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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水土流失加快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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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治理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土壤侵蚀与水土流失是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的重大难

题，水土流失的合理控制可以有力推动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持续与有效开展，也是农业步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由于黄土高

原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生态稳定性不足，资源不合理利用和过度开发，开展生态治理尤为重要。本文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存在问题

做了分析，并提出了控制水土流失促进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科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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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re important foundations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

oals. Soil erosion and water and soil loss are major problems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and the reasonable control of water and soil lo

s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ustained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n the Loess Plateau, which is also a

key to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Due to the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Loess Plateau, inadequate ecological stabi

lity, and unreasonable use and overexploitation of resources,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carry out ecological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Loess Plateau and proposes scientific measures to control water and soil loss to pr

omote ecological management in the Loess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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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问题不利于当地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升，也不利于黄河下游的安澜，水土流失问题已成为中华

民族必须及时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工

作的开展尤为重要，必须从水土流失全面控制入手，实现黄土高

原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在新时期下，结合黄土高原特点，坚持科

学的生态治理基本原则，有效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构筑生态屏

障，打造黄土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带动区域经济健康稳步发展。

一、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问题

1.1植被成活率低

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相对较低，这是因为植被整体成活率不

高，成为困扰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问题[1]。多年来，相

关部门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开展，但系统治理水平不够，

水土流失控制工作效果不理想，导致生态环境未能从根本上得到

好转，治理速度略显缓慢。由于土壤侵蚀没有得到有效治理，使

得造林保存率低，植被恢复速度慢，影响了生态环境治理效果。

1.2资金投入不足

现阶段，国家逐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快推进黄土高原生

态治理工作。但由于系统治理任务重，需要投入更多资金才能满

足生态环境治理的需要。以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庆阳市为例，每

年入黄泥沙量占到了黄河流域入黄总泥沙量的十分之一，仅仅靠

国家财政项目投入是远远不够的，但地方政府财力非常有限，配

套资金严重不足，导致水土流失治理较为缓慢，治理效果欠佳。

因此，加大各方资金投入力度，才能开展更高质量的水土流失。

1.3粮食生产力低

由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问题严重，生态环境治理比较缓慢，

季节性干旱和自然灾害频发，加之塬面耕地缓慢萎缩，高标准农

田面积少，使得黄土高原粮食生产力水平整体较低，农业产业化

进程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从长远看，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直接关

系黄土高原农业农村发展和粮食安全，只有生态安全，才能保障

保障粮食安全。

二、控制水土流失加快黄土高原生态治理基本原则

2.1生态与经济效益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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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以生态治理为主攻方向，注重生态效益扩大化，同时

还要兼顾经济效益扩大化，促进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2]。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要走出固有思维，坚持系统治理的思维，

统筹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局

面。

2.2开发与治理深度结合

黄土高原是生态脆弱区，也是资源富集区和国家能源接续

区，加快资源开发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坚持

开发与治理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禁止掠夺式开发自然资源[3]。同

时，在资源开发中加大生态治理修复特别重要，良好的生态环境

可以为资源开发提供足够的生态容量，必须坚持边开发边修复的

理念，将修复治理方案作为开发项目前期论证与研究的重要环

节，科学论证评估，从而实现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2.3长远与当前有效结合

控制水土流失促进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涉及的不仅是近期治理效果与效益，还应考虑长远的治理稳

定性，形成良性发展。在此前提下，不应只追求短期的视觉治理

效果，还应考虑生态系统与环境的稳定性，如在造林绿化治理中

应注重营造结构稳定的混交林，构建健康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

实现治理的长效性，又得兼顾近期治理效果，适当提高树种规

格，一次性成林成景，因地制宜有序发展经济林，增加绿化效

益。

2.4整体与个体差异结合

黄土高原地形破碎，地域广阔，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在开展

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不能千篇一律，只采用一种模式，应从各

区域各微型地类具体情况入手，秉承因地制宜的原则，选择不同

类型的治理模式和措施，达到整体治理与个体差异化推进相结

合，有效控制水土流失。例如，黄土高原有黄土丘陵区、残塬沟

壑区、梁峁沟壑区等多种大地貌，各大地貌又有不同的立地条

件，应划分出多个类型区，并结合各区域的自然、经济等特点综

合施策、分类治理。

三、控制水土流失促进黄土高原生态治理措施

3.1开展生态修复，加快造林绿化

近年来，黄土高原各地区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

极贯彻落实国家部署要求，深入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通过

实施人工造林、封山育林、退化林修复、森林抚育等生态修复项

目，积极控制水土流失，减少入黄泥沙量，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庆阳市于2013年秋季启动实施了“再造一个子午岭”工程，7年

完成造林730万亩；自2021年开始，又启动实施“一村万树”工

程，深挖造林绿化潜力，提升林草生态建设整体水平[4]。根据庆

阳市的生态建设历程与经验启示，在实施林草生态修复项目中，

一应分类施策，依据自然地理地形等因素，遵循自然法则，将整

个辖区划分为不同的生态单元，制定不同的营造林措施开展生态

治理，达到最佳治理效果。二是科学绿化。在实施造林绿化工程

中应以科学绿化理念为指导，尊重自然，坚持以水定绿量水而

行，大力营造针阔混交林和乔灌混交林，提升造林绿化质量水

平。三是助农增收。实施造林绿化工程应充分考虑项目区群众的

切身利益，聘请贫困群众参与造林务工和后期管护，增加收入，

同时利用“一村万树”工程助推乡村振兴，绿化美化农户居住

地，增加居民的幸福感和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四是全民参

与。国土绿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应出台有益于社会资金投入

的利好政策，创新义务植树线上线下多种实现形式，充分鼓励和

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去实施和推动，仅仅依靠国家项目资金和地方

政府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3.2做好固沟保塬，构筑生态屏障

为更好地控制水土流失，促进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依靠

植树造林等生物措施还不够，必须结合工程措施，实施固沟保

塬，尽快遏制塬面萎缩和土壤侵蚀的严峻局面，构筑黄土高原生

态安全屏障。庆阳市坐拥“天下黄土第一塬”的董志塬，有“陇

东粮仓”的美称，保护以董志塬为首的若干塬面是庆阳市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重要内容。

实施固沟保塬工程，就是在塬边处的沟头修筑台阶式缓冲带，减

缓降雨冲蚀，拦截泥沙，解决植树造林不能解决的水土保持问

题，同时，将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在缓冲台阶上营造灌

木、种植紫花苜蓿等固土树种草种，强化治理效果。另外，在塬

面上修建蓄水湖泊、涝池、修筑沟头防护墙、实施城市海绵化改

造等措施都是固沟保塬的重要措施，可较好控制雨水流量，提高

雨水收集利用率；在梁峁丘陵区兴修梯田、建设淤地坝等也可有

效减少入河泥沙量，降低水土流失强度。

3.3制定全局目标，科学有序治理

水土流失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和全局性工程，需要统筹生态建

设与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制定全局性和战略性目标，

按照科学有序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推进，不断完善区域生态防护

体系，提升生态建设水平和发展效能。长期以来，黄土高原的生

态环境治理缺乏长远规划和科学指导，加之资金缺乏，整体治理

效果不高。以造林绿化为例，小片状和零散造林的现象比较突

出，没有形成较大范围的集中连片治理效果，且大多数造林为纯

林，过早出现了退化，林分质量不高，病虫灾害和火患等级升

高。因此，在新时期下应突破传统思维，以科学绿化理念为总体

指导，有序高效开展生态治理。一是制定总体规划。坚持以长远

规划为引领，制定阶段性规划，以流域、山系等地理标记为单

元，逐个推进，咬定目标不放松，一届接着一届干，稳步推进生

态建设，逐步实现全域性生态环境改善。二是系统全面治理。在

区域生态治理中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综合运用造

林、种草及工程等多种措施，突显综合性治理的效果，织密遏制

水土流失防线，推动区域生态环境有序好转。三是加强成效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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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生态建设工程完成后应按照行业要求实施后期管护工作，特

别是造林绿化工程，应加强补植补造，开展病虫害防治，落实人

工管护措施和林木抚育，促进幼苗尽快成林，早日发挥预期效

益。

3.4建立监测体系，提供长效保障

生态治理措施是否科学合理，能否达到预期目标效果，只能

由成效监测结果来决定，因此，对每个经过治理的区域科学设置

定点生物监测样地和水土流失监测点，定期开展成效监测十分必

要。多年来，庆阳市水土保持工作部门一直按照全国水土保持监

测网络建设要求完成监测站点建立与监测体系构建，实现多点监

测，在新时期下，应将生态治理成效监测评估纳入生态建设的重

要环节，进一步结合造林绿化工程实施情况，建立黄土高原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区成效监测评估体系，构建自动化智能化与人工湿

地监测相结合的监测手段，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提供科

学依据和长效服务。

3.5遏制土地沙化，减缓土壤流失

沙化的土壤结构疏松，更容易被侵蚀和移动，因此，土地沙

化是造成土壤流失和入黄泥沙量增加的重要因素，应持续加大土

地沙化治理力度，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综合治理，采取以林草

植被恢复为主的综合措施，增加地表植被覆盖，治理和防止土地

沙化蔓延。一是要建立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制度，设立沙化土地封

禁保护区，禁止开展人为的破坏活动，保护沙区植被。二是采取

封沙育林、人工造灌木林和种草等措施，扩大植被覆盖度，对沙

化耕地要有计划地开展退耕还林还草。三是土壤沙化区往往与草

场接壤，庆阳市环县就是典型的例子，为避免草场沙化，应加快

草场改良，改善牧业结构，坚持适度放牧或者实行舍饲圈养，减

轻植被破坏的压力。四是发展节水高效农业，加强水资源管理，

合理分配工农业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五是对沙区群众移民

搬迁，迁移后集中治理，积极营造灌木林网和农田林网，保护现

有耕地面积。

四、结束语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肩负着历史使命，是一项艰巨且

宏伟的重要任务，需要以尊重自然为前提，以科学理念为指导，

以系统治理为导向，以实现长远治理为目标，绝非简单的治理问

题。相关部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系统思维和综合治理的原

则，制定长远规划和近期目标，充分依靠和发动社会各界力量，

持续不懈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环境改善，让黄土高原尽早实

现全域山川秀美的良好形象，进而确保黄河安澜和中华民族长治

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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