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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石山地区综合开发治理试点工程规划

布局及研究内容色议

吴应科

(地犷部岩浓地质研究所 )

提要 广西石山地区稼合开发治理试点工程应选择不同石山类型中

具有代表性的乡镇
,

以科技为先导
、

练合治理为 目标
,

形成集资抓开发
、

产品加工
、

环境治理
、

科学研究
、

技术推广
、

政策研究于一体的示范性工

程
。

以此辐射和推动石山地区的建设和改革
。

实施中将采取全方位的

技术路线
。

关键词 石山试点工程
;

资源型农业
:

科技先导
:

广 西

概述

“

石山
”

系裸露岩溶山区的俗称
.

为全国主要贫困地仄之
一 。

广西石山地区包括桂西北峰

丛山地 (镶嵌状高峰丛洼地
、

峰丛洼地
、

峰丛谷地 )和桂东北一桂西南峰林石山 (峰林谷地
、

峰林

平原 )在内
,

面积为8
.

29 万 k耐
,

占全区岩溶面积的 92
.

6%
’

,

虽仅占中国南方石山区 ( 黔
、

滇
、

川
、

桂及哪
、

湘
、

粤西部 )总面积的 15
.

04 %
,

但其岩溶发育之完备
、

形态类型之齐全
、

人民生活之

低下
,

在南方石山区是极具代表性的
。

如以人民生活贫困而言
,

19 86年的农民人均纯收人为

19 7
.

7元
,

仅是全区的 62
.

36 %和全国的 46
.

4%
。

而更令 人担优的是由于长期以来进行掠夺性

的开发建设
,

造成生态严重失调
,

至今森林覆盖率在多数地区还到 10 %
,

连绵的荒漠
、

半荒漠地

带占石山总面积的2 3/ 以上
,

以致气候变异
,

早涝频繁
,

农业产量低下
。

如来宾县连片分布的百

万亩大早片
,

平均亩产仅 130 k g
。

目前石山地区尚有 7 36 万亩农田旱情严重
;
千亩以上连片分

布的涝片达21 万亩之多
。

近几年每年需调人粮食2
.

2一 2
.

4亿 k g
。

此外
,

石山地区人畜饮水也

相当困难
,

约有 160 多万人
、

14 0多万头牲畜缺少饮用水源
.

即使有水
,

水质也很恶劣
,

多不能直

接饮用
。

以上情况表明
,

振兴石山经济
.

缓解和消除石山贫困
.

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

而石山

地区综合开发治理试点工程研究的提出
,

对于迅速改变石山地区的落后面貌具有十分重要的

战略意义
。

当前
,

国外对类似于桂西北峰丛山地仄的治理
,

尚无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
,

他们大多采取

*

广西岩溶面积为8
.

95 1万 k m
, ,

其中桂东南孤峰平原为。
.

66 万k :m
.

不属于石山范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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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办法来回避这一难以克服的矛盾
。

在国内
,

通过开发岩溶水资源以治理岩溶干早
,

确已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

但在生态环境和农业布局综合治理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

19 88年 1 0月
,

虽然

广西自治区政府也曾通过专家论证
,

确定大化等八个石山县作为石山开发治理的试点县
,

但终

因工程庞大
,

经费不足
,

至今也未见显效
。

为此
,

笔者提出了在更小范围内进行综合试点研究

的具体构想
,

以供探讨
。

2 试点工程的规划目标与任务

在广西石山地区选择有代表性的石山乡镇进行先期试点开发
,

其总的指导思想是
:

以科技

为先导
,

形成集资源开发
、

产品加工
、

环境治理
、

科学研究
、

技术推广
、

教育培训
、

体制改革于一

体的石山示范性工程
,

并以此转汹寸和推动全区乃至我国南部石山区的石山改造
,

为综合开发治

理石山提供系统经验和工程示范
。

考虑到石山工程的长期性
,

至 2 000年试点工程应该达到的

基本要求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

总目标是在近二三年内解决试点乡镇的温饱
。

至 2 00 0年 由目前人均纯收人20 0元进人

人均纯收人 1 0 00元上下的富裕型农村生活水平
;
粮食由目前人均 口粮 1 5 0一 200 k g达到 400 k g

,

有条件的乡镇自给有余
。

2
.

有效地治理生态环境
。

10 年内森林覆盖率在现有的基础上 ( 平均 1 0% 左右 ) 提高 15 一

20 %
,

为最终形成森林覆盖率在 4 5% 以上
,

国民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环境和大 自然能协同的石

山生态乡奠定基础
。

3
.

着手调整农业结构
。

为逐步由目前单一落后的种植型农业 (基本上属于种粮型农业 )过

渡到多种经营发达的资源型农业创造条件
,

并初见成效
。

同时
,

具体探索建立适合石山特点的

立体农业
、

早地农业以及精细农业的发展模式和耕作制度
,

拓宽石山农业的开发途径和提高其

经济效益
。

但总的目标是走生态农业的道路
。

1 0年规划期间
,

为逐步形成石山生态农业体系

奠定基础
。

4
.

加强农田水利和中低产田的改造
。

在近三五年至迟七八年内要建立一批能抗御严重白

然灾害的早涝保收
、

稳产高产粮食基地
,

使粮食单产翻番
。

发展节水型农业
,

使有限的水资源

能得到充分利用
。

5
.

因地制宜地开发本乡镇的优势农林产品和矿产资源
,

形成 l 一 2个能真正推动本乡本县

经济振兴的开发基地
。

6
.

发展乡镇企业
。

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工业开发群体 (包括农产品和矿产品加工 )
。

至 2 000年
,

工业产值应占本乡镇总产值的30 一 4 0%
。

7
.

解决全乡镇的人畜用水
,

建立防治水质污染的监测系统
。

8
.

建立长期的科研基地
,

形成以应用研究为主的综合试验研究基地
,

逐步办成石山地区的

科技进步推广中心和技术储备基地
。

9
.

严格控制人 口 ,

积极推行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
,

进行农村改革实验
。

3 试点工程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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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试点乡镇的选择原则

( )l 石 山面积超过本乡镇总面积的 60 %
,

在岩溶地貌及岩溶特征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 2) 有 定的资源优势和电力设施
,

具有能较快地形成规模经营的条件 ;

( 3) 有
一

定的文化教育基础
,

社会素质相对较好
。

选择条件相对较好乡镇进行试点
,

其目的在于能较快地起到示范推广作用
,

但其石山的 白

然条件必须具有代表性
。

3
.

2 工程规划分类与布局

根据上述原则
,

进行分类规划 (图

1 )
。

第一类
:
具有峰丛洼地特征

,

以开

发山地农林资源为主兼具粮食开发的

类型
。

拟选择大化县六也乡
、

靖西县

龙临乡为代表
。

这类石山
,

占广西石

山总面积的 4 3
.

8%
,

是属于治理难度

大的地区
。

其基本特征是地形崎岖
,

可耕地少 (人均 1亩 )
,

地表水奇缺
,

地

下水埋藏深
.

仁层薄膺
,

易旱易涝
,

粮

\ 护
’
0 。 “

飞
.

争
几
\
、
、 、

O
在 . ,

0 . 全
O 一 启试山 , .

0
. 二 盆 试

…玲` . 、

栩 、
,

、 、 、
0

. 三 . 试. , .

食产量低
,

正常年景平均
一
造单产只 一

—
有 1 5 0k g 左右 ( 其中水稻 平 均 2 00一 图 1 广西石山地区试点工程分布图

3 0 0 k g )
。

但也有其优越条件
,

主要是 F ig
.

I D 、 s t r i加 it o of 比
。 。

。
e d m e n t a一。

gn
、 n e e d 吨

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宽广
,

平均达到 2 0
o f ` h e k a r s t h i l l a er a , n G u a n g x ,

一 3 0亩
,

较之平原或非岩溶仄多出数

倍
。

因此
,

开发石山山地资源特别是再生资源 (林
、

果
、

药生植物等 )最具潜在优势
。

第二类
:

约 占广西石山总面积 1 5% 的具有开阔地形的峰丛谷地
,

叮以形成以开发粮食
、

经

济作物和林业资源的综合性开发基地
。

拟选择南丹县六寨镇和忻城县思练镇为代表 其主要

特征是石山山地与谷地平原相间分布
,

可耕地面积相对宽广 ( 人均 1
.

5亩 )
,

谷地内地表水资源

和地下水富集程度和埋藏条件较第一类为好
,

具有开发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有利条件
。

此外
,

峰

洼连绵的石山山地
,

亦具有开发山地生物资源的较大潜在价值
。

第三类
:

具小平原的峰林谷地以开发粮食和经济作物为主的类型
,

其面积占广西石山总面

积的 3 0%
。

选择崇左县左州乡为代表
。

其基本特征是上地资源丰富
,

且少有第 一类的土层薄

痔的情况
,

适宜发展种植业
。

但森林退化
,

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水质污染面广
,

岩溶塌陷
、

岩溶

渗漏频频出现
。

试点工程的总体布局
,

基本上显示了广西石山地区资源与环境的总特点
,

特别是第一类试

点乡镇
,

更有其广泛的代表性
。

而且
,

在中国南方石山地区亦具有典型意义
,

其经验可供借

鉴
。

所选择的乡镇面积多为25 0一 4 5 0k m
, ,

人 口 2一 4万
,

都具有开发各种矿产资源 (主要是汞
、

锰
、

铝土
、

建筑材料等 )和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的条件
。

如闻名的南丹县六寨镇辣椒
,

年亩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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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百元
,

速生杉木林年亩产值达千元
。

如果进
一

步加强科技投人
,

还必将获取更大效益
。

4 主要技术路线与孟点课题设置

4
·

l 主要技术路线
1

.

进行全面规划
。

在逐乡 (镇 ) 编制以 10年 为期的总体规划基础上
,

进行试点工程的总体

规划部署
。

乡镇总体规划内容包括指导思想
、

战略目标
、

项目规划
、

实施步骤
、

方法措施等
。

其

编制程序如图 2所示
。

一石而蔽萦砚二二卜 -
一

基 确调 侄 卜
-

州 专肠 研 究 石蔺丽而门 1性会发周鲤到 L些绛 )丝

自帆 资掉

与

环咬 i平价
墓最

开发泊理条件评估星
一

世匕 _ 资
妙

焦二现罗甲少吸些
一

丝 一 」

图2 石山乡镇总体规划编制程序图

F i g
·

2 P r
叩

r a m m e o f ht e g e r飞e r a } p l a 一1 o f s m a }} t o w n s I n t h e k a r s t h l l l a r e a

.2 本着在治理中开发
,

在开发中治理的原则
,

近 10 年要把石山的综合治理作为重点
,

其中

尤以治山治水为重要
,

这是改变石山面貌的关键所在
。

务须以沼气为主的
“

多元型
”

农村能源

结构替代目前的
“

柴木型
”

单一的能源结构
;

坚持进行封山育林
,

改善生态环境
。

3
.

强化对于农业系统开发与农田管理的科学研究
,

其中特别要围绕加快林业发展速度
、

提

高粮食单产和经济作物种植效益方面的攻关
,

建立一整套适合不同石山特点的农业开发模式

和耕作制度
。

要建立不同类型
、

不同作物
、

不同林区的长期跟踪试验网络
,

建立一批稳产高产

作物示范区和推广一批创新研究成果
,

为探索石山农业和农田改造开辟新路

4
.

加强对于石山地区宏观
一

与微观地理地质背景的调查研究
。

5
一

根据白然条件和开发治理方向
,

确定科技攻关的重点 第一类试点主要研究解决如何

允分开发利用
“

二水 (大气降水
、

地 下水
、

地表水 )和治理水害
,

同时
,

还要着力研究开发优势林

产 {j
: 」

一

j药生狱物的技术措施
` )

第 二类试点区则应以治早改土形成稳产高产粮食基地和多种经

营山林资源为攻关重点
。

而研究种植业的多种发展模式和耕作制度
,

以及水资源的开发管理

则应是第三类试点区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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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深人开展现行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政策的配套和完善 以及农村教育改革等重点问题

的研究
,

为发展生产 力
,

推进科技进步和提高人的素质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政策保

障
。

.7 拟采取全方位的开放技术路线
,

实行重点课题公开招标
,

择优支持
,

将试点工程逐步办

成面向国内外的开放实验基地
。

4
.

2 重点研究课题设置

4
.

2
.

1 自然科学方面

1
.

石山生态环境改造
:
包括速生树种的推广研究与速生高效树种的培育 ;生态林业模式研

究 ;生态环境水文效应试验与生态环境监侧等课题
。

n
.

岩溶早涝治理工程与主要地质灾害防治的研究
:

包括不同石山类型区综合开发水资源

的模式与技术方法研究
;
岩溶地 下水资源评价与开发管理研究

;
洪涝治理的有效途径与技术措

施
;
岩溶塌陷

、

岩溶渗漏治理工程的高新技术方法研究
;
水资源的环境保护

;
节水灌溉技术研究

等课题
。

m
.

石山农业开发模式与中低产田改造
:

包括生态农业
、

立体农业
、

早地农业的试点研究
;

节水型农业试点研究
;
农业地质背景与农作物优化布局的研究

: 石山区中低产田和防渗技术与

土壤改 良研究等专题
。

W
.

石山地区生物资源的开发研究
:

包括优势植物和药生植物的开发研究
; 昆虫 (桑蚕

、

紫

胶虫等 )资源的开发研究
;
食用菌的开发研究等课题

。

V
.

石山地区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

有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
、

矿产资源的深度加工技术等

专题
》

vi
.

石山农村能源问题研究
:

可分解为生态能源的开发研究
;

农村生活能源的开发途径与

配套政策
;
沼气试点与推广等课题

。

4
.

2
.

2 社会科学方面

1
.

石山农村改革研究
:
包括农村体制改革试点研究

;
农村经济政策与环境保护措施的研

究 ;农村教育改革试点与研究等课题
。

n
.

石山未来农村发展模式研究
:
包括综合农业体系的试点研究 ; 石山农村发展前景及其

发展模式探讨等专题
。

5 结束语

通过试点工程的分类选择和合理布局
,

因地制宜地确定试点工程规划 目标和任务
,

实行综

合治理的正确的技术路线
,

持之以恒地进行扎实的工作
,

相信定能达到预期目标
。

弄那
*

人民

已经作出了榜样
。

弄那人民能做到的
,

广西石山地区的人民依靠 白己的力量
,

也一定能够做

到
。

巾

弄那在广西区马山县古零乡
,

是一个石山综合治理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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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R I LM I NA Y R SU T Y D O NE EX P RIM E N TA L

E N GI NE E R刀呵 G O F C OM P RE HE N SI VE

E X P L OI A T TI O NA N D ET RA TM E N T O F TE H

A K R S T HI T
,

I
,

A R E A IN G U A N G X I

W u Y i鳍k e

( I抽 6加 et of K a n 北 肠印 1呢 y)

K e y w or ds
: E x p e r i m e n

alt
e n g i n e e ir n g i n ht

e k ar st h i l l a er a : A g ir e u l t u r e o f

n a t u r a l r e s

ou cr e yt p e ; S e i e n t i if e a n d et e h n i e g u i d a n e e : G u a n g x i

A b s t r a e t

hT
e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e n g i n e e ir n g o f e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e x p l o i t a t i o n a n d t r e a t m e n t o f

t h e k a sr t ih l l a r e a i n G u a n g x i hs
o u l d s e l e e t i v e l y be p l a e e d i n s o m e t y p i e a l s m a l l

t o w n s i n d i ffe
r e n t k a r s t h i l l

aer
a

.

aT k e s e i e n e e a n d t e e h n o l o g y a s a g u i d a n d

c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ter a t m e n t a s a n o bj e e t i v e ,

t h e n e a rr y o u t a n e x p e ir m e n t a l

e n g i n e e r i n g
,

w h i e h p u t t h e r e s o u r e e e x p l o l t a t i o n
,

p r o d u e t p r o e e s s i n g
,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t r e a t m e n t
,

s e i e n t i if e r e s e a r e h
.

t e e h n i e p o p u ] a ir z i n g
,

a n d p l o i e y

s t u d y i n g t雌
e t h e r

.

B y t h i s k i n d o f e n g i n e e r i n g
,

t h e e o n s t斑
e t i o n a n d

im p r o v e m e n t o f t h e k a r s t h i l l a r e a w i l l l) e a d o p t e d p u o h e d fo r w a r d A

e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t e e h n i e r o u t e w i l l b e a d oP t e d t o e a r钾 o u t t h e e n g i n e e ir n 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