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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推广高西沟村生态振兴经验——

秃山沟成陕北小江南
本报记者 雷 婷

不久前，陕西省榆林市委、市政府印发《防

止二次沙化及国土绿化五年行动方案》，明确

结合乡村振兴工作，推广米脂县高西沟村生态

样板，每年打造生态振兴示范村20个。

高西沟村总面积 4 平方公里，90%以上

耕地坡度都在 20 度左右。曾经，这里“山上

光秃秃、年年遭灾荒”。数十年来，高西沟村

艰苦探索出了一条黄河中上游丘陵沟壑区

生态治理、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之路，成为陕

北“小江南”。

从“三三制”到“三二一”

“20 世纪 50 年代，搞水土保持是为了解

决粮食问题。”高西沟村驻村第一书记常静

讲述起 60 年来高西沟村生态环境与经济协

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史。

高西沟村有山峁 40 座、沟岔 21 道。“雨

涝流泥浆，冲成万条沟。肥土顺水走，籽苗

连根丢。”一首民谣，唱出老百姓的艰辛。为

改变“广种薄收、越刨越穷”的面貌，村民在

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高祖玉的带领下，开始

探索治沟、治坡。

“先在沟里打坝拦泥拦水，但山洪一来

冲毁了。冲毁了就再修，大伙儿总结教训，

光治沟不治坡就是白干，又在山上修坡式梯

田、打埝窝。但因山的坡度没有改变，经洪

水冲刷后，多数梯田出现垮塌。”年近 70 岁的

村民高锦仁回忆说。

“水土保持是发展山区生产的生命线。”

高祖玉带领村民通过全面调查和摸索，明确

了沟坡兼治、治坡为主的做法，即以治理坡

面为主，修水平的台阶式梯田，同时在沟道

节节筑坝、层层拦蓄，淤地种植。这种方式

形成的坝地，含有大量的牲畜粪便、枯枝落

叶等有机物质，易形成土壤肥沃、水分充足、

抗旱能力强的高产农田。

从那时起，高西沟人一边摸索一边总结

经验，在无水的沟道打坝、修堰窝，在有水的

沟道建池修渠、扩展水地，在山顶缓坡建台

地、修宽幅梯田。

到 20 世纪 70 年代，高西沟全村 85%的

山沟得到治理，打了 121 座淤地坝，修了 7 个

蓄水池，建起了 2 座水库，有效改善了当地的

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高祖玉又带领大伙儿将前些年开垦的

低产远坡地种上林、草，规划发展林牧业。

经过 20 余年探索实践，高西沟人在生产中逐

渐形成林、草、田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

用地模式。即全村三分之一土地种植粮食，

三分之一植树造林，三分之一种草养畜，形

成以林固土、以草养牧、以牧肥田的格局，使

水土保持治理成果得到巩固和提高。

治山治沟、封山禁牧、综合治理，将一个

地表破碎、土地贫瘠的秃山沟，治理成如今

“梯田层层盘山头，高山松柏连成片”的陕北

“小江南”。

进入新世纪后，高西沟村与时俱进，形

成了林、牧、农“三二一”新的生态产业结构，

即 3 份林地、2 份草地、1 份田地。“高山远山

森林山，近山阳坡建果园，弃耕坡地种牧草，

荒坡险洼种柠条”，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

2021 年，全村林草覆盖率达 70%，治理程度

达 78%，村集体经济收入 10.4 万元，走上了

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良性循环路。

种下幸福果

“坐拥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咱这

地最适合栽苹果树，你看这山下就是千亩经

济林。”1981 年进入村党支部工作的姜良彪

指着山下的标准化苹果生产示范园，说起高

西沟的产业发展史。

姜良彪说，高西沟村始终坚持巩固退耕

还林成果，生态环境良好但农田分散，村民

增收能力不同。苹果比粮食的经济价值高，

兼具生态效应和经济效应，村领导班子因地

制宜把果树栽植作为促进村民增收致富的

重要产业。

“2006 年，我听说延安洛川的苹果种得

好，村民年收入上万元，就想着学学种苹果，

咱也当当万元户。”姜良彪说，他邀请洛川县

的农技师来到村里。经过考察，发现高西沟

土层深厚、质地疏松，富含有机质且利于排

水，加上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适合种植

苹果。

不 但

培育了高西沟

山 地 苹 果 品 牌 ，

高西沟村还尝试栽植其他水果及经济作物，

逐步发展到兴建果园、苹果采摘、梯田观光

等乡村旅游产业。

今年年初，村民姜良文荣获高西沟村

2021 年度“最佳果农奖”。他和妻子栽植了

17 亩苹果树，去年年底苹果销售一空，收入

6 万元。

截至目前，高西沟村已形成包括 200 亩

经济林、水库、苹果采摘园、盘山梯田观光点

等 10 余处景点在内的农业生态旅游区，共栽

植山地苹果约 1000 亩，2021 年全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 18860 元，比全县平均数多出

4378 元。

叫响生态品牌

自由采摘苹果、大扁杏等水果，住土窑

洞、吃农家饭体验黄土风情⋯⋯高西沟村利

用农田、林地、水库等生态资源兴办农家乐、

民宿等，先后获得了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国家水利风景区等

多项荣誉，逐步叫响了生态品牌。

“2021 年，全村接待游客 8 万人次。在

旅游业的带动下，还促进了种植业、养殖业

的发展。”米脂县银州街道党工委委员、高西

沟村专班负责人周文东说，去年，村内种的

瓜果、杂粮及养的家禽等没出村便销售一

空。高西沟村正探索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种

植，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与生态旅游，让老百

姓日子越过越红火。

今年，米脂县委提出全域复制推广高西

沟村生态治理样板，首批 29 个村先行先试。

据介绍，从 2023 年起，米脂县将根据实际情

况，每年研判确定一批村子进行集中打造，

形成以马家沟、党坪、申家沟为代表的山地

苹果、米脂小米特色产业示范村，形成以高

西沟、柳家洼、贺家沟为代表的山水相连、景

田一体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携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曹红艳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被确定为今

年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旨在凝聚全社

会的力量共建美丽中国，进一步发挥

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参

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作用。

今年的六五环境日，意义不同寻

常。50 年前，1972 年 6 月 5 日，联合国

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

哥 尔 摩 举 行 ，通 过 了《人 类 环 境 宣

言》。参加过这次会议，如今已 92 岁

高龄的曲格平老人由此写下：经过近

50 年的努力，中国在环境污染防治和

自然生态保护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就。在人类环境保护历程中，中国

正处在从被动接受者、主动参与者到

重要引领者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离不

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曲老的感

怀，是众人的心声。“只有一个地球”的

呼唤和初心，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牢牢

铭记。

美丽中国是美丽世界的重要一

员。建设美丽中国，正在成为国人心

向往之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

来，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四梁八柱”

逐步完善，到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产

生活，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发

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天

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新画卷不断延

展。山峦层林尽染，平原蓝绿交融，城

乡鸟语花香，这样的自然美景，既带来

美 的 享 受 ，也 是 人 们 走 向 未 来 的 依

托。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动中，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些理念已然在人们

心田生根发芽。

人类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

补的生态创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

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方式昭示着未来。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贯彻新发展理念，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

一时的经济增长，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

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推进的生

态文明建设，必将产生深刻的世界影响，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

巨大贡献。

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子孙后

代，我们要共同保护不可替代的地球家园，共同医治生态环

境的累累伤痕，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面对生态

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

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唯有携手合作，才能有效应对气

候变化、海洋污染、生态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才能实

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并肩同行，

才能让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

图图①① 高西沟村村民高西沟村村民

正在搬运苹果正在搬运苹果。。

刘于嘉刘于嘉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高西沟村成熟高西沟村成熟

的谷子的谷子。。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高西沟村村貌高西沟村村貌。。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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