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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步伐

水土流失是我国水土资源遭到破坏最
常见的自然灾害，其中以黄土高原地区最
为严重。本世纪初，我国开始以生态修复
的办法加快水土流失防治进度。特别是中
共十九大以来，以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土
地整治与土壤污染修复、生物多样性保
护、流域水环境保护治理与区域生态系统
综合治理修复等为重点内容，实施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和修复工
程，筑起一道道生态安全的屏障。

2002 年 8 月，中国决定在 29 个省启动
开展为期 3 年的水土保持修复试点工程；
2010 年，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把加大生态修复的力度上升到国
家战略的高度。目前，全国正在开展生态
修复试点工程的有128个市 （县、区）。

通过多年的探索和试点，生态修复成
效显著。2004 年，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
盟2400万亩耕地有73.8%沙化，50%的天然
草场沙化、退化，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
的 93%。为改变生态恶化现状，从实际出
发，当地在全国率先提出了“进一退二还
三”战略，开展了生态修复的大胆探索。

2000 年以来，全盟累计退耕种树种草 1200
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349 万亩。水土
流失治理程度达 31%，森林覆盖率由 2004
年的6.8% 提高到8.7%，林草覆盖度由2004
年 20% 提高到 40%。全盟在生态修复治理
下，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粮食总
产、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都翻了一番。

吴起县位于陕西省延安市西北部，属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与沙漠的过渡地带，水
土流失面积 3693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97.4%，年侵蚀模数达 1.57 万 t/平方公里。
2008 年吴起县在黄土高原地区率先推出

“封山禁牧、舍饲养羊”政策，全县整体实
行封育治理后，生态自我修复功能明显增
强，全县完成退耕还林 （草） 155.5 万亩，
占总耕地面积的83.83%。

黄河流域的生态恢复建设成效显著，
黄委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遥感监测中心对
陕北地区地表植被覆盖度变化监测结果表
明：2007年7月到2012年7月的五年间，陕
北高覆盖度的植被面积在增加，而低覆盖
度的植被面积在减少，其中延安市植被覆

盖度大于 45%以上的面积增加了 5461 平方
公里；榆林市植被覆盖度大于 30%以上的
面积增加了 6093 平方公里。与此同时黄河
潼关站实测输沙量由 1919—1959 年平均
15.9 亿吨减少到 2000—2013 年平均 2.78 亿
吨，减少幅度达到82.5％。

内蒙古乌盟、陕西吴起、黄河流域等

许多地方实施生态修复工程主要统筹以下
几个方面：一是退耕还林 （草）、以粮代
赈，这是生态修复的突破口；二是封山禁
牧、舍饲养畜，这是生态修复的关键措
施；三是综合治理、以小促大，这是生态
修复的根本措施；四是调整结构、持续发
展；五是生态移民、保护环境，后两方面

是生态修复的保障措施。
以上政策和措施，系统配套，相辅相

成，互为补充，探索出一条依靠生态修复
加快水土保持生态建
设的新路径。

（作者系北京林
业大学特聘教授）

生态修复生态修复 大地更美大地更美
余新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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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在经历了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后，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
念、治理措施及管理体系，取得了显著的
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其中，“生态清洁
小流域”的做法发源于北京，在全国得到
了推广。

试点从北京开始

2000年以来，北京市针对水资源短
缺、水生态损害、水污染问题凸显的严
峻形势，确立了以水源保护为中心，构
筑“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保护”
三道防线，采取 21项措施，实施污水、
垃圾、厕所、沟道、面源污染“五同
步”治理，以小流域为单元建设生态清
洁小流域，旨在实现清水下山，净水入
河入库。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在水源保护目
标指引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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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水源保护的三道防线。

建立养山机制，构筑生态修复第一
道防线。在山高坡陡人烟稀少地区、泥
石流易发区，主要通过减少人为活动和

人为干扰，实行全面封禁，禁止人为开
垦、盲目割灌和放牧等生产活动，实施
生态移民，适度开展生态旅游，合理利
用自然资源，依法加强水土保持监督管
理，充分依靠大自然的力量修复生态，
发挥植被特别是灌草植被的生态功能，
实现自然保水。

加大污染控制，构筑生态治理第二
道防线。在山麓坡角等农业种植区及人
类活动频繁地区，主要通过调整农业种
植结构，发展与水源保护相适应的生态
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依法规范
开发建设活动，严格执行水土保持“三
同时”制度，控制水土流失，减少面源
污染。加强农村水务基础设施建设，改
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因地制宜在村镇
及旅游景点等人类活动和聚集区建设小
型污水处理及垃圾处理设施。

维护河库健康生命，构筑生态保护
第三道防线。以河道两侧及水库周边为
重点，进行生态保护性治理，溯源治
污，防止污水直接入河入库。把还清水
质作为主要目标，通过适当的生物和工
程措施，恢复和建设河道及水库周边湿
地生态系统，净化水质。

生态清洁小流域从 2014-2018 年连
续被列入北京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
一。截至2018年底，北京市建成生态清洁
小流域 430条，保护了饮用水源，促进了
新农村建设，维护了河库健康生命。

上升为国家策略

从2005年开始，水利部明确提出控
制面源污染是我国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
任务，并以密云水库等10座水库 （水源
区） 为试点，开展了以面源污染防治为
重点的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2007年，水
利部明确指出：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周边
和重要水源区为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
重点，又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 81个县（市、区）开展了生态清洁小流
域治理试点工程建设，从此拉开了全国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序幕。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得到了专家学
者和全社会的高度认可，并以立法形式
写入 2010 年 12 月 25 日新修订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现在，生态
清洁小流域建设已经上升为国家策略，
中央一号文件从2011年起，连续几年提
出要大力加强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2018 年，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纳入了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之中。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从源头、末

端、微观领域追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
发展模式，有利于多规合一和末端管
理，有利于保护城市饮用水源，提升农
村环境，实现绿色发展。（作者系北京
市水务局副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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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
最基本资源，但随着各类资源开
发、工矿企业、基础设施大量兴
建，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占压、
扰动、破坏了土地和林草植被，
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十
五”期间，全国规模以上的各类
生产建设项目共有7.68万个，其
中城镇建设类项目占 32%；总占
地面积 552.8 万公顷，其中西部
地区占 40%；造成的水土流失总
量达 9.5 亿吨。边治理边破坏，
先治理后破坏的现象普遍存在。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加强社
会管理，通过“天观地查”严密
监管，遏制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
人为水土流失。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颁布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以及实施条例，明确了生产
建设项目报批水土保持方案制
度，作出了水土保持设施要与建
设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
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规定，
对违法违规行为作出了经济处
罚、追究责任的规定。

为加强监管，建立了由水利
部、长江、黄河等七大流域机
构，省、市、县共五级监督管理机
构及工作体系，开展了县级水土
保持监督管理能力建设，有 1000
多个县达到能力建设标准。各地
开展了对生产建设项目落实水土
流失防治义务情况的检查监督，
许多生产建设单位从不认识到重
视，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实施，涌现

出了像西气东输、青藏铁路、三峡
水利、京沪高铁、南水北调等一批
水土保持示范工程。

国家还颁布了有关开发建设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的技术规范等
一系列技术标准，通过对标准的
学习、培训，使越来越多的设
计、施工、监测、监理等机构掌
握国家规定，遵守技术要求。铁
路、石油、电力等行业还制定了
本行业技术规定，北京、山西、
深圳等地还颁布了地方标准，实
施更加严格的管理。各地建立了
一批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编写
了中小学水土保持课本，全面提
高全社会的水土保持意识。

经过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
目前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编报率达到 90%以上，水土保持
设施的实施率、验收率大幅度提
升。生产建设单位投入水土保持
资金 8000 多亿元，防治水土流
失面积 15 万平方公里，减少水
土流失量 25 亿吨，人为水土流
失得到有效遏制。

进入新时代，中央对省级政
府实施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
并将考核结果纳入生态文明考核
体系，并充分应用卫星遥感、无
人机、移动终端等现代手段，使
生产建设项目的“天地一体化”
监管，做到全覆盖、全过程，以
最严格的水土保持事中事后监
管，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高质量发
展。（作者系水利部水土保持监
测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山丘区面积比重大，
西部地区山高坡陡，大部分地
区受季风气候控制明显，夏季
降雨集中，冬春季风大，极易
产生水土流失。同时，随着城
市化、现代化进程加快，大规
模基础设施建设对地表扰动增
加，造成上世纪末以前中国水
土流失十分严重。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水土流
失治理和预防。自上世纪80年
代初开始，由国家投入资金，
在无定河、葛洲坝库区、甘肃
定西县和江西省兴国县等水土
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实施重点
治理工程建设。其后重点治理
投入不断增加，治理的范围逐
渐扩大，长江、黄河、珠江、
海河等大江大河中上游水土流
失严重地区都实施了重点治
理。在北方地区则实施了“三
北”防护林工程。上世纪90年
代末期开始，又实施了大范围

的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工程。
同时，自90年代中期开始，在
全国范围内推动 《水土保持
法》 的贯彻落实，有效控制了
人为新增水土流失。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进
入本世纪以来中国水土流失面
积开始下降，水土流失恶化的
趋势基本得到遏制。从卫星遥
感影像数据分析，大部分山丘
区植被覆盖度迅速增加，1982
至2013 年间，黄土高原植被覆
盖度指数由0.30上升到0.45。主
要江河流域在径流量有所减少
或基本持平的情况下，输沙量
均表现为显著减少。

从影响水土流失的各方面
因素分析，今后，伴随经济社
会的发展，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将持续下降，直至达到水土流
失相对轻微的良好生境。（作
者系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副
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天观地查”监管水土流失
姜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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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清洁小流域“三道防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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