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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四川洪涝灾害的特点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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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 国以来 ,四 川地区曾遭受数十次特大暴雨和洪涝灾害的袭击。其主要特点是范

围广、突发性强、灾情重和损失大。造成这一时期四川特大暴雨和洪涝灾害产生的原因很

多,概 括起来大致有两方面:一 是 自然气候变化异常;二 是人为因素干扰破坏。为了减少或

根除洪涝灾害所造成的各种损失和危害 ,必 须进一步采取治水、改土、兴林等综合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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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川洪涝灾害的特点

洪涝灾害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建国以来 ,四川地区曾遭受数十次特大暴雨和洪涝灾害的袭击

和危害。现将有关情况列表如下
①
。

1952— 1998年 四川水灾情况表

年 份 受灾县数 (个 ) 受灾面积 (万亩 ) 死亡人数 (人 ) 倒塌房屋(间 )

1952 165.7 212 12115

1953 110 20.2 8755

1954 120 33.2 542 11553

1955 143 154 766 58277

1956 106 206.6 354 83342

1957 244

125.7 250 5462

1959 262.6 66957

1960 212 14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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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lO6 1013 69194

1962 907 147203

1963 273 360 42320

1964 835 104930

1965 245 285 33480

1966 127.6 866 90694

1967 255 96480

1968 208 86431

1972 240 53213

1973 240 430 I78088

1974 237 378 83995

1975 不 详 346 136027

1976

1977 275 30979

1978 7345

1979 644 85382

1980 769 80133

1981 1266 1358 I543000

1982 1131 893 382830

1983 1419 235326

1984 126 1143 162680

1985 140 293 78593

1989 3313 1126 335100

1990 1500 136000

1991 2803 583 211500

1992 不详 242650

1993 1848 129000

1994 972 89300

1995 1755 200000

1996 1600 359 88000

1997 388 41800

1998 2566 不 详 327800

通过上表所列数据 ,可 以看出建国以来四川洪涝灾害具有以下特点。

1.洪灾范围广。建国以来 ,四 川各市地州均遭受过洪灾袭击和危害。特别是沿江市县 174个 (包

括重庆市所辖市县在内),曾有 134个市县城镇遭受过水灾 ,占沿江市县总数的 78%[1](316页 )。 由于

有的同名市、县(如 宜宾市和宜宾县、内江市和内江县、达县市和达县等)均在一处 ,或靠得很近 ,所 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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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的城市占沿江市县总数的百分比实际还要大一些。从有关资料记载来看 ,四 川洪涝灾害有时是一条

河 ,有时是一个流域 ,有时是两条河以上甚至全川同时遭受洪灾。后者情况虽比前者少一些 ,但一、二条

大河同时发水的情况则比较常见 ,遇到这样的大水灾 ,受灾县(市 、区)往往达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县 (市 、

区)。 由上表可见 ,1953、 1954、 1955、 1956、 1961、 1963、 1964、 1981、 19gz、 19泓 、1985、 1988、 19g9_1998

年 ,四川特大暴雨和洪涝灾害波及范围均在 100个县(市 、区)以 上 ,最多的达 180多个县 (市 、区);较 少

的 1958、 1968、 19γ、1978年 ,受灾地区也有 9-50个县(市 、区)不等。

2.突 发性强。据近年来四川各暴雨区不完全统计 :青 衣江暴雨区实测 zZI小 时最大暴雨量 ,夹江

627.2毫米 ,龚嘴 483.7毫米 ;鹿头山暴雨区实测 Ⅲ 小时最大暴雨量 ,安 县睢水关 577.3毫米 ;大 巴山

暴雨区巴中玉山站钾7.1毫米 ,万源竹峪站 1983年 7月 发生 1小时最大降雨达 134毫米 ;泸县大滩站

实测叫 小时最大降雨量 393ˇ 8毫米 ;武陵山暴雨区的石柱马武站 γ 小时降雨量 286.5毫 米 ;丿 刂西高

原南部高山深谷区实测 ⒛ 小时降雨量 ;冕宁⒛3.6毫米 ,三 磊子 236.0毫米 ;丿 刂西高原北部区 z小时

实测降雨 :若尔盖 65.3毫米 ,三打鼓 74.3毫米[2](122页 )。 另外 ,各暴雨区在 ⒛ 小时内各时段降雨

量也极不均匀。在一天降雨中,一般 12小 时暴雨居多 ,6小时暴雨次之 ,3小 时暴雨再次之。其中最大

降雨量多出现在深夜 2点至凌晨 8时 ,故 四川暴雨又多称为夜雨。

3.灾情重 ,且呈现出上升趋势。50年来 ,四川虽在防洪救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取得了

很大成绩 ,但随着人口增加 ,经济发展 .特别是私人、乡镇企业的发展 ,沿河建筑增多 ,加 上围垦河滩、采

矿开山等人为原因,同量等级洪水造成的灾害损失明显增大。据建国以来四川洪灾资料分析 ,19sO—

199s年的弱 年 ,全省因洪水受灾面积“”2。 呖 万亩 ,死亡 15711人 ,直接经济损失 380.7亿元。平均

每年受灾面积 583.11万 亩 ,死亡 342人 ,直接经济损失 8.3亿元。其中 1950—1980年 间 ,年均受灾面

积 194万亩 ,死亡 z2人 ,直接经济损失 1.12亿元 ;1981— 1990年 间,年均受灾面积 1061万 亩 ,死亡

612人 ,直接经济损失 12.72亿元 ;1991— 1995年 的 5年 中,受 灾面积累计达 10185.7万 亩 ,死亡人数

⒛臼 人 ,直接经济损失 21.89亿元 ,年均受灾面积⒛37.14万 亩 ,死亡 413人 ,直接经济损失 4.38亿元

[3](314页 )。 后者与 1950— 19gO年年均损失相比,受灾面积扩大 10.5倍 ,死亡人数为 1.7倍 ,直接经

济损失为 39.2倍 ;与 1981-19,0年 间相比,受灾面积扩大 1.9倍 ,死亡人数略有下降 ,直接经济损失

为 3.4倍。

另外 ,在 1980年 以前 ,四川洪涝灾害损失以农村损失为主 ;以 后 ,城市损失呈上升趋势。1980—

1990年的 10年间 ,四 川被洪水淹没过的县以上城市达 100多 个 ,其损失占当年总损失的 60%左 右 ;其

中,在 1981年洪水中,四 川城镇损失占全年总损失 80%,仅成都、重庆两市在 1981年 7月 洪灾中所遭

受的损失就占全省洪灾总损失的笏%[3](315页 )。

4.损失大。四川是全国自然灾害多发省区,近 ⒛ 年来四川省暴雨洪灾几乎年年发生。

1981年 6-9月 ,全省先后遭受 6次暴雨洪灾袭击 ,灾情之重 ,为 四川近百年所罕见。其中:7月

9—14日 ,盆 中、盆西的大范围特大暴雨造成了建国以来罕见的特大洪灾。全省受灾达 138个县 (市 、

区),重灾县 56个 ;被淹县级以上城镇 57座 ,县级以下场镇 7799座 ;受灾人口约 ⒛00万 ,死亡 1358人
,

伤 14509人 ;冲走、淹死大牲畜 14.8万 头以上 ;农作物受灾面积 1755万 亩 ,无收面积 459万亩 ,147万

耕地被冲毁 ,损失粮食 17.5亿斤 ;宝成、成昆主要铁路干线 钔 多处被冲坏 ;两 座铁路大桥被冲垮 ;水毁

公路 523条 ,公路桥 324座 ;高 压电线路被毁坏 31条 ,电信线路中断 527条。此次洪灾所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达乃 亿元以上[4](177页 )。

1991年 7月 8-9日 ,宜宾、泸州、乐山、南充、雅安等 12个地市的部分地方先后出现强暴雨天气过

程 ,长江干流和大渡河、青衣江、岷江、渠江、金沙江等江河水位猛涨 ,洪水泛滥成灾 ,给当地工农业生产

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这次强暴雨天气过程 ,全省共有 81个县不同程度地受灾 ,殃及 ”刀 个

乡(镇 )中 1.78万个村、12。 g3万个社、366多万户、13∞ 万人 ,成灾 乃7万多户、991.4万余人 ,其 中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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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万户、“8.91万人 ,特重灾笱.“ 万户、164.55万 人 ;因 灾死亡 287人 ,受 伤 11“6人 ;死亡大牲

畜 4.5万头 ;倒 塌房屋 11.85万间 ,损 坏房屋 23.6万 多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1210.7万亩 ,其 中成灾

730.7万亩 ,绝收 120多万亩 ;损失粮食产量 12.37亿公斤 ,损失现粮 41佰 .8万公斤 ;冲毁衣田“。9万

亩 ,全省直接经济损失达 30亿元 [5](“ -ST页 )。

1995年 8月 19至 ⒛ 日,四 川由西向东出现了一次阻塞性强暴雨天气过程。成都、德阳、绵阳、乐

山、雅安、内江、遂宁、自贡等 11个市、地的“ 个县 (市 、区)、 1228个 乡镇、255.2万户、952.9万人不同

程度受灾 ,总计直接经济损失彳.5亿元 [6](107页 )。

1998年 5-9月 ,四 川省各市地州相继遭遇了 15次降雨天气过程。据统计 ,此次洪灾范围遍及全

省 180个县(市 、区)中 的 168个县(市 、区),受 灾人口刃18万 ,受损农作物 2566万 亩 ,倒 塌房屋 32.78

万间,殃及人数 ”∶4万人 ,损坏水库 321座 、堤防 687公 里、水利工程渠道 3271公 里、渠系建筑物

3179座 、塘坝 12160处 、排灌泵站 398座 、小水电站 285处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 123亿元[7Ⅱ 8]。 其

中,损失最大的有两次 :第 一次是 6月 ” 日—7月 6日 ,全省有⒛ 个市地州的 125个县(市 、区)连续遭

遇特大暴雨和洪水袭击 ,直接经济损失达 乃。6亿元 ;第 二次是 8月 19—21日 ,全省 12个市地州的弱

个县(市 、区)遭遇特大暴雨和洪水袭击 ,直接经济损失达乃。98亿元[9△ 10]。

二 四川洪涝灾害的原因

建国以来 ,四川特大暴雨和洪涝灾害产生的原因很多 ,概括起来大致有两方面 :一是自然原因,如气

候异常、地形、地貌等 ;二是人为因素 ,如水土流失、河流堵塞、生态破坏等。降雨量集中是四川特大暴雨

和洪涝灾害产生的主因。四川降雨量主要集中在 7—8月 ,约 占全年降雨量 50%— 60%。 盆地暴雨季

节一般由东往西先后开始 ,又 由西往东逐步结束 ,往往川东暴雨季节比川西长 ,但暴雨 日数 (日 降雨量

大于 50毫米)比丿

"西

少。川西区域性大暴雨主要集中在 7、 8两月 ,占 5-9月 大暴雨频次的 80%,6月

暴雨发生在下旬 ,频率为 10%,9月 暴雨发生在上旬 ,频 率为 8%。 川东区域性大暴雨主要集中在 7—9

月 ,7月 频率最高占33%,8月 为 26%,9月 为30%,5、 6、 10月 也偶有发生。

四川特大暴雨及洪涝灾害产生的原因,除降雨量集中外 ,还 因气候异常。据有关部门、专家集体分

析 ,近年来长江上中游地区气候变化多端 ,表现为 :如厄尔尼诺现象加剧 ,即 全球气候变暖 ,高 原积雪偏

多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 ,亚洲中纬度环流异常,阻塞高压活动频繁 ,等等。另据有关专家研究分

析,1998年夏季 ,四川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大水灾的形成有三个内部原因 :一 是西南地区有低气压发

展 ;二是北边即巴尔喀什湖和贝加尔湖一带有较强冷空气发展南下 ;三是长江上中游地区长时期被热带

高压所控制。这样 ,北方冷空气和南方热空气容易在四川一带交汇 ,再加上当地有低气压的作用 ,于 是

就形成长时期的降雨或暴雨天气[11](16页 )。

复杂的地形地貌是四川特大暴雨及洪涝灾害发生的又一重要因素。四川盆地是一个相对凹陷的汇

水盆地 ,地势西高东低。盆地边缘山地和川南山地 ,山 高坡陡,大暴雨到达地面 ,在 重力作用下 ,地表径

流迅速汇集到河谷中,极易造成洪灾。同时 ,长江北岸有雅、岷、沱、涪、嘉、渠诸江自西部、西北部和北部

山区汇集。诸江上游谷深坡陡 ,暴雨发生后 ,洪水陡涨 ,洪峰骤起 ,而 出山口进人平原丘陵后 ,因 地势低

缓 ,河谷开阔,河道曲折和支流甚多 ,加 之泥沙沉积 ,河床淤塞 ,导致江峰受阻 ,排泄困难 ,容 易造成洪涝

灾害。另据省气象局对 1701-1980年 近 300年四川盆地 6-8月 发生大面积暴雨 (即 降暴雨的气象站

≥⒛ 站为 1次大面积暴雨过程)共 ⒛ 次过程分析 ,各地出现暴雨最多的中心是盆地西北原温江地区到

绵阳地区一带 ,出 现频率高达 50%-70%;另 外还有三个次中心 ,分别是岷、沱、涪三江中、下游地区,出

现频率为 30%-50%[12](1z3页 );且多暴雨中心位置与历史上多次大暴雨过程及
“
81.7” 特大暴雨强

度分布十分接近,即多暴雨中心同强暴雨中心位置基本吻合 ,少雨区的分布也与小雨或无雨区的位置

接近。这说明四川盆地内出现大面积暴雨同地形关系密切。

人们把建国以来四川特大暴雨及洪涝灾害产生的主因归结为气候、地理等自然因素 ,无疑是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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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的。但事实表明,建 国以来四川特大水灾所带来的巨大损失不仅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 ,彐 与不合理
的人类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 ,因坡地开荒种粮 ,致使水土流失严重。解放以来 ,由 于人口急剧增加 ,四川丘陵地区,如绵阳、
遂宁、南充、内江、资阳、自贡等地区,大搞毁林开垦 ,坡 地种粮。一遇降雨 ,洪水泛滥 ,大量泥沙涌人涪
江、沱江、嘉陵江等 ,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据统计 ,近年来由于长江干支流地区过度砍伐林木和人为破
坏植被 ,四 川省水土流失面积近⒛ 万平方公里。其中,川 中地区水土流失面积由 50年代的 6万平方公
里 ,扩大到目前的 11万平方公里 ,川 江进人长江和三峡库区的泥沙每年超过 6亿吨[13](48页 ),占 长
江泥沙总量的⒛%,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行洪、泄洪及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近年来 ,由 于水土流失 ,岷江上游降雨量逐年减少 ,年径流减少 0。 ⒄ 亿立方米 ,洪枯流量变幅高达
100倍 ,最小枯水流量已减至⑾ 立方米/秒 ,年均减少 32亿立方米 ,季节断流的现象已初露苗头。阿坝
州境内的若尔盖、红原两地沙化面积高达弱50公顷,且有严重的草原鼠虫害发生。茂县由于乱砍滥伐 ,

毁林开垦 ,目 前该县水土流失面积达 18叫。“ 平方公里 ,占全县幅员面积的弱%以上。全县 15万亩耕
地中,坡度在犭 度以上的就有 4.15万亩 ,约 占 1/3,耕 地土壤厚度只有 10—30厘米 ,50%的 耕地呈现
贫瘠化 ,不是广种薄收 ,就是广种无收 [14]。 由于气候、人为因素等原因 ,岷 江上游干旱河谷分布面积
已由 19gO年前的 170平方公里扩展到目前的 330平方公里 ,平 均每年推进 8.88平 方公里。如今由都
江堰沿岷江北上经汶川、茂县、松潘 ,一直登上 3000多 米的弓杠岭 ,行程 400公里 ,目 睹莽莽群山,山 坡
上全是荒山秃岭乱石 ,不时可以看到滑坡后陡峭裸露的岩石层。荒漠化景观已由最初的茂县飞虹、沙坝
向南延伸至整个岷江上中游地段 ,汶川映秀湾以下包括素有人间天府之称的川西坝 ,都 已被国际上有关
专家列人

“
荒漠化潜在危险区

”
[14]。

第二 ,森林采伐过量 ,致使各种自然灾害增多。四川地处长江上游 ,山 高水多 ,拥 有丰富的森林资
源 ,但是建国以来这一资源面积却在不断减少。四川森林资源面积,1955年 为”7.6万公顷,1981年 为
681.08万公顷,1998年 8月 下降到弱3万公顷,后 者比前者分别下降了铝。猸%和 111.14%。 造成四

川森林资源面积不断减少的原因很多。m年代 ,由 于修建成渝、宝成铁路和
“
大办钢铁

”
、
“
大办公共食

堂
”
等 ,四川森林遭到大量采伐;60年代 ,国 家三线建设和修筑成昆铁路 ,森林再次遭到大量采伐 ;70年

代 ,林政管理不力 ,各地毁林垦殖现象十分严重 ;80年代以后 ,一些单位、个人急功近利 ,仍大量乱砍滥

伐 ,开发木材市场。建国 50年来 ,四 川省共采伐木材 12223.18万 立方米 ,直接财政收人近 翎 亿元
②
。

在以上诸种因素的制约下 ,四 川森林资源覆盖率由解放初期 占省幅员面积的 Ⅲ%下降到 ⑾ 年代的
12%,70年代后期虽经多次封山育林 ,现仍维持在 zO%左右。由于森林资源面积的大幅度下降 ,四川许
多地区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日益增多。四川山地灾害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的阿坝、甘孜和凉
山三州 ,仅攀枝花至宜宾的金沙江下游地区就有泥石流沟上千条 ,崩塌、滑坡几千处。近年来 ,由 于森林

植被遭受人为破坏 ,岷江沿岸泥石流、滑坡多达 1000多处 ,频率和强度有增无减。50年代 ,四 川泥石流

发生的县份只有 16个 ,到 80年代 ,发生泥石流的市县已增加到 100个 [13](48页 )。

第三 ,主要江河缺乏全面规划治理和统一管理 ,致使江河泄洪能力下降。例如 :一些城镇建设不按

防洪要求 ,任意挤占河道 ;一些单位擅自在河中挖沙 ,特别是一些私人承包企业乱挖乱采 ,将河堤基础掏
空或在河道中大量堆集物品 ;一些城乡居民经常往河中乱倒垃圾、杂物 ,等等 ,造成一些地方河床变窄 ,

水位升高 ,大量堆积物阻塞水流水势 ,致使水流水势转向,河水直冲河堤或居民区,造成大量水灾隐患。

与此同时 ,不少单位在沿河地段修建房屋、管道 ,事前不报批 ,先斩后奏 ,河道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相对

薄弱 ,致使一些问题久拖未决或无法解决 ,酿成新的洪灾。在 1998年防灾检查中 ,中 保财产保险四川分
公司发现部分企业防洪设施简陋 ,不起多少防洪作用 ;一些沿河建厂企业防洪意识淡薄 ,竟将几千元 1

吨的原材料和产成品随意堆放 ;还有一些企业直接在河沟低洼处直接建设房屋 ,洪水一来 ,造成巨额财
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些单位在江河上游开矿筑路等 ,直接将建筑矿渣废弃于江河故道 ,大大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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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流域自然排洪能力 ,洪水一来即泛滥成灾。有关部门近年来查处的 2100多 起违反防洪法的立案案

件 ,其 中人为因素造成水土流失和河水泛滥的案件居多。近年来 ,四 川江河流域每年由开发建设项目和

城市建设过程造成的人为水土流失面积达 1200平方公里 [14]。

第四,靠 山或临水建房 ,防洪防灾意识淡薄。例如一些单位靠山修建房屋 ,一 遇洪水、滑坡、泥石流

等灾害 ,损失巨大。1979年 11月 2日 ,雅 安市甘溪陆王沟洪水泥石流 ,17个生产队遭受重灾 ,毁 民房

361间 ,死牲畜 412头 ,川 藏公路中断 ,堵塞青衣江 ,死亡 164人 。19g9年 7月 10日 ,华 蓥市马鞍坪洪水

滑坡,59幢楼房被毁 ,淹埋汽车 16辆 ,死亡”1人 [15](3“ 页)。 1998年 6月 ” 日,富顺县普降暴雨 ,

城西门外外贸公司仓库后面的堡坎突然垮塌 ,将该县宏支沙石厂搭建的工棚压垮 ,使数名民工被压埋。

同时 ,该县邓井关镇宋渡村二组山坡上约 sO00立方米巨石突然垮塌 ,砸毁民房 6间 ,死亡 14人 ,伤 3

人 ,造成当地交通数日中断[16]。 7月 3日 凌晨 ,一起严重的山体滑坡使泸州纳溪区白节镇青风村四、

五、六社 105户 们6名农民的家园变成一片废墟 [18]。 又如一些城镇直接建筑在江河岸边或低洼处 ,

一遇暴雨洪水 ,经常受淹。据载 :四川包括重庆所辖县区在内,沿河县城 174个 ,有 134个 常受洪患。成

都平原上的金堂和新津两座县城 ,位于岷江流域扇状水系上 ,是许多河流汇集地和出水口。金堂汇绵远

河、石亭江、青白江和柏条河等十余条河流人沱江。新津汇南河、金马河、西河、羊马河、杨柳河人岷江。

两县城由于地势低洼 ,河道狭窄 ,致使两地要冲排泄极为不畅 ,几乎年年遭受洪水袭击。

三 四川洪涝灾害的对策

第一 ,要 以灾后重建为契机 ,加快水利基础建设步伐 ,抓好重点骨干水利工程建设 ,提高抗洪减灾能

力。

四川河流众多 ,号称
“
千河之省

”
,总 长达 2.3万公里 ,到 1997年 底已建成各种水利工程 58.8万

处 ,蓄引提水总能力 ⒛1.28亿立方米 ,江河堤防”10公里 ,救生高台们3个 [18]。 不过 ,目 前四川境

内有些河堤段落不连贯 ,现有水利工程防洪设计标准一般为 zO年一遇 ,水利工程普遍老化 ,“ 病险工

程
”
达上千个。因此 ,四 川省在加紧修复灾后水毁工程的同时 ,还应加大人力、物力投人 ,加快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和改造的步伐 ,以 提高抗洪减灾的能力。

要提高抗洪减灾的能力 ,四 川省必须紧紧把住长江干支流上游关 ,在 主要江河干、支流的上游多兴

建控制性水利骨干工程 ,进行梯级开发 ,强化蓄洪拦沙。同时还要把治源与治流结合起来 ,加 大小流域

综合治理与干支流上游拦蓄工程建设的力度 ,加快骨干水利工程建设 ,重点是暴雨区和产沙区的大型水

库建设。据悉 ,总库容 10。 “ 亿立方米的岷江紫平铺水库、涪江上游的武都水库和嘉陵江上游的亭子

口水库都在建设或规划中,若三座水库建成后 ,总库容共 57亿立方米 ,可拦截 ” 亿立方米的泥沙 ,将 大

大减轻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能力。1998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特大洪灾 ,四 川省水利工程共拦蓄洪

水 110亿立方米 ,其 中新建成的二滩水电站库区拦洪 钾 亿立方米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长江中下游地

区的防洪压力。为此 ,中 央和四川省应加大投资 ,使三座水利工程尽快建成 ,以 提高四川拦蓄洪水的能

力 ,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防洪作出积极贡献。

第二 ,要 以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为契机 ,加快造林绿化步伐 ,建立稳定的生态环境保护系统。

森林是整个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据研究 ,每万亩森林的蓄水能力相当于一个蓄水量 100万立方

米的水库。它既可保持水土 ,又可调节河川流量 ,夏季暴雨集中时
“
削峰

”
,防 止洪峰过大 ;冬季降水减

少时
“
增丰

”
,增 大河川流量。但是近几年来 ,由 于大量采伐林木 ,四 川主要江河沿岸地区森林调节气

候 ,净化空气 ,保护水土和防御水灾的能力大为减弱。过度砍伐森林使长江上中游地区包括四川在内 ,

自咽洪灾苦水。痛定思痛,1998年 8月 ⒛ ,四 川省人民政府终于作出决定 :从 9月 1日 起 ,阿坝、甘孜、

凉山三州 ,攀枝花、乐山两市和雅安地区,全面停止天然林砍伐 ,关闭木材市场。同时 ,又颁布了《四川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其 中规定在
“
禁伐令

”
实施过程中,不仅要对现存 弱3万公顷天然林实

行严格保护 ,而且还要进一步实行造、管、育结合的林业新政策。9月 底 ,四 川省人民政府再次决定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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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日 起 ,在全省范围内禁止采伐天然林 ,建立生新的态环境系统 [19]。 以上决定和措施为四川林

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新的契机。

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后 ,四 川各地当务之急是 :要严格贯彻
“
把砍树人变成种树人

”
的决定 ,对

现有十万森工要实行分流管理 ,一部分育林 ,一部分造林⑩要切实安排好森工转产后企业和工人的生产

和生活 ;要重视解决停伐后的相关问题 ,如
“
木头财政

”
地区面临的财政困难问题、重点森工企业的银行

债务问题、林区农民的生活出路问题、育林基金的来源问题以及木材的运输、加工、贸易和造纸等相关企

业和人员安排问题 ,国 家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银行挂帐停息、以工代赈等办法 ,确 保天然林保护工程的

顺利实施 ;要 以此次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为契机 ,推动我国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的转变 ,促进有林地区

经济结构的大调整 ;要转变重取轻予、重造轻管、重经济效益轻生态效益的管理模式 ,健全森林功能 ,扩

大生态公益林的比重 ,增强防护林体系的投人力度管理措施 ,科学布局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风沙防

护林公园景观林、建设用材林和经济林、薪炭林 ,在江河的源头、两岸、库周、湖畔建立永久性禁伐区或有

限禁伐区;改善林种结构 ,实行乔、灌、草立体种植 ,多树种混合交叉 ,植物资源、动物资源、微生物资源协

调发展[20](26页 )。 森林的经济、生态环境效益 ,以及对当代和子孙后代的功利 ,是一般水利工程所无

法比拟的,应 当将此工程建设纳人重中之重。

第三 ,要 以退耕还林为契机 ,加快中低产田土改造步伐 ,减少水土流失面积。

水土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随着人口的增加 ,人类对自然

资源特别是林草植被的不合理开发利用 ,导致许多地方水土流失加剧 ,荒漠化面积扩大。据资料记载 :

四川省地处长江上游地区 ,目 前水土流失面积已达 19.98万平方公里 ,占 全省幅员面积的 41.3%[21],

是长江上游乃至全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而且每年还以相当快的速度扩展。

要解决目前四川省水土治理中量大面广的难题 ,首先是不欠新
“
帐

”
,禁绝新的开垦 ,采取行政和法

律手段把毁林开荒、陡坡开垦坚决停下来。其次是清还老
“
帐

”
,科学规划 ,逐步退耕还林 ,为广大农民

开辟生产生活的新路子。为此 ,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从中长期科学规划角度出发 ,认真做好以下几件大

事 :要建立高效生态农业工程 ,以 退耕为契机大力调整经济结构 ,实行农、林、牧结合 ,果 、茶、药并重 ,产 、

供、销一体 ,山 、江、湖齐治 ;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工程 ,改坡地为梯土、梯田,包 括 乃 度以下坡改梯和占

耕地∞%以上中低产田的改造 ,大力提高农业单产量和复种指数。对冬水低产田要做到
“
三沟

”(即排

灌、截泉、排水)配套 ,能排能灌 ,以 大大提高农田蓄洪、滞洪、排洪能力 ;要 实行科学的移民工程 ,对退耕

还林后失去生存条件的农民要搬迁 ,特别要积极拓展水利建设库区移民安置的新路子 ;要采取政策挟持

工程 ,扩大以工代赈 ,促进坡改梯和中低产田改造 ;实行以粮代赈 ,免征农业税和定购粮 ,减 轻退耕农民

的实际负担 ;对来不及实行退耕和坡改梯的地方 ,要限期改顺坡耕作为高耕作、沟垄种植 ,研究和推广有

利于蓄水保土的农艺、农耕措施。为了减轻水土流失的危害 ,必须努力改善其中的基本条件 ,如 改坡地

为梯地 ,植树造林增加地面覆盖率 ,采取措施减少地面冲刷等。特别是要把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山地灾

害切实重视起来 ,列 人水土治理的重点范围。

第四,要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洪减灾措施 ,将依法治水、标本兼治的战略任务真正落到实处。

建国以来四川历次特大洪灾一再告诫人们 :要减少或根治洪涝灾害 ,除继续做好治水、改土和兴林

的同时,还须加大政策和制度上的监管力度 ,实行依法治水 ,标本兼治的抗灾战略。要建立法律保障机

制 ,加大《森林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农业法》等法律的宣传执行力度 ,搞好新形势下配套法

规的制定和完善 ;要建立组织保障机制 ,建立健全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和专家组成的流域综合治理委员

会和小流域综合治理领导机构 ,对全流域的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行统一规划、综合协调、监

测评价、监督管理 ;要制定生态环境建设中长期规划 ,实行各级政府生态环境保护任期目标责任制 ,严格

把好工程项目审批中的环境影响关和施工检查关 ;要建立投人保障机制 ,投 宽主渠道 ,加 大政府对主要

江河上游水土流失治理的投人比重 ,扩大以工代赈规模 ,加快重点流域治理和重点工程建设 ;要 开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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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子 ,制定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建设补偿制度 ,主要从受益地区和产业中提取一定的税费 ,用 于上游的生

态环境建设 ;对
“
四荒地

”
、经济林地、小型水利设施等 ,要采取税费减免政策 ,实行租赁、承包、股份合

作、拍卖等[20](26页 ),全民造林 ,绿化全川。总之 ,要减少或根治洪涝灾害 ,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的抗

洪减灾战略 ,采取切实有效的治水、改土、造林等综合配套的防灾措施 ,以 防患于未然。

注释 :

①表中四川水灾数据,1952-1985年引自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 ·民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年

版,第 281页 ;1989—1997年引自四川省人民政府救灾办公室编《四川救灾年鉴》,四 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1999

年版,第 12、 14、 z3、 9z、 18、 z9、

"、
31、 zs页 ;1998年引自四川日报记者《修复水毁工程,整治病险水库》、《四川日报》

1998年 10月 4日 ;潘黎《全省灾后倒房重建进展顺利》,《 四川日报》1998年 12月 5日 。

②四川省森林资源面积数据:1955年 和 1981年引自《四川省志·林业志》,四 川科技出版社 1999年 版,第 2-3页 ;1∞7

年引自《四川日报》1998年 8月 ⒛ 日载《四川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中的有关数字。四川木材采伐量数据:1949年至

1997年 概算为 12284万 立方米。其中1949-19Bs年 8371.8万 立方米,引 自《四川省志 ·林业志》,第 7页 ;19B6—

19gT年 sg12万立方米,系本人根据《四川省志 ·林业志》第⒛0页载 19甾 年采伐量0z2.4万立方米和王治安《。中国

森林危机报告》第m页载 199T年 四川省木材采伐量zsO万立方米,取其中326万 立方米乘以 12年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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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od Features in sichuan since1949and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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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1949, sichuan witnesses dozens of rainstonns and noods, which are exten-

sive, sudden, severe and causihg heavy loss, and which result from clilnatic anomaly and man-

caused harm。  To reduce the loss and harm, we must adopt comprehensive supporting measures of

water control,reclama“ on and forestry。

Key words:since 1949; sichuan; nood; feature;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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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札记

美国共和党成立大会遗址简介

刘达永

⒛00年 9月 美国劳动节长周末期间 ,笔者随长子一家外出。在访问了底特律、密西根大学的亲友

之后 ,于 9月 4日 由东向西返回芝加哥 ,途中在 舛 号州际公路
“
杰克逊休息站

”(Jackson Rest Area,密 西

根州杰克逊城附近)停 留。下车之后正举步活动筋骨 ,忽 见休息站左侧竖有
“
密西根历史遗址

”(Michi-

gan HistoⅡc site)标牌 ,出 自专业
“
惯性

”
遂驻足阅读。读后方知此历史遗址为美国共和党成立大会地

址。1854年 7月 6日 ,来 自密西根等地的 1500名 美国人聚集在标牌后一片橡树林下开会成立了一个

新的政党——共和党。

过去读史 ,只 知美国共和党成立的年月日,而对其在何地开会建党并未留意探寻。而今偶见遗址 ,

着实意外。环顾四周 ,除
“
杰克逊休息站

”
的几间小屋和一片橡树林外 ,并无其他建筑物。难道当时那

1500人就拥挤在橡树林下开会组建政党?'没有栖身之所 ,没有可容纳 1500人 的会议大厅?如非亲眼

所见该
“
历史遗址

”
,很难想象共和党的成立大会竟是在荒凉的橡树林下召开。然标牌所显文字记载着

成立大会确
“
在橡树林下

”(under the oaks)举行。

1854年为清咸丰四年。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晚期 ,鸦 片战争之后其腐朽性、守旧僵化已暴

露无遗。而那时的美国,移 民开拓者仍不断地向西部进发⋯⋯。据标牌文字记载 ,还 在 19世纪 30年

代 ,成千成万的
“
先驱者

”(uoneers)陆 续通过
“
开拓大道

”
(Territiori亠l Road,大 致与今 9+号 州际公路平

行)艰难地向西走出;其 中一些人留在今杰克逊地区发展。而在 18z9年 ,此地已是主要的垦殖地之一。

1832年杰克逊县(County,有学者认为应译称
“
郡

”
)建制 ,初 称 Jacksononopohs,次 称为 Jacksonburgh。 此

名称的由来与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 ·杰克逊 (Andrew Jacksm,任 期两届 ,18”—1837)有 关。由于此

地靠近格兰德河(Grand Ⅱver)上游 ,水陆交通称便 ,各 色人物出人其间 ,那 1500名 美国人选择这既荒冷

又有生机之地开会建党 ,其用心可想可意。

共和党成立大会的会址是那样地不显眼,而今其附近不甚远的杰克逊城也只有几万人口,相信大多

数共和党人并不知其政党的建党会址。无疑 ,共和党的成立确在美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大影响 ,因 为共和

党成立后 ,美国两党制(The Two-Pany system,民 主党先期组成)的局面才真正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