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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20年动态监测结果显示，中国水土流
失面积与20世纪80年代监测最高值相比，减少
了 97.76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比例降至
28.15%，水土流失中强烈及以上等级面积占比
由28.16%降至19.48%。近年来，中国水土流失
持续呈现面积强度“双下降”、水蚀风蚀“双减
少”的态势，黄土高原、长江经济带、东北黑
土区等重点区域状况持续改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
中国水土保持取得了显著成效，走出了一条适
合中国国情、符合自然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
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之路，绘就了一幅幅绿水青
山的美丽画卷。

12 月 10 日，国务委员兼
外长王毅在浙江省安吉县同尼
加拉瓜外长蒙卡达宣布两国复
交并举行视频会晤：“今天是
个好日子……”中尼复交选了
个“好日子”，王毅会晤选了
一个“好地方”。

12 月 2 日，在西班牙马德
里召开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第24届全体大会上，安吉余村
从75个国家的170个乡村中脱
颖而出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
村”，成为世界了解中国乡村的
一个窗口；2018 年 9 月 27 日，
安吉鲁家村村民裘丽琴在联合
国总部颁奖台上，向世界讲述
了鲁家村从一个脏乱差的山村
变成美如画景区的精彩故事，
代表浙江捧回了“地球卫士
奖”；2012 年 9 月 5 日，安吉从
意大利那不勒斯捧回了“联合
国人居奖”金灿灿的奖牌，成为
中国首个获此殊荣的县……

这一件件喜事的背后，是
安吉“生态美”变成了“生态
富”，“绿色颜值”变成了“金
色价值”。

“安吉美不美，看看流出
境的水！”

乘船从西苕溪安吉出境口
逆流而上，远望，青山明媚，
绿水延绵，天光云影共徘徊；
近看，高楼倒影，随波摇曳，
两岸霜叶红于二月花，俨然一
幅画中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西苕溪发源于安吉狮子
山，是安吉人的母亲河，经太
湖入黄浦江进东海，自西向东
北流贯全县。

安吉梅溪镇党委书记夏中
金回忆起儿时的西苕溪一脸陶
醉：“溪水清澈如镜，两岸梅
花似海，盛花季节经风一吹，
大片花瓣落在溪水里，水都被
染成了紫红色。”

但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这样的美景慢慢消失了：青山
变得满目疮痍，每逢下雨，山
洪裹着泥沙碎石呼啸而下，来
势汹涌的山洪将溪两岸大片农
田冲垮，昔日清澈的溪水也成
了泛着泡沫的泥浆酱油汤……

水里的问题在岸上。痛定
思痛，安吉实施了“生态立
县”的发展战略，开始治山、
治水、治污。

安吉白茶闻名天下。前些
年，老百姓纷纷毁林开山种白
茶，但到汛期，西苕溪的洪水
变大了，原因就是开山带来的

水土流失。2013 年开始，安
吉对茶园砌筑沉沙池、深水井
和植草砖排水沟，套种乔木深
根植物固土培基，划定白茶禁
垦区，规定 17 万亩作为全县
种植极限面积，严禁无序种
植。森林警察检查违规开山种
茶，被查到的必须按面积砍一
补十，原地复绿。

杭垓镇缫舍村坐落在赋石
水库库尾，7500 亩荒山全部
种植了板栗林，曾经每年秋季
至次年春季前，一遇大雨，泥
石倾泻而下，导致山体滑坡、
水质污染，河道流出的泥浆还
会挤压库容。

鉴此，安吉县双管齐下，

一方面按每亩每年300元直补
林农后封山育林，并套种常绿
植物，另一方面县水利局组织
技术人员科技攻关，最终找到
了破解这一难题的网格式布局
方案。“一种生态截水沟、一
种岩质边坡快速绿化结构、一
种生态筑坎技术、一种山地可
移动蓄水池”，四种水土保持
实用技术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

统计显示，安吉目前在水
土 保 持 方 面 共 有 各 类 专 利
2275 项 。 保 持 水 土 的 科 技
经，让安吉水土流失面积以年
均 10 平方公里的速度缩减，
水土保持率由2000年的84.5%
提高到2020年的94.2%，24个
县控以上地表水断面水质常年
保持Ⅱ类及以上，一幅“水为
纽带、溪为亮点、岸为节点、
城为特色”的多彩水乡画卷已
徐徐展开，安吉先后获评全国
首个生态县、国家水土保持生
态文明县、全国水土保持生态
环境建设示范县。

山洪暴发，泥石流滚滚而

下，房屋坍塌，人命危在旦夕
……安吉水土保持展示馆内，
人工模拟的水土流失现场，让
安吉天略外国语学校503班的
同学们看得惊心动魄，感慨
万千。这个占地面积 57.88 公
顷的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
园，被水利部、教育部命名为
全国中小学水土保持社会实践
教育基地，集技术示范、科学
研究、推广应用和科普教育为
一体，每年假期都吸引数以万
计的学子。

水土保持需要久久为功，
更离不开水保理念的薪火相
传。“我们在全县小学五年级
开设了一门必修课——水土保

持。这门课是将全国劳模、县
水保站梅道亮主编的《安吉县
水土保持科普教育小学读本》
作为教材和县内课外实践讲堂
组成。”安吉县教育局局长施
明清介绍。

以敬重的心态识山念水，
以文明的理念护山亲水——在
安吉，这样的水生态文明活教
材，还有遍布城乡的126个乡
村展示馆。

清澈的水，清新的蓝，怡
人的绿，醉人的美，2018 年
至今，来安吉考察的外国政要
和国际组织代表167批次4753
人，无不对安吉表示赞赏，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沙希德
前两天离开安吉时依依不舍：

“我非常喜欢这里优美的环
境。”丹麦外交大臣科弗德
说：“这次访问安吉，让我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理解。”

上图：浙江安吉黄杜村白
茶园内砌筑沉沙池、深水井和
植草砖排水沟，套种桂花树固
土培基。安吉县水利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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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郊山多，坡陡沟深。因人为
破坏、自然风化等原因，位于北京
郊区的密云区曾饱受水土流失的
困扰。

打开北京地形图可以发现，北
京市总面积的六成多是山区，作为
首都的生态屏障，山区小流域担负
着 2000 多万居民清洁用水的重
任。密云区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
区，其中山区面积达1771.75 平方
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近80%，更
是北京重要饮用地表水源基地和生
态涵养区，其山区小流域水环境质
量直接关系着首都人民的正常生活
和社会稳定。

如今，在密云山间穿行，只见
沟岔里的小溪流汇成稍宽的水面，
继续流淌。近年来，密云区以生态
清洁小流域建设为抓手，以水源保
护为中心，根据地形地势及人类活
动情况，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布设
防治措施，搭建起“生态修复、生
态保护、生态治理”三道防线，综
合考虑山、水、林、田、路、村等
因素，统筹生产、生活、生态要
素，结合产业特点，实施系统治理。

功夫不负有心人。截至目前，

密云区已建成生态清洁小流域 80
条，山区生态清洁小流域建成率已
达到65%。密云水库上游及山区水
环境明显改善，水源涵养能力进一
步增强，流域内防灾减灾能力进一
步提升，基本实现了“清水下山、
净水入库”。

何为生态清洁小流域？据密云
区水务局水土保持工作站相关负责
人介绍，它是在传统小流域综合治
理基础上，将水土资源保护、面源
污染防治、农村垃圾及污水处理等
相结合的一种新型综合治理模式，
是保护饮水水源，实现区域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

位于密云区石城镇西北方向的
张家坟小流域属于密云水库二级水
源保护区，流域总面积17.51平方
公里，通过梯田整修、田间生产道
路硬化等措施，当地基础设施条件
得到改善，流域及周边水源涵养和
水土保持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密云区石城镇贾峪村村民王稳
海深有感触：“家门口的这个河沟
没治理以前，年年一发水，坝就给
冲毁了，沟里车也进不来人也进不
来，治理以后，道路硬化了，环境
也好了，收秋也方便了。”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与 2011
年相比，2020 年密云全区水土流
失面积减少了269平方公里，减少
38.26%，中度侵蚀和强烈侵蚀面积
减少98%以上。生态清洁小流域建
设与密云美丽乡村建设、绿色产业
发展相结合，有力推动了当地的乡
村振兴，“红香酥梨”“黄土坎贡
梨”“蔡家甸苹果”等生态品牌走
出了山区，“蔡家洼玫瑰情园”“桃
园仙谷”“黑龙潭”“雾灵西峰”等
优美景色让人向往……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不仅让密
云的生态环境好起来，还让密云的
乡亲们富起来了，来密云的游客越
来越多，乡村民宿的生意也更加红
火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既保
护了水源，又促进了密云的产业结
构升级，给人们带来了看得见、摸
得着的实惠。”密云区水务局水土
保持工作站相关负责人说。

下图：北京密云，云蒙山长城
美如画。 杨 东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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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陕西
省延安市，曾是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
的地区之一，当地人称“下一场大雨
脱一层皮，发一回洪水满沟泥”。寥
寥数语，勾勒出自然环境的恶劣和人
们心中的无奈。

但如今，若是再去延安，昔日的
荒山秃岭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绿
满山川。多年来，延安认真贯彻“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之以
恒治山治水，把水土保持作为改善生
态环境和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举
措，并与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相
结合，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
会效益。

截至 2020 年底，延安累计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1.63万平方公里，治理
程度达到56.6%。2021年，延安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780平方公里，新建加
固 45 座淤地坝，治理 10 条小流域，
并入选“全国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在去年公布的延安市遥感植
被覆盖度监测图上，可以清晰地看
到，2000 到 2020 年，绿色、深绿色
区域在延安版图上逐步扩展。

每到秋末冬初，延安市安塞区南
沟村的苹果就迎来了成熟季。山上千
亩果园里，南沟生态示范园区的员工
们正忙着采摘、装箱，快递给全世界
的果树认养者们。退耕还林工程实施
后，南沟村向生态发展转型。绿化造
林、土壤改良、修建淤地坝、节水灌
溉，在一系列生态环境的治理中，实
现了乡村蜕变。

南沟村村支部书记张润生介绍，
南沟村建立了南沟水土保持示范园，
按照山、水、林、草、田、园、路、
村综合治理思路，将园区打造成集水
保科技示范、现代农业展示、生态旅
游度假、黄土文化传播、科学研究试
验为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园区，每年为
村集体带来15万元的稳定收入。

“山峁缓坡修梯田，陡坡山间种
林草，沟道打坝造良田。”延安坚持
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打造了延
川梁家河、安塞南沟、宝塔薛张等一
批“水美乡村、水富乡村”示范样
板。宝塔区薛张流域自实施退耕还林
以来，累计完成退耕还林约 424 公
顷。退耕还林后，通过建设基本农

田，按照“山上苹果、山下蔬菜”的
方式，流域内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2万元，比以前增加了1万多元。

“原来的山坡水土流失严重，将坡
耕地改梯田后，土层加固，土质更
好，农作物产量也翻倍。”石门镇大庄

河村支部书记张有成说。在延安市甘
泉县，坡耕地改造项目火热启动，实
施总面积达97.61平方公里，覆盖石门
镇11个行政村，惠及村民10368人。

沟道是水土流失治理的重点和难
点。长期以来，延安市坚持开展以淤
地坝为主的沟道治理工程措施，创造
性地总结出水坠坝、沙棘柔性坝等方
法。在延川县贾家坪镇马家湾淤地
坝，坝下的泥沙已经成为大片平整的
田地，两侧山坡上植被茂密。

在丘陵沟壑区建淤地坝，既能拦
泥沙又能保水土，正所谓“沟里筑道
墙，拦泥又收粮”。今年，马家湾村
村民文世雄的5亩玉米地又喜获丰收。

“坝地保水保肥效果好，山上流
下来的都是熟土，淤积成坝田以后，
坝地上种粮产量是梯田的 2—3 倍，
是坡耕地的 4—6 倍，比以前靠天吃
饭踏实多了。”文世雄说。

如今，马家湾淤泥坝已拦截泥沙
650 万方，种植坝地 830 亩，亩产玉
米 800 千克，年种植收入 200 万元，
促进 6000 亩坡耕地退耕，有效巩固
了退耕还林成果。目前，整个延川县

境内已建成的淤地坝减少了11632万
方入黄泥沙，全县累计促进 24 万亩
坡耕地退耕还林。坝地水肥条件好，
易于耕作，坝路结合，更方便了群众
生产出行。

白墙青瓦的民居，干净整洁的道
路、设施齐全的广场……走进黄陵县
葡萄寨移民新村，仿佛置身于风景优
美的乡村公园。村边的生态涝池格外
显眼。“我们这自古十年九旱，涝池
收集的雨水、地表水，成了村民农业
生产的备用水源。”葡萄寨村党支部
书记刘海全说。在涝池周围，还建有
微公园，公园内有人行步道、观景
亭、体育设施等供群众休闲娱乐。

涝池是延安人民长期同水土流失
斗争总结出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有
效防止了沟头前进、沟岸扩张和塬面
蚕食。葡萄寨移民新村的生态涝池不
仅成了村民生产生活的备用水源，也
为村民提供了亲水空间。像这样的涝
池已成为点缀在黄土高原上的一颗颗
璀璨明珠。

左图：俯瞰延安吴起县走马台村
杨青流域。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今日延安绿满山川
本报记者 何欣禹

水 是 生 命 之
源，土是万物之本，
水土资源是人类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性资源。今年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土保持法》 实施 30
周年，自 1991 年以
来，中国水土保持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近年来，在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指
引下，中国的水土
保 持 工 作 扎 实 推
进，向着建设美丽
中 国 的 目 标 不 断
迈进。

做好水土保持
工作是中国走绿色
发 展 道 路 的 应 有
之义。

绿 色 发 展 道
路，是一条经济与
环 境 和 谐 发 展 之
路，不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而求得一时
的经济增长，而是
谋求环境友好型发
展。因此，我们首
先要保护好生态环
境，这是为实现更
大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 础 。 一 直 以 来 ，
由于特殊的自然地
理和历史条件，水
土流失是中国生态
环境的突出问题之
一，水土流失是生
态 退 化 的 集 中 反
映，严重的水土流
失不仅会加剧江河湖库泥沙淤积、威胁防洪安全，
还会导致土地退化、耕地减少，影响粮食安全、生
态安全，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正是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必
然要求。一方面，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水土
保持工作更能有章可循；另一方面，治理好水土流
失，也是对绿色发展的助力与推动。水土保持，要
保住的不仅是水土，更是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底
蕴，是中国人民幸福生活的保障。

诚然，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治理水土流失的
路上充满着艰辛。

水土流失治理是世界性的难题，其治理过程也
非一朝一夕之功就能完成。虽然经过多年不懈努
力，中国水土流失严重的状况得到了总体改善，但
局部地区严重的状况还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与建
设美丽中国的要求还不适应。黄土高原仍是中国水
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沟道重力侵蚀问题依然突
出，是入黄泥沙的主要来源区；长江上游还有1.87
亿亩坡耕地、东北黑土区耕地中还有45万条侵蚀沟
亟须治理，水土保持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因此，治
理水土流失需要有“水滴石穿，人一我十”的耐力
才行。

要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十分不易，但并非无计可
施，这需要我们既能总结普遍经验，又可因地制宜。

越是难题，越要抓住“牛鼻子”。治理水土流失
也是如此，要用科学手段治理，遵循自然规律。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水土保持不是简单挖几个坑
种几棵树，黄土高原降雨量少，能不能种树，种什
么树合适，要搞清楚再干。”的确，中国不同区域自
然地理条件、水土流失成因和机理都存在差异，需
要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在长江上中游地区，以小
流域实施综合治理，重点是坡耕地改造和坡面水系
建设；在黄土高原区，重点围绕减少入河泥沙，大
力建设高标准淤地坝和旱作梯田；在东北黑土区，
重点通过治理侵蚀沟和坡耕地，保护黑土资源；在
其他区域，重点以流域为单元，以山青、水净、村
美、民富为目标，统筹配置治理措施，打造生态清
洁小流域……

近年来，不少地方加快推进智慧水利建设，不
断提升水土保持管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
平，加强水土保持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相信更多这样有益的尝
试会不断涌现，给水土保持工作带来积极的探索，
也为美丽中国增添一抹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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