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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生态经济型小流域建设思路的探讨

刘宗麟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环定扬水管理处 宁夏 吴忠 751100

摘 要：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注重民生，系统治理、项目推动，示范引领的原则，围绕贺兰山水蚀区（含银川平原潜

在风蚀区）、丘陵台地干旱草原风水蚀区（含罗山）、黄土丘陵沟壑残塬水蚀区、黄土丘陵沟壑水蚀区（六盘山水蚀区）、

黄土丘陵沟壑水风蚀区等五大分区，以实现小流域治理“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共赢为目标，聚焦脱贫攻坚接续乡村振兴

战略，创新水土保持建设模式，统筹水土保持与高效旱作农业发展，以小流域为单元建设以库坝水源为中心、周边梯田为依

托的高效节水产业基地，建立可持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持续推进自然产品向生态资本快速转换，努力做到土不下山、

泥不出沟、沙不入河，力争实现保持河道不断流、保持湖泊不干涸、保持水土不流失、保持农田不污染“四保”目标。

关键词：小流域；生态修复

1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1.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系列重

要论述和来宁视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关于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 继续建设经

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的决定》部

署要求，以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统

领，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共赢为目标，聚焦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战略，创新水土保持建设模

式，统筹水土保持与高效旱作农业发展，以小流域为单元，

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科学推进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助力美丽新宁夏建设，为筑牢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提供重要支撑。

1.2  基本原则

（1）统筹规划，突出重点。以地方政府为主体，以流

域治理为骨架，以淤地坝、坡改梯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为

重点，统筹高效节水、特色产业布局，突出流域治理经济效

益，打造生态经济型小流域治理典型。

（2）注重民生，系统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综合考虑、因地制宜推进山上山下、上游下游

整体保护治理、科学治理、依法管控，增强流域治理的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科学性。

（3）项目推动，示范引领。结合各地水土流失特性和社

会经济发展需求，精心谋划实施一批生态经济型小流域治理

项目，打造不同区域可复制、可推广治理典型，带动全区水

土保持高质量发展。

1.3  主要目标

以实现小流域治理“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共赢为

目标，聚焦脱贫攻坚接续乡村振兴战略，创新水土保持建设

模式，统筹水土保持与高效旱作农业发展，以小流域为单元

建设以库坝水源为中心、周边梯田为依托的高效节水产业基

地，建立可持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持续推进自然产品

向生态资本快速转换，努力做到土不下山、泥不出沟、沙不

入河，力争实现保持河道不断流、保持湖泊不干涸、保持水

土不流失、保持农田不污染“四保”目标。

2  重点工作

2.1  建设范围

依据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按照《宁夏水土保持

“十四五”规划》、《贺兰山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规划》、

《六盘山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规划》和《罗山生态保护修复专

项规划》（以下简称《“三山”规划》）、《全国重要生

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规划》（以下简称《“两重”

规划》）、《黄土高原地区中型以上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

工程实施方案》等，重点围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

兴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等国家和

自治区重大战略部署布局，以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县

（区）为主，适当兼顾重点预防区、确有治理需求的非重点

县（区），充分考虑各县（区）治理任务。

2.2  生态经济型小流域建设项目区选择原则

一是水土流失严重、巩固脱贫成果任务重的县；二是

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突出重点镇、中心村所在区域；三是有

可开发利用水源条件、能够与当地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实施

后能产业较大生态、经济效益的区域；四是当地合作社经营

能力较强或有社会资本的参与，干部群众积极性较高；五是

《贺兰山、罗山、六盘山“三山”规划》中有水土治理需求

的地区；六是项目区选择宜照顾村级行政区域的完整性、小

流域片的完整性。

2.3  分区建设布局及建设项目

以全区贺兰山水蚀区（含银川平原潜在风蚀区）、丘

陵台地干旱草原风水蚀区（含罗山）、黄土丘陵沟壑残塬水

蚀区、黄土丘陵沟壑水蚀区（六盘山水蚀区）、黄土丘陵沟

壑水风蚀区等水土流失类型区五大分区进行措施布置，以县

（区）为单位提出生态经济型小流域治理项目。

2.3.1  贺兰山水蚀区（含银川平原潜在风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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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宁县，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

市，银川市兴庆区、灵武市，石嘴山市惠农区、平罗县等全

部或部分地区。该区水土流失类型以风蚀为主，强度以微度

为主。分布有贺兰山东麓葡萄长廊、宁夏石嘴山工业园区和

宁夏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产业基地，属“一带三区”总

体布局中的黄河生态经济带，为农产品主产区，优质小麦、

水稻、玉米主产带，分布着全区主要的工业园区。治理思

路、措施配置如下。

（1）治理思路：围绕涉及的“九大产业”、工业园区

或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人口集中分布的城镇、村庄等区

域，以支撑工业园区、农产品主产区发展，改善人居环境为

目的，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水土保持

护岸林、沿黄防风林带、水土保持林、经果林、种草、封禁

治理及其他措施。（2）措施配置：在黄河两岸、工业园区

和城镇村周边，结合交通道路、沟渠水系、农田周边，营造

以防风为主的水土保持林；结合乡村旅游，营造村庄绿化林

和道路林，发展庭院经济林，实施人工种草，修建生产道路

并根据需要配套排水沟；对人口稀少的地区采取封禁治理措

施，设置宣传牌。

2.3.2  丘陵台地干旱草原风水蚀区（含罗山水蚀区）

涉及石嘴山平罗县，银川市灵武市，吴忠市利通区、红

寺堡区、青铜峡市、盐池县，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宁县等全

部或部分地区，罗山为该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该区水土流

失类型以风蚀为主，风水蚀并存，侵蚀强度中度以上。该区

是全区葡萄、枸杞种植和盐池滩羊草畜产业等特色农业的主

要产区。治理思路、措施配置如下。

（1）治理思路：在人口集聚的城镇村周边，围绕葡萄、

枸杞种植、滩羊草畜和乡村旅游等产业基地，支撑特色产业

发展，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防风固沙

林带、节水灌溉、灌木林、经果林、种草、封禁治理及其他

措施。（2）措施配置：围绕产业重点发展区域，结合水源条

件，配套节水灌溉工程，营造以防风固沙林带为主的水土保

持林和经果林；根据当地农业发展需求修复水毁洪漫坝或新

建洪漫坝，保护和增加旱作基本农田面积；结合乡村旅游，

营造村庄绿化林和道路林，发展庭院经济林，实施人工种

草，修建生产道路并根据需要配套排水沟；对人口稀少的地

区采取封禁治理措施，设置封禁宣传牌；在罗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外围，以封山育林草、措施为主，适度营造以灌木林

为主的水土保持林，支毛沟采取以柳谷坊为主的拦挡措施。

2.3.3  黄土丘陵沟壑残塬水蚀区

涉及原州区的东南部、彭阳县全部。该区水土流失类型

为水蚀，强度在中度以上。该区农产品和旅游资源丰富，分

布有优质马铃薯产业带、草畜产业和乡村旅游等产业。治理

思路、措施配置如下。

（1）治理思路：以库坝水源为中心，周边旱作梯田为依

托，围绕马铃薯、草畜等产业，以及工业园区、养殖园区、

乡村旅游区等产业园区和城镇村庄，以促进特色产业发展、

改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为目的，开展生态经济型小流域建

设。主要建设内容为旱作梯田、水土保持林、经果林、人工

种草、封禁治理及其他措施。（2）措施配置：对15°以下

坡耕地修建水平梯田，对部分窄带低产梯田进行提升改造，

并配套田间道路、深耕培肥、梯田地埂植物带等措施；结合

马铃薯、花卉苗木产业发展需要，统筹淤地坝和旱作梯田，

配套节水灌溉工程，发展高效灌溉农业，节水灌溉工程主要

为配套水源工程、高效节水灌溉工程的加压泵站、输水管网

等灌溉设备；水土保持林以疏林地进行改造提升为主，避免

大面积新造林，突出水土保持功能；结合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需要，营造经果林、村庄绿化林、道路林、庭院经济林等；

结合草畜产业发展需要，实施人工种草；在支毛沟布置以柳

谷坊为主的植物谷坊，确有必要可在下游布置起控制作用的

石谷坊或土谷坊；修建生产道路、农村小型桥涵、截排水沟

等，完善村庄基础设施。

2.3.4  黄土丘陵沟壑水蚀区（含六盘山水蚀区）

涉及西吉大部、原州区西部、隆德县、泾源县全部。该

区水土流失类型为水蚀，强度在中度以上。该区分布有优质

马铃薯产业带、药材、冷凉蔬菜种植等特色农业、草畜产业

和乡村旅游等产业。主要采取如下治理思路、措施配置和建

设项目。治理思路、措施配置如下。

（1）治理思路：以库坝水源为中心，周边旱作梯田为

依托，围绕马铃薯、药材、冷凉蔬菜种植等特色农业，以及

工业园区、养殖园区、乡村旅游区等产业园区和城镇村庄，

以促进特色产业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为目的，开

展生态经济型小流域建设。主要建设内容为旱作梯田、水土

保持林、经果林、人工种草、封禁治理及其他措施。（2）

措施配置：对15°以下坡耕地修建水平梯田，对部分窄带低

产梯田进行提升改造，并配套田间道路、深耕培肥、梯田地

埂植物带等措施；结合马铃薯、花卉苗木产业发展需要，统

筹淤地坝和旱作梯田，配套节水灌溉工程，发展高效灌溉农

业，节水灌溉工程主要为配套水源工程、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的加压泵站、输水管网等灌溉设备；水土保持林以疏林地进

行改造提升为主，避免大面积新造林，突出水土保持功能；

结合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需要，营造经果林、村庄绿化林、道

路林、庭院经济林等；结合草畜产业发展需要，实施人工种

草；在支毛沟布置以柳谷坊为主的植物谷坊，确有必要可在

下游布置起控制作用的土谷坊；修建生产道路、农村小型桥

涵、截排水沟等，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加大黄土塬区塬面和

沟头治理力度，沟头治理以分散拦蓄为主，蓄排结合。

2.3.5  黄土丘陵沟壑水风蚀交错区

涉及海原县大部，原州区北部、西吉县西北部，同心县

中南部，沙坡头区、中宁县、盐池县南部。该区水土流失类

型以水蚀为主，局部水风蚀并存，该区产业发展沿清水河两

岸布局，分布有特色农产品、草畜产业等。治理思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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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和建设项目如下。

（1）治理思路：以生态修复为主、人工治理为辅，以

库坝水源为中心、周边旱作梯田为依托，开展生态经济型小

流域建设，促进特色产业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

主要建设内容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水土保持林、经果林、种

草、封禁治理及其他措施。对有水源条件的耕地采取扬水、

集雨节灌等方式发展为小片水地。（2）措施配置：结合产

业发展需要，营造以灌木为主的水土保持林、经果林，在有

水源条件的耕地采取扬水、集雨节灌等方式发展为小片水

地；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包括坡耕地改造、窄带低产梯田

提升改造、发展洪漫坝地，并配套田间道路、深耕培肥、梯

田地埂植物带等措施；结合滩羊等养殖产业需要,发展以种

植紫花苜蓿为主的人工种草；结合产业发展需要，营造村庄

绿化林、道路林和庭院经济林；修建生产道路、农村小型桥

涵、截排水沟等，完善村庄基础设施；根据需要设置谷坊、

涝池、水窖等小型水土保持工程。

3  保障措施

3.1  加强组织领导

自治区水利厅将生态经济型小流域建设行动纳入水土保

持目标责任制和绩效考核范围，强化水土保持指标考核结果

的运用，加大对县级实施效果的奖罚力度。各县（区）足额

落实项目建设配套资金。

3.2  创新投资机制

各地充分利用好水土保持补偿费奖补等相关支持政策，

多措并举加大地方投入；适应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改革发

展新形势，全面推广“以奖代补”模式经验，探索出台鼓励

民间资本参与水土流失治理的政策措施，探索公司化运作，

整合涉农资金，实现“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治

理新格局。结合经果林、肉牛养殖、旅游等特色地方产业开

发，扶持农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农村改革向

纵深发展。拓宽水土流失治理投入渠道。

3.3  强化建设管理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协商有关部门，简化工作流

程，加快工程建设进度。采取以奖代补、村民自建等方式实

施的工程，应满足水土保持相关规划、技术标准要求。工程

由自愿出资投劳参与水土流失治理的各类建设主体自主建

设。工程完工并经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严格按照公开透明

的原则及有关政策向建设主体兑现奖补资金。参照基本建设

程序实施的工程，应明确项目法人，项目法人对项目建设的

全过程负责，对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和资金管理负总责。

3.4  注重科技支撑

一是大力推广成功的治理经验与治理模式；二是积极

探索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品种；三是用好宁夏水土

流失动态监测管理系统及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项目管理系

统，加强信息化管理，掌握重点治理工程实施成效；四是加

强技术培训，进一步提高技术、管理人员的业务素养和农民

技术员的操作水平；五是加强项目监测，为项目管理提供科

学依据。

3.5  加强成果管护

按照“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加强建后管护。项目

建成后，应及时办理移交手续，明确项目成果产权，落实管

护责任，巩固治理成果。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

成果管护的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及时掌握工程建后管护情

况，保证工程长期发挥效益。各县（区）水务局要协调财政

部门利用涉农资金整合，落实淤地坝等水土保持工程运行管

护资金，确保已建工程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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