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 卷第 3期

2 )0( 6 年 9 月

西 井学晓学报
·

有然科学板

J
o u m al fo Xi e han g Cllo

e g e ·

N a tu
arl Sc i e n e e E di ti o n

V
o

j

阮 p

.

2认 N 0
.

3
. ,

2以场

大型水库后靠安置农村移民后期扶持的库区

资源开发利用对策

陈建西
’ ,

何明章
’

( 1
.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昌 6 15 01 3 ;2
.

二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四川 成都 61 X( 树叉) )

【摘 要】大型水库后靠安置的农村移民因人均耕地面积少
,

安里经费投入低
,

必须在移民安 ! 后期扶持

中充分开发利用库区资源
,

本文提出了提高移民素质
、

提高库 区资源开发科技含 t
,

优化库区移民经济产业

结构
,

开发利用水库消落区土地
、

库 区荒 山资源
、

水库水面资源
,

发展移民庭 园经济等对策
。

【关健词】后靠安里 ; 农村移民 ; 后期扶持 ; 库区资源 ; 开发利用

I中圈分类号】r l 2 4
.

5 【文献标识码 IA [文章编号 ] 16 7 3
一

18 9一( 2 X̀场 ) 0 3
一

0 1 10
一

0 3

新华社 2《X刃 年 9 月报导
: 三峡重庆库区共需搬

迁 35
.

3 4 万农村移民
,

其中 10 万移民将在 3 年内外

迁到上海等 11 个省市和重庆市的非库区区县
,

其余

农村移民将通过调整库区村社富余土地
、

改造中低

产田等方式在库区内安置
。

报导称库区环境容量完

全能安置以
_

L农村移民而且不会造成环境和生态问

题
。

但是
,

2 X() 4 年 4 月 6 日重庆市农调队公布的对

3 0 0 个农村后靠移民户的调查显示
:
重庆库区农村

后靠移民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缓慢
,

经济收入出现减

少
,

生计问题趋于突出
,

具体表现在
:

受经营环境的制约
,

后靠安置的农村移民开展

生产经营面临出路少
、

效益低的重大障碍
,

农村后靠

移民对生产经营收人的期望值和积极性下降
,

对生

产经营的投资大幅度减少
,

导致生产经营规模萎缩
、

家庭经营徘徊不前
、

劳务收人增长趋缓
,

生产经营处

于徘徊状态 ; 由于劳动力不足
、

家庭负担重
、

生病伤

残
、

交通不便
、

信息闭塞
、

观念落后等原因
,

库区农村

移民 自我发展能力薄弱
,

迁移安置后生产经营活动

的恢复和发展迟缓
,

经济收入严重偏低 ; 由于受总收

人限制
,

农村后靠移民的生活消费结构中除吃
、

穿和

交通通讯的开支有所增加外
,

多项生活消费支出都

出现了大幅度的减少
,

反映了农村后靠移民生活水

平的下降
。

2 00 6 年 5 月
,

国务院发布国发 【2 0(] 6 1 l7 号文

《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规

定
,

对纳人扶持范围的移民每人每年补助 6 0 0 元
,

这

种生活救济型的后扶政策
,

解决生活问题尚可
,

但要

实现可持续发展
,

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却很难
。

由此可见
,

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后靠安 t 方式

要充分考虑库区环境容量
、

生态环境及社会
、

经济
、

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

千万不能盲目行事
。

对于己

就近后靠安置的农村移民
,

要通过后期扶持
,

尤其要

通过综合开发利用库区资源实现
“

造血型
”

的
、 “

可持

续发展型
”

的后期扶持
,

以实现移民
“

迁得出
,

住得

稳
,

富起来
”

的目标
。

本文就以农业安! 为基础的移

民后期扶持的库区资源开发利用提出一些对策及建

议
。

1 加强培训
,

提高素质
,

提商库区资派

开发的科技含 t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科学技术的推广普及
,

可以提高劳动者综合能力
,

创造先进的生产工具
,

拓

展劳动对象领域
,

优化生产过程的组合与管理
,

极大

程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

有力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

发展
。

但大
、

中型水库的淹没区一般都处在交通不

便
、

位置偏僻的山区
,

信息闭塞
,

办学条件差
,

文盲半

文盲的比重超过 so %
,

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比较困

难
,

要让后靠安置的农村移民依靠科技致富
,

要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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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库区资源开发的科技含量
,

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农

村移民进行培训
,

提高弛们的文化素质和学习掌握
. 。 .

科学技术的能力
。

加强库区基础教育
、

职业技术教育
、

科技教育
,

大力发展库区教育
、

文化
、

科技事业
,

提高农村移民

的文化和科技素质的工作是库区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的基础
,

并且应该贯穿整个后期扶持工作的始终
。

应以移民现有基本素质为基础
,

逐步从开展扫盲教

育到基本农技培训
、

专业技术培训
、

产业结构配置中

的高效农业的技术应用推广等方面人手
,

采取多种

形式
、

不同层次的培训
、

宣传
、

辅导和指导
,

让移民真

正掌握一定科学技术
,

并应用科学技术
,

自觉自主投

身库区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

逐步走向富裕
。

科技
、

教育融为一体的新运行机制
,

才能促使库区移

民经济向集约化
、

科学化
、

现代化转变
。

2 依托库区资源
,

优化库区移民经济产

业结构

目前我国水库移民经济在总体上还没有突破以

低层次原料生产为主体的农村经济格局
,

库区农村

移民经济要实现由低层次原料生产向高层次综合经

营转变
、

由增量为主的数量型经济向增量
、

增效并重

的效益型经济转变
、

由传统封闭型经济向现代开放

型经济转变
,

库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应着眼于资

源的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
,

才能实现优化库区产业

结构
,

协调发展库区大农业与二
、

三产业的目标
。

同

时由于库区各地自然
、

经济和技术条件也千差万别
,

库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要从实际出发
,

根据库区资源
、

劳力
、

技术
、

资金等方面的状况
,

确定有区域特色的

产业政策
,

不能过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
,

要在库区实

际能力可以承受的条件下把速度和效益结合起来
,

特别是速度的追求不能超越资源的约束
。

在库区移

民人均收人较低时应优先发展能在短期内解决移民

后期扶持问题的大农业
,

并在稳步发展大农业的基

础上
,

择机发展二
、

三产业
。

库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强调三个结合
:
种养加

结合
、

农工商结合
、

农科教结合
。

其中种养加结合可

在种植业优质
、

高产
、

高效的基础上
,

大力发展养殖

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

实现库区大农业产品多层次
、

大

幅度升值
,

提高大农业经济效益 ;农工商结合方能实

现大农业产品的加工
、

运销
、

增值
,

多途径增加库区

移民收人
,

积累发展资金
,

逐步实现库区移民经济的

工业化
、

商业化 ;农科教结合
,

建立健全移民大农业
、

3 综合开发库区资源
,

提高库区农村移

民经济收益
3

.

, 开发利用库区消落区土地

消落区的土地是指水库淹没区土地利用线以下

至水库死水位之间的土地
,

它在水库蓄满水时被淹

没
,

在水库供水期因水位消落而出露
。

消落区土地被

淹没和出露的范围
、

时间
,

与水库的运行方式密切相

关
,

一般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而年内月份间和年际间

降雨量分布的不规则
,

使消落区土地出露范围
、

出露

时间也出现随机性
。

消落区土地长年出露区地势相

对较高
,

土地出露时间较长
,

淹没时间不长并能与作

物生长时间错开
,

区域范围较稳定
,

利用率高
,

效益

明显
,

一般用于种植农作物 ;而其季节性出露区土地

淹没时间较长
,

可用于种植生长期较短的速生作物

或耐水淹的多年生植物如快生青饲料或耐淹
、

速生

经济林木
。

根据水库设计的调节能力
、

蓄水量和库区的地

貌
、

地形特点
,

水库消落区有面积相当可观的土地可

以开发利用
,

可在后期扶持中进行综合开发利用
,

为

增加移民收人
,

帮助库区移民脱贫致富开辟一条渠

道
。

消落区土地利用最普遍的间题是因对库区消落

地最低利用高程心中无数
,

这大大地削弱了消落区土

地利用的经济效益
,

因此
,

库区规划部门和地方主管

部门应进行系统规划和组织
,

从经济效益及农作物种

植周期的角度进行综合分析
,

科学地确定一个经济又

合理的库区消落地最低利用高程
,

制定适合库区区域

特点的消落区土地开发利用优化组合方案
,

并做好水

文
、

气象的长
、

中
、

短期预报和水库调度方案
,

以便库

区移民掌握水库调度规律
,

最大限度开发利用水库消

落区土地
,

提高库区移民经济效益
。

3
.

2 开发利用库区荒山资源

库区地形的主要特点是高差大
、

坡度大
、

切割

深
,

库区荒山由于山川河谷交错
,

垂直变化急剧
,

立

体气候显著
,

光热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差异显著
,

造就

了丰富的生物资源
、

森林资源
、

畜禽品种资源
,

给开

发利用荒山创造了有利条件
。

我国已建的大中型水库毁林种粮
、

开发荒山的

方式
,

使植被遭到破坏
,

生态系统日趋恶化
,

水旱灾

害日趋频繁
,

大量水利工程报废
,

让我们付出了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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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价
。

因此
,

库区荒山资源的开发利用应正确处

理好长远利益
一

与眼前利益的关系
,

坚决制止掠夺性

开发行为
,

保护生态平衡
。

从调整库区移民经济发

展战略的高度出发
,

由以经营耕地为主向以开发山

水资源为主转移
,

由
“

平面型
”

农业向
“

立体型
”

农业

转移
,

由掠夺性农业向生态型农业转移
,

由自给自足

的农业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经济
、

市场经济转移
,

结合

库区荒山资源特点
,

因地制宜创立多种开发模式
。

尽力克服开发项 目单一
,

注重生产
,

忽视加工增值
、

流通和服务等问题
,

合理布局开发项目形成合理的

产品结构
,

并不断推广关键技术
,

改 良品种结构
,

建

立和完善农产品加工
、

服务体系
,

延长产业链条
,

促

进产业环流的形成
,

增强系统的整体功能
,

提高荒山

资源 开发利用的综合经济效益
。

3
.

3 开发水面资源

大
、

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均以筑坝
、

拦河
、

蓄水为

特点
,

所以
,

几 于年来我国创造了许多高峡出平湖的

奇迹
、

既然有了
“

平湖
” ,

除了主要用于防洪
、

灌溉
、

发电外
,

还有诸多的开发潜力
,

如利用水库水面资源

发展水产养殖业
、

旅游业
、

航运业等
。

库区水产养殖

具有地理
、

气候条件优越
、

水域环境优良
、

天然饵料

资源 仁富
、

经济鱼类种类多等优势
,

但也存在一些制

约因素
:
如水位落差大

,

影响产粘性卵鱼类的繁殖 ;

平均库水位较深
,

影响内陆水域土壤形态指数
,

降低

渔产力 ; 人库径流泥沙多
,

水体主要营养元素浓度相

对较低
,

影响浮游生物产量等
。

因此
,

发展水库水产

养殖业应以水资源为依托
,

经济效益为中心
,

市场调

节为导向
,

科技兴养为保障
,

以养为主
,

综合开发
,

养

加并举
,

提高效益
。

要建立协调规范的旅游管理体

制和运行机制
,

培育和壮大库区旅游业
,

建立旅游资

源开发
、

旅游服务
、

旅游产品生产经营
、

旅游休闲娱

乐等相配套的旅游产业体系
,

并带动库区观光农业
、

生态建设和库区交通
、

商贸业发展
,

从而带动整个库

区移民经济的综合
、

全面发展
。

4 扶持发展庭园经济
,

优化作物配 t
,

确保粮食增产
、

钱增收

水库蓄水前
,

由于淹没线下的土地尚可耕作
,

后

靠安置的移民人多地少的矛盾还不突出
,

但水库蓄

水
、

加上为保护库区环境对山地大规模开发的限制
,

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激化
,

因此
,

扶持发展庭 园经

济
,

以移 民住宅周围的土地
、

建筑物及其它设施为基

本生产资料
,

开展种植业
、

养殖业
、

加工业及其两者

或三者相结合
、

以农为主
、

立体开发
、

综合经营的庭

园经济活动
,

通过种植业 和养殖业的合理配搭
,

充分

利用作物秸杆等粮食作物的附属物饲养家禽
、

家畜

以增加经济收人 ;饲养家禽
、

家畜产生大量农家肥用

于种植业
,

即可使农作物增产增收
,

又可增加土地肥

力
,

实现土地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 ; 农副产品的加

工
,

在增加产品附加值的同时
,

还可延长产业链条
,

促进产业环流的形成
。

庭园经济可谓一举几得
,

是开

发利用库区资源的一条重要途径
。

库区庭园经济的发展应结合本地农业化发展的

方向因地制宜
,

因人而异地选择适合移民自身发展

的模式
。

应通过调整产业结构
,

优化农业配置
,

引导

移民推广名
、

特
、

稀
、

优经济种植品种
,

发展高效农

业
,

应高度重视农副产品的加工增值和流通服务
,

才

能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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