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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在改善生态环境中的
探索与实践

孔繁德1,肖兴富2 ,赵风华2 ,魏湘文2

( 1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 秦皇岛　066004; 2 青龙满族自治县水利局)

摘　要: 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是位于燕山山脉东部的山区县, 耕地只占总面积的 10%。由于地形陡峭、土

层很薄, 夏季又多暴雨, 再加上清朝末年以来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因此造成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南部山区年侵蚀模

数曾为 2 500 t / km2,制约了经济发展,长期属于贫困县。为此青龙满族自治县政府和群众采取了生物措施和工程措

施相结合、调整农牧结构、加强小流域治理等方法,在实际中逐步探索出适合当地条件的水土保持的方法, 明显改善

了生态, 有力的促进了经济发展,已于 1997 年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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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 inglong o f Qinhuangdao city in Hebei province is a mountainous county lo cated at eastern part

of Yanshan range. Area of it s farmland only make up 10% o f total area of the county. For pr ecipitous

ter rain, ver y thin soil layer, many rainstorm in summer, and sinc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forest and

vegetation to be dest roy ed, r elat ive serious w ater and soil ero sion had been br ought about , it s er osive

modulus reached 2 500 t / ( km
2
· a ) in the south mountainous dist rict . All these limited the econom ic

development so that it w as a poor county. Accor ding to these, the government and masses of Qing long

county have taken many methods about the combination of bio logical and engineering measures, adjustment

of farm ing and liv esto ck-raising structure, mo re ef fect ive har nessing methods suited to lo cal conditions step

by step in the pract ices w hich have impr oved economic growth st rongly . The county cast o ff poverty i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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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环境与经济发展

1. 1　概　况

青龙满族自治县隶属河北省秦皇岛市,于 1987

年 5 月由青龙县改为青龙满族自治县, 全县人口

49. 82万人,其中满族占 65%。青龙满族自治县位于

秦皇岛市北部, 燕山山脉的东段,大部分土地位于明

长城以北, 地处东经 118°33′～119°36′, 北纬 40°05′

～40°37′。北部和东北部是辽宁省,西北部是承德

市,西南部是唐山市,南部是秦皇岛市的卢龙县和抚

宁县。全县面积 3 510 km
2 , 人口密度为 149人/

km
2,但耕地仅占总面积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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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自然环境

青龙满族自治县位于燕山山脉东段山区,主要

由花岗岩山地组成,其地形是西、北、东三面较高,西

南面较低,整个地势呈簸箕型。山脉多为东西走向,

西北与河北省承德市宽城县交界的都山海拔

1 846. 3 m ,是燕山山脉东段的最高峰。县域西南部

的南杖子乡大暖泉村海拔仅 80 m, 是全县的最低

点。全县主要是中、低山和丘陵,占全县面积的 80%

左右,河谷占 10%; 耕地占 10%。

青龙满族自治县为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冬

冷夏热,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 8. 5℃, 1月平均气

温为- 9. 2℃, 7 月平均气温为 24. 2℃,平均无霜期

为 162 d;年平均降水量为 721. 4 mm ,但大部分集

中在夏季, 夏季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75. 7%, 且

多暴雨,是燕山东部的暴雨中心。

全县有较大河流6条,但主要是青龙河。青龙河

是滦河最大的支流。全县河流总长 478 km ,河网密

度为 0. 14 km / km
2, 年均径流总量为 9. 225亿 m

3,

水资源总量为 10. 5亿 m
3。

土地主要有褐土和棕壤土组成,其中褐土占全

县总面积的 79. 6%,主要分布在低山、丘陵; 棕壤占

全县总面积的 17. 6% , 主要分布在山区较高的山

地。

1990年全县森林覆盖率为 35% ,在都山和东南

部的海拔 1 421. 8 m 的祖山, 天然次生林生长良好,

树种比较齐全,其中灌木层基本未破坏。据不完全统

计,全县有野生动物 130多种。

1. 3　经济发展

由于地处山区,耕地较少,人称“八山一水一分

田”, 人均耕地仅为 0. 07 hm
2, 低于全国和河北省、

秦皇岛市的平均水平; 另外土层瘠薄, 水土流失较

重,农业发展水平一直较低, 1990年农民人均收入

为 378元, 人均粮食产量仅 243 kg ,长期是贫困县。

粮食作物以玉米、高粱、谷子、甘薯为主;油料作物主

要是花生、芝麻;干鲜水果较多, 1990年全县有果树

1 600多万棵, 干鲜果品总产量为 45 837 t ;畜牧业

以猪、羊、兔为主。总之,农、林、牧比较全面,但经济

效益一直较低。

县内矿产资源比较丰富, 有金、银、铜、铁、铅、

锌、锰、铀、煤、重晶石、石英、大理石、云母、石棉等

40 多余种,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采矿业,其中以采金

业为主, 是我国的黄金万两县。此外, 还有食品、建

材、纺织、机械、印刷等工业行业。工业发展水平较

低,直到 199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仅为 8 330万元。

2　水土流失的历史过程

2. 1　清朝末年开荒农垦开始造成水土流失

青龙满族自治县在清朝以前人口稀少,森林密

布,生态良好,水土流失很轻微。清朝康熙九年(公元

1670年)以后, 满族人陆续出冷口到青龙占据荒地,

开垦农田, 建立村庄, 人口开始增加, 但直到清朝末

年人口才大量增加, 垦荒面积达到一定规模。在垦荒

过程中已开始大量砍伐森林, 大量人口常居此地, 因

为生产生活的需要也大量砍伐森林。由于森林植被

的破坏,开始造成了水土流失。

2. 2　日本侵华时期加剧了水土流失

1931 年 9 月 18 日之后,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

东三省,为镇压人民抗日活动,在青龙的长城沿线实

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砍伐烧毁大片森林,

特别是对金矿进行掠夺式开采,致使水土流失加剧。

解放前南部山区年侵蚀模数已达 2 500 t / km
2。

2. 3　“大跃进”和“10年动乱”期间又导致新的水土

流失

解放以后, 党和政府重视水土保持工作, 大力恢

复山林,封山育林,并在青龙建立了都山和老岭两个

国营林场, 经营面积分别为 0. 45万 hm
2和 0. 64万

hm
2, 森林覆盖率分别为 70%和 61. 4%。由于采取

以上措施,因此解放初期全县水土流失有所减轻, 生

态有所恢复。

1958年“大跃进”期间, 大炼钢铁,大上水利工

程, 对森林强度间伐, 以至滥伐,致使森林植被严重

破坏, 造成保持水土出现反复, 水土流失又比较严

重。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期间,强调以粮为纲,单一

经营,不顾山区自然特点,毁林开荒,破坏了森林。同

时由于 10 年动乱法制观念薄弱, 管理松驰,盗伐林

木的现象也开始增加。总之, 10年动乱期间水土流

失再一次出现加剧的局面。

3　保持水土的探索与实践

青龙的水土保持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从

1954年逐步开展起来, 1956年政府确定谢家岭、响

水沟等多处试点并配备 13名水利干部;当时主要以

工程措施为主,在河岸挡坝护地, 河滩垫土造地, 沟

谷闸沟造地,挖鱼鳞坑,坡地修梯田等。这些措施取

得了明显成效, 例如高丽铺村在坡耕地上连续 4年

开挖水平线壕沟, 粮食公顷产从 1953 年的 1 035

kg ,到 1957年提高到 3 120 kg ,被国务院命名为全

国水土保持先进典型。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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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工作处于停顿,出现了反复。60年代中期又开

始抓水土保持工作, 在水土流失严重的沙河流域进

行荒山造林, 坡地修梯田, 小沟闸沟淤地, 大沟修建

谷坊、塘坝、小型水库, 河川截潜流,平地打机井等综

合治理,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文革10年动乱中, 受极

左路线干扰,片面强调“以粮为纲”, 为了修建“大寨

田”,毁林烧荒,再一次加剧了水土流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 水土保持工作得到加强, 1981年县政府

成立了水土保持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全县水土保持

工作。1982年国务院颁布了《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对水土保持工作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促进了全县

的水土保持工作,县政府明确了“综合治理、集中治

理、连续治理”的方针, 从 1984年开始重点规划了治

理的干沟、三星口、岔沟、庙子沟等 8条小流域, 取得

非常明显的效益。1991年 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土保持法》颁发了, 县委、县政府对水土保持工作更

加重视, 1992年批准成立了青龙满族自治县水土保

持监督站,对已重点治理的几个小流域自验并经省

水保处联合分别进行验收,综合治理成果分别达到

国家规定的治理标准, 受到省领导的好评。之后,在

全县推广这些经验并加大水利改革和水土保持的力

度,提高水土保持的标准,水土保持工作又有了新的

发展。1994年被列为全国第二批水土保持监督执法

试点县, 1995年通过国家验收达标。同年, 青龙满族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办法出台。办法中规定,罚款在 5 000元以下归水利

局自行掌握, 增强了水土保持地方法规的可操作性。

但是 1996年青龙遭受暴雨的袭击。从 7月 28日至

8月 6日连续降大暴雨,雨量达 596 mm , 洪灾直接

损失达 2. 34亿元, 相比之下, 1994年同期青龙最大

降水量达 893 mm ,直接损失 2. 03亿元。这说明青

龙的水土保持工作出现新的反复, 主要原因是陡坡

开荒,人为的破坏了水库设施,加之部分水利工程质

量不高,年久失修, 隐患较多, 其次是河道人为设障

侵占河道严重。对此县政府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进一

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 县政府颁发了“关于加强水土

保持工作的决定的通告”, 下发到全县每个生产组,

制止陡坡开荒, 加固水利工程, 提高其质量, 拆除河

道人为设障, 努力把水土保持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

平。由于水土保持工作先进, 1996年被河北省人民

政府授于海河杯二等奖, 1998年被授予海河杯一等

奖, 1996年被河北省政府授予水土保持先进单位。

中央电视台和河北电视台也都以“青龙满族自治县

小流域综合治理成效显著”进行报道。1999年成立

了青龙满族自治县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局,负责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监督执法工作,借此契机,水土

保持战线的同志们积极努力工作,以促进全县水土

保持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3. 1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探索, 青龙县水土保持从以

工程措施为主, 逐步发展到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

结合。总体思路是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根据自然条

件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防治水土流失, 并且将

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青龙山区工程措施概括为“缓坡围山转, 坡地改

梯田,沟膛闸谷坊,平地埋管灌”。具体讲,在荒山的

缓坡上挖围山围,或环山挖水平沟或挖大埯(大型鱼

鳞坑)等,达到防御10年一遇洪水的标准。在坡耕地

上修筑梯田,从而达到减少水土下泄;在沟谷内布设

谷坊, 形成谷坊群, 层层耗能, 以拦截洪水, 消减洪

峰, 拉沙淤地, 在条件具备的河谷,修建小型水库或

塘坝,蓄水保水。

生物措施是根据青龙山区气候、土质特点,概括

为“陡坡封山育林帽, 缓坡经济林缠腰, 沟膛药材和

杨柳,平川地稻麦围脚”的模式。另外在工程措施项

目中种植相应的树种和作物, 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

生态效益,另一方面还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之中, 工程措施是

生物措施的前提和保障, 而生物措施使工程措施得

到巩固,延长了使用寿命,互为补充,互为促进,互为

提高,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3. 2　小流域综合治理

青龙满族自治县在水土保持工作中,多年来坚

持小流域综合治理, 先试点,积累经验, 后推广,全县

展开,实践证明也是成功的。小流域治理本着“治理

一条流域, 造福一方人民”的目的,在小流域范围内

采取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股份

制等改革措施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力

量打歼灭战,一个流域一个流域的治理,多年坚持,

必有奇效。据统计,几年来共挖小埯(鱼磷坑) 1 800

万个, 大埯(大鱼鳞坑)共 373. 5万个; 共挖围山转

2 875万 m; 修梯田0. 11万 hm
2;闸谷坊 4 981道, 完

成石方 106. 2 万 m3 , 土方 5 895 万 m 3; 栽用材林

2. 27万 hm
2
, 687万株, 经济林 2. 07万 hm

2
,其中栽

种各种果树林 702 万株; 造薪炭林 0. 86万 hm
2
; 封

山育林 1. 27 万 hm
2 ; 共投资金 1 780 万元, 已使

6. 46万 hm2 荒山秃山变成了绿色的有林山地。形成

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丰收的大好局

面。

实践证明, 通过小流域综合治理,保持了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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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优化了生态环境, 使山变绿了,水变清了,人致

富了。例如马圈子镇头道河子村的亮子沟小流域综

合治理, 总面积 4. 27 km 2, 原有水土流失面积达

70%。从1988年开始规划, 经多年努力,先后挖围山

转 17万 m,修梯田 53. 3 hm
2 ,栽种板栗安梨等各种

果树 7 万余株, 山顶栽刺槐 46. 6 hm 2, 栽种山杏

33. 33 hm
2
,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年侵蚀模数从

500 t/ km
2
降到 150 t / km

2
, 保土效率达 70% , 1994

年和 1996年都遭受特大暴雨, 该村基本未受灾,水

土保持发挥重大效益。生态的改善也促进了经济的

发展, 该村粮食总产量已由 1992年的 15万 kg ,到

1998年增加到 40万 kg; 人均收入也从 1992年的

670元,到 1998年增加到 1 620元。该村在改善生态

环境的促进下, 发展了经济, 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已经脱了贫。

3. 3　调整农业结构

青龙满族自治县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 , 根据

山区山高坡陡谷深,而且夏季暴雨集中,容易受大灾

的特点,在全县农业区划及规划中,注意调整农业结

构,以适应自然条件,改善和保护生态,发展农业生

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首先县政府重视, 调整农、林、牧的关系,彻底改

变“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错误作法, 因地制宜,全

面发展,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根据山区山

高坡陡谷深的实际, 25以上的陡坡地要求一律退耕

还林,或封山育林,或种植山杏、油松等经济林; 25～

15°的缓坡也以栽种果树为主; 在平川地区集中力量

发展粮食等农作物生产, 提高产量,改善质量,力争

稳产高产。

其次是注意调整林业结构。在山顶陡坡,或封山

育林, 或选用适应能力强的刺槐等树种作先锋树种

绿化荒山。在条件比较好的缓坡,栽种既适应当地环

境,又具有比较高经济价值的山杏或药材, 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一般 5～10年后每公顷效益均在 15万元

左右。在河道两岸荒滩和沟膛谷坊内,不适宜耕种的

都栽种杨树, 由于青龙气候土质有利杨树生长, 杨树

长得快, 有的 7 年成梁, 10年成柁, 远销天津、保定

等地,既有利于保持水土,发挥经济效益也比较快。

另外还注意适当调整牧业结构, 既发展养猪,又

充分利用山区资源养羊、养牛、养鹿、养兔。在山地森

林需要保护的地方大力发展圈养,多养兔。这样做畜

牧业能够发展,也保护了林地,保护了生态。

3. 4　重视和加强采矿业和水土保持工作

青龙满族自治县山地广阔, 人均山地 0. 56

hm
2 ,矿产资源丰富。采矿业是工业的支柱产业,但

采矿给水土保持带来了不少问题,县政府重视并加

强了采矿业的水土保持工作。县地矿局强化行业管

理,并与水利局联合发文“关于青龙满族自治县矿产

企业办理采矿登记证必须编报水土保持方案的通

知”,使辖区内所有采矿者形成自觉行动,由县环保

局和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局实施统一监督, 各有

关部门根据职能加强管理,经过多年的实际工作, 使

青龙采矿业造成的水土流失正在逐步减轻。采矿业

的兴起, 为发展县域经济, 积累了资金, 有利于青龙

全县各业的建设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

持法》及河北省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水土流失防治

费的征收管理规定,县政府决定对采矿业收这两种

收费,由水利局专户管理, 1994～1999年共征收 257

万元,平均每年 51. 4万元, 为本县水土保持工作提

供了部分资金。

3. 5　重视并加强水库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

青龙满族自治县最大的河流是青龙河。青龙河

是滦河的最大支流。国家投资的青龙河桃林口水库

总库容 8. 7 亿 m
3 ,已于 1997年蓄水, 1998年完工。

1997 年青龙满族自治县被国家和省政府列为桃林

口水库上游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由国家和河北省

投入资金,要求连续 9年治理。1999年青龙满族自

治县被河北省列为“十百千工程”示范县。青龙县政

府高度重视这一工作, 狠抓这一机遇,加强领导, 加

大工作力度,采取一系列措施治理桃林口水库上游

的水土流失。两年来,由于多方努力,已初见成效。目

前水库的水质较好, 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水库淤积也

比较轻微。

4　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

由于青龙满族自治县的县委和县政府从山区县

的实际出发,重视水土保持工作,经过多年反复的努

力,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已经显著减轻,生态明显改

善, 森林覆盖率上升 41%, 这样就大大促进了经济

的发展,有力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1990

年时全县人均收入仅为 378 元, 到 1996年提高到

1 669元, 1997年为 1 803元, 1998年为 1 903元, 粮

食产量 1998 年提高到 17. 47 万 t , 人均产粮 350

kg。1990年果品产量为 45 387 t , 到 1998年提高到

127 446 t , 提高近 2 倍。1998 年工业总产值也从

1990年的 8 330万元提高到 34 363万元。因此县政

府 1997年宣布全县摆脱了贫困线,开始了稳步奔向

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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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水土保持处四季名优时鲜

水果示范园及种苗基地简介

　　湖南省水土保持处优质时鲜水果示范园种苗基地,位于资江河畔新邵县水土保持站, 1990年始建,面积

21. 67hm2。10年来, 该场陆续引进国内外最新水果品系 200多个鉴试种植,目前选育保留适宜南方种植的名

优水果种类 15个,品系 130余个。经投产示范证明,这些品系每个月都有多种水果成熟,形成了周年四季都

有多元化时鲜水果均衡应市的结构, 而且每个品系的果实都为市场所鲜见,销售价格通常高于同类普通果品

的数倍,具备了明显的鲜、稀、优之特色,极受消费者青睐。

结合“长治”工程基地建设, 我省水土保持优质水果示范按一地一品的思路布局,目前已经有 60余个品

系产生了规范化示范效果, 开始从示范效应走向市场效应,从而为我省水土保持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树

立了样板。种苗繁育采取以总场带基的方法,在面上一地一品的结果示范基地中,同样建立了一地一品的苗

木分场,不仅解决了总场劳力、土地紧张的矛盾,同时也保证了分场育苗的苗木纯度。目前,该场常年具备 60

个以上品系的苗木繁育能力,每年可供各类纯正优质果苗 300～500万株。

·252· 水 土 保 持 研 究 第 7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