) 的实施
,

要有较为系统的

研究与调查
,

在掌握可靠数据与规律 的基础上
,

地
、

县
、

乡各级政府分别针对本辖区 制定出有较强针对

性
、

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的水土流失防治方案和退耕还

林 (草 ) 的生态建设方案
,

并针对晋西沿黄地区黄土丘

陵沟壑区和黄土残源沟壑 区不同的环境特点及社会

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

继续实施户包小流域治理
、

拍

卖
“

四荒
”

治理
、

专业队承包治理
、

大户治理等多样化

治理形式
,

形成完善的防治配套体系
。

做到工程措施
、

生物措施
、

农业措施
、

技术措施和经营管理措施配套

组合
,

以工程措施打基础 (根本 )
,

以生物措施保效果
,

以农业措施促生产
,

以技术措施增效益
,

以经营管理

措施促发展
。

以发展促治理
,

以治理保发展
。

4
.

4 拓展投资渠道
,

加大投入力度
,

加快治理步伐

应继续坚持 国家
、

地方
、

集体
、

个人一起上
,

打破

行政区划和所有制界限
,

面向市场
,

全方位开放
,

建立

多渠道
、

多层次
、

多方位的投人机制
。

积极争取将一些

重点项 目或重点工程加人到国家和省级重点生态保

护治理工程中去
,

加大重点工程 的资金投入
,

可由省

财政厅划拨专项资金
、

专款专用
。

如重点流域争取生

态建设项 目款
、

世行项 目款
、

水利水保专项款
、

退耕还

林草项 目等资金
,

增加投人并管好用好
,

建立适应形

势发展的投人激励政策和先进的管理运作机制
,

加快

水土流失治理步伐和提高治理效果
。

一般的小流域治

理要与以工代贩
、

扶贫开发相结合
,

并建立和扶持起

一批
“

生态富民工程
”

试验示范基地 (如临县柳林的

红枣
、

爆县的梨
、

兴县的小杂粮及偏关县 的养畜等特

色
、

特种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
。

实践证明
,

只有做到这

种开发性治理
,

才能保证水土流失治理成果的长期有

效性和稳定性
。

同时
,

应加强科技投人
,

逐步形成科技

对实际治理工作的强有力支持
。

4
.

5 调整产业结构
,

加快退耕还林 (草 )进度
,

促进生

态环境的建设

实施退耕还林 (草 )
、

防治水土流失的生态环境建

设
,

必须结合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来进行
。

研究区经

过多年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和基本农 田建设
,

人均基

本农 田已达到 0
.

14 h m
Z ,

农业人均 0
.

16 h m
Z ,

人均水

浇地为 。
.

o l h m
Z ,

区 内粮食 自给基本不成问题
,

这为

实施退耕还林 (草 )创造 了良好的基础
。

但应继续抓好

基本农田建设
,

大力推广节水灌溉
,

提高地表水利用

率
,

发展坝系农业
,

使基本农 田达到稳产
、

高产
。

退耕的 目的是遏止过度耕作对植被的破坏
,

防止

水土流失
,

保护生态环境
,

而还林 (草 )是恢复被破坏

的植被
,

建设生态环境
。

具体到退耕还林 (草 ) 的实施
,

要考虑 2个因素
。

(1 ) 生态安全
。

研究区降水集中
,

多

暴雨
。

土壤质地松散
,

植被多为稀疏低矮的灌草
。

在

这种 自然条件下
,

本身就孕育着水土流失的 自然侵蚀

过程
,

加上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
,

又在 自然侵蚀过

程基础上叠加了人为加速侵蚀过程
。

对水土流失的自

然过程
,

人类 目前乃至将来都难以控制
,

但减少和消

除由农耕地产生的人为加速侵蚀过程是完全可以办

的到
。

若能把农耕地带来 的人为加速侵蚀值减少到最

低程度
,

水土流失程度及强度 自然也就大大减轻
。

国

务院也明确地提出
“
凡是水土流失严重和粮食产量低

而不稳的坡耕地和沙化耕地
,

应按国家批准的规划实

施退耕还林
,

对需要退耕还林 的地方
,

只要条件具备
,

应扩大退耕还林规模
,

能退多少退 多少
。 ”

所以
,

应将

容易引起水土流失的一切坡耕地统统退掉
,

并把水土

流失严重区退耕还林 (草 )计划优先列人水土保持规

划和生态环境建设中付诸实施
。

( 2) 退耕过程中要使

农户的生活有保障并逐步实现脱贫致富
,

发展生态农

业势在必行
。

在重点水土流失治理区
,

积极发展水土

保持型生态农业
,

以水 土保持为主要手段
,

以恢复良

性生态经济系统为中心
,

形成高效的农业生产系统
,

达到生态
、

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仁1 3〕
。

在小流域

治理区
,

发展小流域生态经济
,

立足 当地资源状况和

生产特性
,

在流域 内发展商品化
、

产业化生态经济
,

形

成有地方特色的产业经济
,

从而将有力地推动水土保

持和生态建设 . ` 〕
,

也为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农

民脱贫致富开拓新的途径
。

考虑到坡耕地退下来实行种树种草的生态建设
,

在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应大力发展舍饲养殖的畜牧

业
。

晋西沿黄地带历史上就是半农半牧经济
巨’ 5 〕

。

到了

近现代
,

边际性种植业与草地畜牧业并存
,

但因人口

压力与 日俱增
,

种植业逐步扩大
,

林草植被遭到破坏
,

草地畜牧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

一般而言
,

畜牧业 占

农业产值的比重是衡量一个 国家或地区现代化农业

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

一个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
,

在

产值构成上的典型特征是畜牧业产值大于种植业产

值
,

农产 品加工业产值大于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值之

和
。

如发达 国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 60 % 以

上
,

有的高达 80 %
。

目前
,

研究 区农业经济结构中农

业种植业产值所 占比重过高 (如临县为 78
.

4 %
、

大宁

县 为 79
.

1 % )
,

畜 牧 业 产 值仅 占农 业 总 产 值 的

2 8
.

8 5 %
,

即使在畜牧业搞得较好的县 (如偏关县等 )

也低于 40 %
。

因此
,

应抓住退耕还林 (草 )建设的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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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
,

尽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

加大退耕力度
,

扩大林

草植被面积
,

开展人工草场建设
,

积极 引进和培植适

应本区生态环境
、

生物产量高
、

适 口性好的优质草本

和灌木类品种
,

建设人工饲草饲料基地和积极开发秸

秆饲料
,

以提高牧草的数量和质量
。

并要优化牲畜品

种和畜群结构
,

压缩畜群数量
,

逐步推行舍饲圈养
,

提

高畜群质量和商品率及畜产品的深加工水平
。

如果能

使畜牧业真正发展成为主要的绿色支柱产业
,

不仅农

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
,

实现 由小康到致富
,

也可进一

步改善沿黄地带的生态环境
、

防止水土流失
,

使 区域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上一个新台阶
。

4
.

6 健全法制
,

依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各级水保部 门应继续加强宣传和认真贯彻 《水土

保持法 》
、

《森林法 》
、

《草原法 》
、

《土地管理法 》等法律
、

法规
,

进一步完善水土流失治理 的有关法规
、

政策和

实施办法
,

杜绝边治理边破坏现象
,

切实抓好预防监

督工作
,

并始终坚持
“

谁破坏谁治理
,

谁酿成水土流失

危害谁赔偿
”
的原则

,

从根本上遏制一切不合理的行

为与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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