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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s one of the foundation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our count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trengthening the work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s also a new requirement of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eep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e must correct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 as to ensure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all kinds of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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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土保持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一，生态文明建设则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

水土保持工作，也是目前环境发展的新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必须要正确处理、认识水生态

文明和水土保持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在水生态文明中的作用，才能够保证各项工作正常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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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015年，《全国水土保持规划 2015-2030》正式宣

布、实施，其容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高度契合，正确认

识、分析水土保持生态自然修复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

关系，既是生态文明建设新时期的新诉求，同时也是新

时期水土保持工作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方向。在这样的背

景下，需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作为引导，将构建“节能、

环保、和谐”社会为主要手段，积极适应形势变化，满

足当下的实际要求。

2.水土保持自然修复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

2.1水土保持自然修复的概念

水土保持工作旨在避免水土流失，促进水土资源的

充分利用，让土地的生产能力，协调能力能够得以提升，

让土壤保持、土壤保水、防风固沙等方面的基础功能得

以发挥，这也是促进农业协调发展，提高农村经济发展

的重要举措，是一项能够促进城镇建设，促进社会经济

进一步发展的重点科学技术。目前，我国水土保持工作

主要以小流域为单元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是将防治

水土流失作为具体目标，同时辅以工程建设、农业建设

的一项综合性技术，其本质是一种在有限空间内，通过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综合措施，保证其能够发挥

持续生产力、生态能力的社会服务工作[1]。因此，水土

保持既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支撑架构，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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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治理环境问题，协调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

2.2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以及内涵

生态文明建设是近些年我国根据环境情况以及环

境保护情况提出来的理念以及概念。从理论层面上分

析，生态文明建设是指人们遵循自然发展、协调理念，

实现各项资源的持续利用，以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保

证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具体文化伦理形态。而从实

际概念上来分析，它是一种遵循“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

和谐理念，是一种保证自然环境良性发展以及资源可持

续利用条件所进行的一种社会活动[2]。目前，生态文明

建设已经发展成为判断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具体标志，

可直接反馈出人和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存关系，反

应出社会发展具体水平以及文化理念。总的来说，生态

文明建设可以说是一种以“环境保护”为核心而开展的

生产生活、基础建设等社会文化事业活动的总成，其涵

盖内容极为广泛，涉及到社会诸多行业。

2.3水土保持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差异以及具体关系

水土保持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有着诸多共通之处，

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水土保持

是一项基础的环境治理工作，该工作的重点在于水土综

合防治，注重生态建设，注重应用多种手段来避免水土

流失。

近些年，水土保持工作也从被动防控转变为了主动

防治，该项工作开始逐步和农业发展、城市发展相互结

合，如“海绵城市建设、自然水源保护”等，这些工作也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而生态文

明建设是宏观层面上的理念，对于环境保护以及各行业

发展有着极强的指导价值。生态文明建设是人、自然相

互协调的再发展、再思考，所以相对来说，生态文明建

设的应用领域更为广泛，但是因涵盖内容较多，所以存

在界限不明晰、内容繁杂等等问题[3]。

如何将水土保持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是

目前水土保持、环境保护工作需要引起重视的新问题，

也是目前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发展方向。《全国水土保

持规划 2015-2030》，详细划分了我国各个区域在水土保

持方面的具体职责，并将水土保持工作的功能进一步细

化，同时也根据各个区域的具体职责，提出了水土保持

工作的战略布局以及发展方向，这和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中的要求高度一致。近几年，我国水污染防治工作在实

践中证明，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建设之间联系的核心在

于水资源的涵养保持以及重要水源地土壤的保持。

要而言之，将水土保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

点，是目前陆生生态系统建设、保护、发展的重要举措，

其目的是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一个更为良好的水土条

件，以此保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正常开展。

3.生态文明建设中水域保持核心内容

生态文明建设涵盖内容多，但其中合水土保持工作

相关的内容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水利工程

建设、水利工程运行的生态保护方法；另一方面是，空

间范围内水生态的保护以及主动修复。

而水土保持工作的核心内容也与之有着相互对应

的关系，一方面是水土保持功能的发挥以及修复，即做

好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以及实施；另一方面是指水土保

持功能的进一步提高，需充分发挥水土保持举措在生态

文明建设、修复中的实际作用。

3.1提高水土保持功能

水土保持功能主要是指保护某个分区水土保持的

主要功能以及其社会效益，保证该分区功能的正常发挥

并不出现退化等情况。而提高水土保持功能，则是根据

各区域水土保持实际情况而提出的具体要求，针对不满

足该需求的区域，需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增强以及提高其

功效。例如，若是重要水源地水土保持功能不显著，就

需要通过利用林草植被结构优化以及造林等工作来发

挥、提高其水土保持功能。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分析，水土保持的重点在于

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饮用水水源的涵养以及部分水源

景观建设。所以，水土保持工作是在确定水源保护分区

的基础上逐步展开的，而针对河岸、湖岸的生态保护区

域，需通过更为严格的封禁措施以及草植被种植工作来

恢复、增强该区域的维护功能，保证水质质量。在水土

保持自然修复区域，可允许部分人员进入林地，采取相

应的封育治理措施，提高该区域的林草植被覆盖率，水

土保持的重点在于通过保护、改善措施来提高水域质

量，提高该区域水资源涵养功能。

目前，我国工业发展初见成效，许多工业发展水平

较高的地区，人口分布密度也较大，是水土保护实现自

然修复的重点区域，需要加强城镇周边山地的综合治理

水平，充分发挥设施人居环境的保护、维护、防灾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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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功能，通过在河堤、岸边增设景观保护，创造出良好

的植被条件。

3.2恢复水土保持功能

水利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需充分考虑到生态文明

建设以及水土保持相关的知识内容，结合“生态学”理

念，将生态保护工作和工程建设工作紧密的结合起来，

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生态流量的可靠配置，以此

来保证河流生态系统的安全性，同时还要注重对水利工

程建设环境影响因素的防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保证

水土保持功能不会受到影响，并且还要注意保护已经被

破坏的水土保持功能。所以，在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前期

的工作中，就必须要注重水土保持理念的体现，秉承“预

防为主、综合防控”的思想，合理的对工作主体进行评

价以及分析，并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供合理的评价以

及建议，通过合理的规避手段，避免工程建设过度扰动

地表，以此来达到恢复、维持水土保持功能的目的。同

时，在工程建设阶段，需根据水土保持工作的核心理念，

着力保护、恢复周边自然环境，避免建设对水土保持造

成影响。

4.结束语

水土保持需要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具体的指导内

容，在保证水土保持功能发挥的基础上，秉承生态文明

建设理念，实现水土保持工作的综合部署，实现保护、

治理、建设的结合，致力于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

水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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