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夫风沙到这里被林挡住
,

沙土落在坝 上
,

堤坝年年高
。

这样
,

树长
,

堤增
,

形成 了 一 道 屏

障
。

现在宽 巳增到 20 多米
,

树木参天
,

成 了抵御黄河水害
,

保护农 田的
“

活堤坝
” 。

四是建设与养护的关系
。

从 1 9 5 8 年起
,

他们就成立了水利和林业两个专业队
,

共有 12 0

多人
,

搞常年小型建设
,

常年养护已治理的工程
,

大面积建设利用冬季搞突击
。

坚持了建设

一批
,

养护一批
,

巩固一批
,

大大加快了建设速度
。

19 7 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同志又和他们一道搞了一个八年规划
,

其主要奋斗 目标是
:
将

十五条大沟都堵定
,

变水害为水利
;
实现高标准的

“

万亩林
” ,

把阔叶林变成针阔混交林
,

发展油松二千亩
,

干果一千亩
; 山上屹茹梯田变水地

,

水地达到六千亩
,

山地实现喷灌一千

亩 ;
进一步提高园 田化标准

,

改 良土壤
;
粮食总产达到四百八十万斤

。

这一规划
,

目前正在

顺利执行
,

他们决心提前实现上述指标
,

为会社主义革命和建设
,

为世界革命做出新贡献
。

下 丁 家 大 队 水 土 保 持 经 验

山东省黄县下丁家大队
,

位于胶东半岛罗山北麓的土石山区
。

解放前饱受地主
、

富农的

剥削压迫
,

又受自然灾害的袭击欺凌
。

当地民谣有
“

天地自带三分灾
,

破土露出石头来
’ ,

是个灾多很穷的地方
。

那里旱灾的威胁最大
,

主要原因是
:
年雨量 (平均 6 19 毫米 ) 变异大

,

年内分布不均匀
; 土层薄

,

沙性大
,

不保水
。

根据黄县县志记载
: `

明末清初
,

发生过三次

大早
,

二至六月无雨
,

火龙昼见
,

千里无谷
,

道草似焚
” 。

此后
,

也经常出现不同程度的早

灾
。

干旱不仅威胁农业生产
,

有些村庄人畜用水也很困难
。

1 9 5 3年办起农业社
,

1 9 5 5年开始

治水
,

搞旱井
,

打算蓄水于地下
。

奋战两年
,

解决了 2 30 亩地的浇水问题
。

但是
,

遇到 19 5 7

年的大旱
, “

井底朝天
”

(干涸了 )
。

他们接受这个教训
,

根据县委
“

山区水利化
,

以地面

蓄水为主
,

地下水为辅
”

的指示
,

对水利化作了统一规划
。

从此
, “

每天挖山不止
” ,

先后

建造了
“

三层楼水库
”

(即在流域上
、

中
、

下游分别建造三个梯阶式的 水 库 )
、 “

高 山 水

库
’ 、 `

连环水库
”

(库群 )
、 “

三八水库
”

(妇女施工的 ) 等蓄水工程
。

还修了拦河坝 (滚

水坝 )
、

大 口井
、

洞子井 (透河井 )
、

塘坝
、

扬水站等综合用水工程
,

共计 35 项
。

创造了以

蓄为主的
,

蓄集歹水
、

旦【河水
、 、

挖娜地下水
`

三水并用
’
的一整套经验

.

抓水带动了整地
。

整地
,

就是建设基本农田
。

下丁家大队创造的整地办法有
: “

大开膛
’

(将地里 的石头挖出来
,

整平
,

再垫上好土 )
、 “

大过箩
”

(将小块石头过筛 后运 走
,

整

平 )
、 `

大起大落
”

(挖高垫低 )
、

小块拼大块等方法
。

整地
,

要求达到两平 (土层下边的

石头铺平
,

地表面平 )
,

地边垒成石堰
,

渠系配套
,

能灌能排
。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
,

到 19 6 5

年
,

整好的地达 1。。0 亩
,

亩产千斤以上
,

而没整的地
,

亩产五百斤
。

至 1 9 7 2 年
,

整的地达

1 9。。多亩
,

占总耕地的 80 万
。

产量也大幅度增产
,

这年全大队平均亩产 1 2 13 斤
,

1 9 7 3年为

1 4 0 0斤
。

在抓水整地的同时
,

他们还大搞植树造林
,

将 7 500 亩荒山秃岭
,

基本上实现了绿化
,

制

止了水土流失
。

其中果树发展到四万余株
,

主要是
`

长把梨
’ ,

年产 2 00 多万斤
。

畜牧业也



有很大发展
,

生猪 存养量达到 13 0 0多头
,

大牲畜 2 4 1头
。

还办起了三十多人的烤干厂
,

年加

工各种干鲜果 2 00 多吨
,

出产各种果干
、

果脯 35 吨
,

收入 5 万元
。

从 19 5 9年至 1 9 7 2年
,

十四年来
,

下丁家大队在每人平均八分地的条件下
,

共向国家交售

商品粮 5 00 多万斤
,

花生 80 多万斤
,

水果 19 0 0 多万斤
。

集体贮备粮 40 多万斤
,

公共积累 85 万

元
。

社员平均收入由解放初期的 30 元
,

增加到 131 元
。

江 西 省 水 土 保 持 基 本 资料

江 西省 水科所科技情报组

1
.

面积 :
江西省面积 16 4

,

8 00 平方公里
,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
.

7多
。

全省土地面积中
,

山

地和丘陵面积约占60 多
,

耕地近 20 多
,

河湖
、

渠塘等水面约占10 多
,

城镇
、

道路约占10 男
, ’

故人们都说我省地形和土地利用情况是
`

六山一水二分田
,

一分道路和庄园
’ 。

(江西人 民

出版社
: 《 江西地理 》 1 9 75

.

5 )

2
.

地形
: “

本省三面环山
,

地势渐次向波阳湖倾斜
” 。

地形大 致分五区
:

.

①波阳湖平原 :
面积约二万平方公里

,

大部分地区海拔 50 米以下
,

河渠 交 织
,

湖 泊众 返
军

多
,

向称鱼米之乡
。

立
-

②赣东北山地 : 包括怀玉山及黄山的余脉
,

山体呈东北—
西南走向

,

一般海拔五百米
.

至一千米左右
,

个别山峰在一千五百米以上
。 -

③赣东及赣南山地 :
东部武夷山蜿蜓五百公里

,

为赣江
、

闽江流城分水岭
,

一般海拔一

千至一千五百米
,

最高峰达二千余米
。

西部有粤山
,

南部有九连山和大庚岭
,

为赣江与珠江

分水岭
,

河流切割山地形成峡谷
,

有众多大小不等的红层盆地
。

④赣西及赣西北山地 :
南为罗霄山脉

,

中有井 冈山
,

海拔一千五百至二千米
;
北为九岭

山和幕
一

阜山
,

庐山位于幕阜山余脉东端
,

主峰海拔一千四百米
。

⑥赣中丘陵 :
一般海拔二百至六百米

,

丘陵中有许多红层盆地
,

以吉安盆地最大
。

(地图出版社
: 《 中国地图册 》 1 9 73

.

5)

3
.

气温
: 本省

“

年平均气温
,

从北往南由摄氏十六度递增到二十度
。

最冷月 (一月 ) 平

均气温
,

从北往南由摄氏四度递增到九度
; 最热月 (七月 ) 平均气温

,

普遍在摄氏二十八度

至三十度
。 ” “

全省无霜期从北往南为八至十个月
。 ” “

冬季常有冷空气侵入
。 ”

(地图出

版社
: 《 中国地图册 》 19 73

.

5)

4
.

植被
:

我省
“

十万多平方公里的丘陵山区中
,

现有森林面积约占一半
,

草丛面积约占

2 。多
,

全省总植被度为 70 拓左右
” 。

(江西省水文总站
: 《 水文手册 》 1 973

.

1)

5
.

雨量
:

常年平均 1
,

3 67 —
2

,

148 毫米
; 最夕冷

,

0 29 毫米
,

最 ,]、 7 0 9毫米
,

大小年雨量差

2 一 3 倍
。

季节差很大
,

4 一 6 月 占全年 48 多
,

10 一 12 月占 12 形
。

暴雨强度 ( 1
.

3
.

7 天 )

和次数
: 1 9 5 3一 1 9 7 5年有 2 7次 2 0 0一 3 0 0毫米暴雨

,

1 5次 5 0 0一峨0 0毫米暴雨
,

4 次 4 0 0一 6 0 0毫

米暴雨
,

共 39 次
。

( 《 国 内外特大暴雨资料 》 19 76
.

6)

.

4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