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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青藏高原和西秦岭交汇地带黄土高

原的甘肃省定西市，水土流失面积大、分布范

围广、侵蚀强度高，是全国、全省范围内水土

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定西市在实践中总结出“山顶植

树造林戴帽子、山坡退耕种草披褂子、山腰兴

修梯田系带子、山下覆膜建棚围裙子、沟底筑

坝蓄水穿靴子”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模式，打

造陇中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示范区。

如今，定西市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水

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出现了持续下降态势。

拦沙淤地产量增

出定西向北行驶 18 公里，在响河流域的

定西市安定区青岚山乡花岔村村头，68岁的管

护员马进成正在察看淤地坝的水位情况，自

1986年至今，这一直是他最主要的工作。

“这条路连通了花岔村北面的中川村民

小组和南面的车门川村民小组，走定西方便

多了。”马进成站在花岔村张家场大型淤地坝

上说，以前这里只有沟道，后来修起了大坝，

有了一条土路。2021 年淤地坝大变身，坝顶

修成了 4 米宽的水泥路，还加装了护栏，方便

了村民们通行。

“张家场大型淤地坝拦截的泥沙量已经

达到 48.6 万立方米，为黄河作出了贡献。”甘

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水土保持站工程股股长董

俊天说，淤地坝的主要作用是滞洪排清，通过

拦截让洪水里的泥沙沉淀在库区，通过放水

设施，把清水排到下游，一方面保障坝体安

全，另一方面减少汇入黄河的泥沙量。

“以前每年一平方公里泥沙的侵蚀量

平 均 值 是 5600 吨 ，现 在 降 到 2000 多

吨。”董俊天说，作为黄河支流

关川河的一级支流，关川河流

域 共 有

14 座淤地坝，通过

综合治理，泥沙量减少明显。

“目前，安定区全区水土流失治理

基本实现了‘土不下山、泥不出沟、就地拦蓄’

的目标。”定西市安定区关川河指挥部党组成

员监理科长李继忠说，安定区全区建成各类

淤地坝工程 164 座、小型拦蓄工程 1 万余座，

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720 平方公里，水土

保持率达到 71.91%，减轻了治理区水土流失，

提高了生态安全保障能力。

“修建在各级沟道中的淤地坝，从源头上

封堵了向下游输送泥沙的通道，现在定西的

淤地坝拦泥库容是 5471 万立方米，有效减少

了流入黄河的泥沙。”定西市水保总站副站长

李森盛说，淤地坝在泥沙的汇集通道处形成

了一道人工屏障，不但能够抬高沟床，抬升侵

蚀基准面，稳定沟坡，有效制止沟岸扩张、沟

底下切和沟头前进，减轻沟道侵蚀，而且能够

拦蓄坡面汇入沟道内的泥沙。

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定西为拦截泥沙、保

持水土、淤地造田、增产粮食，大力推广淤地

坝建设。2021 年以来，甘肃省探索和完善淤

地坝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和运行管护形式，建

立淤地坝安全运用长效机制。按照摸清基

数、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 4 个阶段，持续推进提质增效变水源、生

态补偿变农田、自然治理变沟道、销号移交变

道路的淤地坝“四变”改革。

近年来，定西经过探索总结、示范推广，

379 座淤地坝镶嵌于青山绿水间，控制流域面

积 843.34 平方公里，可淤地 1.6 万亩，已淤积

库容 3200.88 万立方米、淤地面积 7698.15 亩，

连通乡村道路 1184 公里，解决近 9000 多头牲

畜饮水，为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水源，穿

上“靴子”的山川秀出了生态之美。

梯田建设助增收

行走在安定区响河流域，错落有致的梯

田是春日里最动人的风景。

“ 现 在

坡 地 都 修 成 了

梯 田 ，以 前 人 工 修 的

梯 田 太 窄 就 改 造 成‘ 二 合

一’，机器修的地块大又平整，方便

了农业产业化机械化生产。”77 岁的定西市

安定区青岚山乡大坪村村民刘玉秀感叹说。

刘玉秀曾担任“铁姑娘队长”，上世纪 70

年代，她带领村民们战严寒、斗酷暑，修成了

一山一山的水平梯田；上世纪 80 年代，她又大

力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带领乡亲们精耕细作，

科学种田。而今，大坪村生态与发展并重，通

过马铃薯、草畜及旱作高效农业等发展，成为

定西市浅山区生态小康第一村。

“梯田+农户+马铃薯”“梯田+合作社+

马铃薯”是安定区把梯田、地膜、大棚、农业

科技等多项抗旱技术进行组装配套、综合运

用、不断探索和集成创新，初步形成的种植

模式。安定区累计新修梯田 197.6 万亩，其

中种植马铃薯 100 万亩，马铃薯产业总产值

达 60 亿元，农民人均从马铃薯产业中获得收

入 3300 元 ，占 农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的 30%

以上。

在定西市陇西县，当地通过工业化理念、

产业化思维、项目化推进，总结形成了“梯田+

药材”“梯田+茵菜”等生产模式，全县梯田种

植中药材面积 26.5 万亩，总产量达 7.6 万吨，

中药材人均纯收入比重达到 22.0%以上，提高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50 元以上。

为改变当地群众在贫瘠的土地上广种薄

收的现状，定西市自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了

梯田建设。通过实施改土、改水为主的梯田

建设、造林种草、打坝固沟、水窖等工程建设，

既控制了水土流失，改善了日益恶化的生态

环境，也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近

年来，定西市依托大面积梯田建设，创建“梯

田+”模式。昔日的荒山披上了绿装、“三跑

田”变成了“三保田”、肆虐的洪水变成了涓涓

清流，初步实现了“土不下山，泥不出沟，清水

长流”的愿望。水土保持带来的巨大变革，使

农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

生态成效逐步显

定西市安定区青岚山田园综合体北斗星

空营地观景台上，四周山坡上梯田成片、树木

成林。

青岚山田园综合体项目自 2018 年开始筹

建，是集休闲旅游、生态观光、农业体验为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去年已完成了流转土地、

种草种树、规划设计、绿化基地、示范引领，夯

实基础等内容。

“我们争取的 238 万元水土保持‘以奖代

补’资金已经到位，下一步将继续打造面山绿

化、加密加植，加快成林速度。”甘肃海旺建设

集团副总经理邹佳俊说，他们将继续加大建

设力度，让生态成效逐步显现。

“一边搞保护，一边搞发展。青岚山田

园综合体就是我们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水土

保 持 、生 态 建 设 的 典 型 范 例 之 一 。”李 森 盛

说，去年，青岚山田园综合体投入资金 120 万

元，荒山补植补造刺槐 2 万株，栽植欧李等经

济林 100 亩，栽植行道树 2 公里，累计投入资

金 2800 多万元，营造水保林 3100 亩，经济林

600 亩，修建淤地坝 2 座。通过项目实施，已

带动周边 140 多户农户就近就业，户均年收

入增长 1.5 万元至 3 万元。构建起“水土保

持+乡村振兴”发展新模式，促进生态、社会

与经济效益的共赢，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

村美。

在定西，除了安定区上坪青岚山田园综

合体之外，当地还打造了陇西县龙泉山水土

保持以奖代补试点，落实奖补资金 115.33 万

元，撬动民间资本 115.87 万元，治理水土保持

流失面积 4 平方公里。

为创新完善水土保持工作体制机制，定

西市将水土保持“以奖代补”列入 2022 年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内容，在水土保持建设中，积极

探索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以奖代补”“先建后

补”“民间资本投入”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制

定了《定西市水土保持以奖代补项目实施方

案》《定西市水土保持以奖代补指导意见》，建

立健全社会资本参与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政策

机制。

截至目前，定西市社会资本参与水土保

持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1.2 亿元，建成淤地坝

2 座 、道 路 22 公 里 、栽 植 林 木 27 万 余

株 ，治 理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12.29 平 方

公里。

﹃
全域联治

﹄
统筹湖泊流域发展

曹

松

云南省水利厅日前印发《云南

省九大高原湖泊入湖河道综合治理

规划》，从水域岸线管理保护、防洪

治理、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保护与修

复、水环境监测五个方面提出工程

治理措施。

云南生态良好、高山耸立、峡谷

纵横，孕育了六大江河水系和九大

高原湖泊。2022 年，全省上下一道

共同守护好云南的绿水青山，树牢

“依法治湖”“科学治湖”“精准治湖”

理念，推动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

实现从“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到

“全域联治”的重大转变。努力就有

回报，成绩也是喜人的：2022 年，九

大高原湖泊水质总体稳定向好。

我 国 湖 泊 众 多 ，共 有 湖 泊

24800 多个。湖泊及其流域是人类

赖以生存的重要场所，在调节区域

气候、维持区域生态系统平衡、繁衍

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积极探索推进湖泊治理的有效路径

方法至关重要。

湖泊的保护治理要坚持保护优

先、立足长远。湖泊流域经济发展

过程中不能一味索取湖泊资源不讲

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会利用

不讲修复。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代

价巨大，只看眼前利益，无序开发、

粗暴掠夺会带来一时的发展，最终

当湖泊被污染、消失时，带来的损失

和惩罚都是难以估量的。比如，上

世纪以来的污染排放、环湖开发、与

湖争地让云南滇池水质逐步恶化。

经过 30 多年持续治理，滇池水质近

几年逐步改善为Ⅳ类，成效显著，但

花费巨大。

湖泊流域发展要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美丽清澈的湖泊是自然财

富、也是社会财富。湖泊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生态资

源，友好保护、合理利用是可以得到湖泊慷慨回报

的，关键是要形成绿色协调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给予湖泊足够的休养恢复空间时间，充分考虑湖泊

的自然环境承受限度，大力推动文化、休闲、旅游养

生等绿色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发展，让一汪碧水持续

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湖泊流域发展要全域联治系统考虑。湖泊污

染在水里，但源头全在岸上。只盯着湖水而看不到

全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绿色发展区必须以湖

泊承载力为首要考量，科学确定人口和城镇建设规

模，全面统筹左右岸、上下游，算长远账、整体账，

统筹兼顾、整体施策，探索出符合湖泊流域特色的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模式。

“穿靴戴帽”山川靓
本报记者 赵 梅

天津市宝坻区八门城镇回家庄村有着天

津市独一无二的白鹭园，登上观鸟台远眺，鹭

鸟在远处时而翩翩起舞，时而驻足休憩⋯⋯

回家庄村九园公路西侧 200 米有一片林

地 ，这 片 林 子 曾 是 一 片 60 余 亩 的 苹 果 林 。

2012 年，10 余只鹭鸟来到此处栖息，宝坻区相

关部门自 2016 年起建立野生鸟类保护站，对

鹭群进行专业系统保护。至此，来这里栖息

的鹭鸟越来越多，最多时能达到近 1 万只，回

家 庄 村 成 为 华 北 地 区 最 大 的 鹭 群 栖 息 地

之一。

“在此栖息的鹭鸟有大白鹭、中白鹭、小白

鹭、夜鹭、牛背鹭等品种。”回家庄村村民、原苹

果林种植户李井海说，鹭鸟每年 3 月底 4 月初

陆续飞来筑巢、产卵、孵化，10月前后再飞回南

方越冬。鹭鸟在此栖息期间，吸引众多游客、

摄影家和鸟类保护志愿者守护、驻足。

一夜之间增

多 的 鹭 鸟 ，起 初

让李井海很

高兴，可没想到，这些鹭鸟却吃起了即将成熟

的苹果。60 亩果园，一年就损失几万元。可

白鹭、池鹭都属于国家保护鸟类，理应好好

保护。

既要保护好鹭鸟，又不能让李井海有损

失，村委会牵线搭桥，帮助老李承包起了鱼

塘。损失得到了弥补，更让李井海深受触动

的是，牛背鹭用身体为幼鸟遮挡大雨、白鹭吐

出捕到的鱼给幼鸟喂食的场景。

就这样，李井海成为一名护鸟志愿者。

如今在回家庄村，还有 10 多名村民加入了李

井海和志愿者发起的“候鸟巡护队”。这些

年，李井海每天早上 5 点起床，先到果园转一

圈，才能放心回家吃早饭。白鹭安家以来，八

门城镇也开展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工作。

“我们一方面通过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推行河长制、开展厕所革命等工作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为鹭鸟栖息营造了良好的

生态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开展以爱鸟护

鸟和保护野生动物为主题的志愿服务

活动，在全镇营造保护野生动物的良

好氛围。随着鹭鸟规模的不断扩大，

村民对鹭鸟的认识也逐渐提高。因

为知道白鹭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村

民从未驱赶和伤害过白鹭，而是自发

当起护鸟志愿者。”宝坻区八门城镇相关负责

人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在这里生动

上演着。

生态保护是宝坻区的天然优势。在宝坻

区 1509 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水系发达，是北方

地区少有的富水区域。宝坻坐拥青南万亩生

态林和青龙湾森林公园两大“绿肺”，林木绿

化率达 35.6%；现有野生植物 33 科 114 种、野

生动物 6 类 286 余种。更有水阔千米的潮白

河，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成为区内外居民、游

客休闲健身的热门“打卡地”。在宝坻，随处

能感受到自然天成的生态美景。

宝坻区生态环境局局长兰志岚说，近年

来，宝坻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荣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

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区”和“天津市文明城

区”，全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目前，宝坻区已建成天津市首家可

回收垃圾分拣中心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清洁能源

替代和生产、生活污水集中处理三个全

覆盖。同时，深化落实“河（湖）长制”和

“一河一策”污染防治，潮白河水质提升至

Ⅳ类，全区大气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和达标

天数均排名天津全市前列，PM2.5

平 均 浓 度 降 至 39 微 克/

立方米，人民群众对

生态环境改善的

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正 不 断

提升。

潮 白 河 畔 鹭 鸟 栖
本报记者 周 琳

甘肃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甘肃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

连片梯田连片梯田。。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本版编辑 陈莹莹 徐晓燕

美 编 高 妍

天津市宝坻区的白鹭园内天津市宝坻区的白鹭园内，，大批鹭鸟在大批鹭鸟在

此聚集此聚集。。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天津市宝坻区天津市宝坻区白鹭园内翩翩飞舞的鹭鸟白鹭园内翩翩飞舞的鹭鸟。。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甘肃定西市临洮县连湾乡小流域综甘肃定西市临洮县连湾乡小流域综

合治理成效显著合治理成效显著。。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