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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宋 兰 江
(澄源乡, 福建 政和　353607)

摘　要: 通过对水、火电站的比较, 提出大力开发贫困山区中小型水电站使农村脱贫致富的建议, 并提出了农民以劳动力入股的股

份制建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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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我国的电力总装机容量结构仍以火电为主, 1986

年水电仅占 29% , 1996 年下滑到 23% 左右。众所周知, 火电

的燃料是煤炭, 大量的烧煤造成城市大气污染已相当严重,

全国 57% 的城市颗粒物排放量超过国家限定值: 有 48 个城

市 SO 2 浓度超过国家二级排放标准, 82% 的城市出现过酸

雨, 北京、广州、乌鲁木齐和鞍山市的NO 浓度已经超过国家

二级排放标准, 且许多城市的NO 浓度在逐年增加, 为此必

须降低火电在电力总装机容量中的比重, 提高水电的比重。

水电是可再生能源, 是洁净的、对环境没有污染的能源。我国

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约为 6. 8 亿 kW , 可开发容量 3. 78 亿

kW (年发电量 1. 92 万亿 kW ·h, 折合 9. 6 亿 t 原煤ö年或

5. 4 亿 t 原油ö年, 相当于我国 1996 年原油生产总量的 3. 4

倍 ) , 而我国 1996 年底水电装机为 5 558 万 kW , 仅开发

14% ; 因此, 发展水电具有巨大的潜力, 和火电相比是取之不

尽, 用之不竭的能源。煤和石油都是不可再生的能源。据估

计, 中国石油只够用 50 年, 对世界的石油存贮量有人估计为

100 年, 所以, 必须寻找替代能源。

我国有丰富的水电资源, 居世界之首, 仅小水电可开发

利用的资源就有 7 600 多万 kW , 目前仅利用 20% , 开发潜力

巨大。中小型水电多分布在一些贫困山区, 这些地方的生产

力落后, 交通不发达, 信息不灵, 农民科技文化水平低, 这是

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中央提出 2000 年使剩余的 7000 万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当然, 脱贫的途径有很多种, 笔者认为一条

重要的途径, 在于大力开发贫困山区的中小型水电项目。

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角度看, 贫困山区的人民要想

致富, 就得有商品卖出去, 而且要求生产商品有比较高的生

产率, 商品要获得社会的承认才能成为商品, 个人劳动才能

转化为社会劳动。商品交换的实质就是劳动交换。现时情况

是广大山区有几亿农民, 有着巨大的潜在劳动力没有发挥出

来, 就是说这种劳动没有凝结到商品中去, 进而把商品卖出

去, 以增加自己的购买力。与此相对应的是城市大工业生产

的高效率劳动所创造的商品, 由于农民购买力有限, 也造成

很多商品积压, 许多机器设备或生产线闲置, 一些国有企业

面临困境, 这就在城乡之间形成一个矛盾: 机器大工业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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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农民劳动不能顺利交换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 方法

之一, 就是要大力开发广大山区的中小型水电, 把农民的劳

动凝结到“电”这个商品中去, 把“电”卖出去, 去和城市实现

商品交换,“电”这个商品是城市动力的来源, 是城乡最需要

的商品, 所以农民应千方百计以水电为资源, 大力开发“电”

这个商品, 来增加收入。那么, 应该怎样做呢?

要大力开发小水电就得有资金, 笔者建议一种股份制的

建设方式: 就是水电站土建工程的人工费用由农民劳动入股

方式解决, 其他发电设备、施工设备、建材、管理费等开支由

县政府电力公司, 地、省级部门或单位以货币形式参股解决,

外资、个人有货币能力的也可适当参股, 形成多渠道资金来

源, 多头投入, 全民参股, 全民办电的局面。这里讲的“全民”

主要指水电站库区周围的农民。应引导库区农民积极地以劳

动入股, 遵循先本地, 后外地的原则。农民以自己的劳动凝结

到“电”这个商品中去, 去换回城市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商品,

达到城乡劳动交换的目的, 同时, 有了电也可带动这些地区

工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

也就是共同富裕的目的。

在广大贫困山区的深沟纵壑里, 有许多葫芦口、漏斗口,

正是建水电站的好地点。建水电站应以县为基本单位, 星罗

棋布的水电站, 统一并入县电网, 再由县电网并入省或全国

电网, 除满足本县用电外, 其余全部卖给国家。在汛期可以大

量发水电, 同时相应关闭一些火电机组, 减少煤的消耗量。最

终全国逐步过渡到以水电为主, 火电为辅, 能源供应主力是

水电。到那时, 环境污染可以得到根本改善, 农民的生活水平

也可以得到显著地提高。

在建设常规小水电站的同时, 有条件的地方, 还可建具

有季调节能力的抽水蓄能电站。在雨季, 开足马力发电 , 将

一部分电用来抽水蓄能, 以便旱季发电, 还可以降低洪水灾

害。在水电站建成之时, 国家应通过政策, 将库区周围部分或

全部流域划归水电站管辖, 建立库区林场, 免遭滥砍乱伐, 保

持水土, 以林蓄水, 争取多发电。对中小水电的开发, 也应遵

循流域、梯级、滚动、综合开发的原则进行。

上述观点符合国家“优先发展水电”,“多家办电, 多渠道

筹资办电”的方针; 也符合“农电要坚持‘县为实体’的改革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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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库尾岸坡崩塌体分布及塞湖沉积区示意图

图 6　堰塞湖沉积的卵石层结构特征示意图

迭系的古崩塌体。其形成条件如图 7 所示。处于弹

子台向斜的软弱砂质泥岩, 风化剥蚀形成包鸾河。河

谷东南侧坡顶为裂隙发育、坚硬的二迭系灰岩; 斜坡

中部为较易风化的 T 1～ T 3 泥灰岩、泥质灰岩、泥质

砂岩。由于卸荷和差异风化, 形成了上硬下软的反倾

陡坡。随着陡坡下部相对软层的变形, 上部灰岩中的

裂隙, 因坡体表层切应力由原来的压应力变为拉应

力、扩展贯通, 形成拉裂隙, 并随着下部相对软弱岩

层进一步风化、剥蚀和变形, 拉裂隙向陡岩下部贯通

产生崩滑, 崩滑体堵塞包鸾河, 在公安桥上游一带形

成堰塞湖, 并在原坡积物上沉积了近 3. 0 m 厚、具

二元结构的沙卵石层。后来堆石坝冲刷溃决, 形成了

目前的小峡谷, 堰塞湖中的沉积物被坡坏, 而岸边上

的沉积物被保留下来, 见图 7。

6　结　论

据弹子台水库上述特殊工程地质问题的分析,

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结论:

(1) 坝址区右岸软弱夹层出现错动变形现象不

是滑坡所致, 而是地层沉积环境不稳定, 沉积的软弱

夹层厚度不等, 加之河流下切, 河谷产生的改造效

应, 目前还没有形成贯通性软弱面, 发展成滑坡的条

件。

图 7　灰岩崩滑体形成及堆积特征示意图

(2) 坝址区河床岩层破碎松动带是在构造基础

上, 河谷次生改造的结果。破碎松动带并未贯通, 对

堆石坝来说, 不构成稳定问题, 仅对水库渗漏和坝基

变形有影响。只要帷幕止水设计、坝基设计和施工予

以重视, 对水坝不会构成威胁。

(3) 库尾河床灰岩属其东南侧 (左岸) 山顶二迭

系灰岩崩滑堆积物, 水库正常蓄水位以下全为侏罗

系泥质砂岩、砂质泥岩和砂岩且不具备岩溶通道, 故

不存在水库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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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符合坚持“政企分开, 省为实体, 联合电网, 统一调度”的

政策。也是贫困山区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建议国家给

予重点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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