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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沟小流域渐进式开发治理模式探讨

吴　芳
(延安市水土保持研究所,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 贫困地区小流域治理要以经济开发为切入点, 逐步积累资金,分五个步骤,走循序渐进的路子, 遵循区别对

待分类指导的原则。

关键词: 渐进式;小流域; 五个步骤

中图分类号: S 1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09( 2005) 02-0128-03

Discussion on Management Model of Xiangyanggou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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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overty-str icken ar ea the contr olling model of sm all w ater shed should be star ted w it h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as

to accumulate fund. Ther e ar e five steps to fo llow acco rding to t he principle o f discriminating ly treat ment and classifying ly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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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已严重地影响着当地人民群众生

活水平及黄河下游地区的安全,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 人

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较低, 甚至处于贫困线以下,人们在渴求

脱贫致富的同时, 无不盼望能及早控制水土流失, 以改善落

后的生产、生活条件。然而,在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贫困

地区, 要进行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治理,任重而道远。为此, 我

们选择了延安市宝塔区向阳沟小流域作为试点,经过 4 年多

的探索,初步找到了一条适应贫困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发展

生态农业, 使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有效途径—渐进式开发

治理模式。

1　小流域概况

1. 1　自然概况

向阳沟小流域位于延安城西 12 km 处,属延河的三级支

流, 面积3. 64 km2, 属黄土高原梁峁丘陵沟壑区, 土壤以黄绵

土为主, 间有少量红胶土。

该流域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区, 多年平均降雨量 530 mm,

但主要集中在 7, 8, 9 三个月, 占全年降水量的 70%以上, 且

多为暴雨, 易造成水土流失, 春旱, 冬旱严重, 年平均气温

9. 4℃ ,无霜期165 d, ≥10°C 的有效积温3 268℃。

植被组成主要有杜梨、刺槐、小叶杨等乔木和沙棘、狼牙

刺、黄蒿、冰草等灌木, 植被覆盖率为11. 3%。

1. 2　社会经济状况

流域内有一个行政村, 79 户352 人, 190个劳力,人口密

度 96 人/ km2, 耕地175. 5 hm2, 人均0. 5 hm2 ,其中 90% 为坡

耕地, 由于严重的水土流失, 致使该流域的土地生产水平低

下,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 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处在贫困

线以下,据 1994 年统计: 该流域人均纯收入 245. 00 元, 总收

入为31. 38 万元,其中农业 64% ,林业16. 8% , 牧业 14. 4% ,

工副业4. 8% , 粮食单产1 125 kg/ hm2。

1. 3　水土流失状况

该流域属黄土高原梁峁丘陵沟壑区, 土质疏松, 植被覆盖

率小, 降雨集中, 且强度较大,沟道又没有拦洪设施, 极易造成

水土流失, 据测定, 该流域水土流失面积3. 64 km 2,占流域的

94. 5% , 土壤侵蚀模数平均为9 000 t/ ( km2·a ) , 侵蚀类型以

水力侵蚀为主,重力侵蚀次之, 具体侵蚀分级见表1。

表 1　向阳沟小流域水土流失分级表

分级
面积

/ hm 2

比例

/ %

平均侵蚀

深/ mm

侵蚀模数

/ ( t·km- 2·a- 1)

剧烈侵蚀 26. 6 7. 3 13. 8 13572

强度侵蚀 268. 5 57. 2 5. 7 9451

中度侵蚀 69. 9 19. 2 3. 4 2718

轻度侵蚀 41. 6 11. 4 0. 9 485

不侵蚀 8 4. 9 0 0

合　计 364. 6 100

2　开发治理措施及实施顺序

根据向阳沟的自然状况及经济水平,为有效地控制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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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 治理生态环境, 1994 年初我们把向阳沟流域作为进行

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农业建设的试验基地, 起初, 也搞过一

个比较详细的规划治理方案, 其主要水保措施及经费预算如

下:

2. 1　修造梯田

规划修建基本农田57. 4 hm2 (其中新修梯田 56. 3 hm2)

需支付推土机工时费共计50. 67万元。而当时世行贷款项目

办只给配套资金 28 万元。其余缺额22. 67 万元无处落实。

2. 2　造林种草

规划造林 184. 5 hm 2,其中水保林(乔、灌) 138. 4 hm2, 需

购苗木33. 21 万株, 9. 963 万元, 经济林(苹果、梨、仁用杏、葡

萄) 46. 1 hm2 , 需购苗木 7. 61 万株, 7. 61 万元; 种草 28. 5

hm2, 购草籽427. 5 kg , 8 550元。监测区面积1. 9 hm2(由延安

水保所承担) ,以上三项共计造价 18. 428 万元。

2. 3　沟道整治工程

在主沟道修建拦洪淤地坝一座,淤地1. 1 hm2, 支毛沟上

修建拦水拦沙土石谷坊 19 座,需购料折价 6. 8万元。

上述三项措施治理完成后, 可完成治理面积272. 3 hm2,

治理度达 74. 6% ,农林牧及非生产用地比例为2∶5∶2∶1,

规划共5 年, 需投入资金(不含工日折价款) 75. 898 万元。除

项目办配套28 万元外,短缺47. 898 万元。

面对上述措施经费概算, 在当时的收入水平情况下, 对

于该村来说, 是个天文数字。那么,怎样才能把向阳沟的水土

流失治理纳入到有效的轨道上呢?对此,我们与乡、村干部进

行反复研究, 最后确定了“内引外联, 开发先行, 治理紧随, 以

开发促治理, 以治理保开发”的治理方针, 治理措施先单后

综, 先积累资金后治理环境——即渐进式开发治理模式。先

从发展支柱产业入手, 先脱贫, 然后用积累下的资金投入到

水保各项治理措施上, 最终实现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达到建设生态农业, 小康示范村的目的。具体研究制订了向

阳沟小流域开发治理的五步规划方案。

第一步( 1995年) ,以发展温棚蔬菜为切入点, 逐步减少

坡耕种植面积, 局部开始,封禁治理。针对向阳沟距延安市区

较近, 土质好, 无污染,以及延安季节鲜菜少, 农民已有零星

种植大棚蔬菜这一特点, 经与乡、村干部反复调研,最后确定

从发展大棚蔬菜这一主导产业为突破口,增加经济收入, 积

累资金。为此, 万花乡从山东寿光聘请了技术员进行技术指

导, 帮助农民贷款以解决建塑料大棚资金困难的状况。力争

达到户均一棚(约0. 03 hm3)。在积极发展大棚蔬菜的同时,

逐步退出> 25°的坡耕地用来造林或封禁治理, 以减轻水土

流失, 到1996 年4 月, 该村69 棚蔬菜平均收入0. 4 万元, 总产

值达27. 6万元。群众单从蔬菜这一项上收入人均784 元, 无

不兴高采烈, 原来退耕坡地的抵触心理也消除了。并且自觉

地投入了植树种草的行动中。

第二步,在发展主导产业的同时, 积极引进资金大搞坡

改梯工程。从1996年4 月起,该村在继续发展大棚蔬菜的同

时, 抓住世行贷款项目延河流域治理的这一有利时机,积极

引进资金, 先后和延安农校签订了出让山坡地 13. 3 hm2 建

教学实习基地的合同, 引进资金9 万余元, 又与延安水保所

签订了出让2 hm2坡地建监测区的合同, 收入资金6 万元, 加

上项目配套资金28 万元,共计吸收资金43 万元, 村里把这部

分钱全部用来进行坡改梯工程, 累计完成坡改梯 52. 3 hm2,

另外用发展蔬菜业积累的4. 6 万元资金在缓坡地带栽植经

济林38. 1 hm2, 这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870 元, 粮食总

产比前一年有所下降,但人均产粮仍达 324 kg。在积极进行

坡改梯的同时, 另一方面> 15°的坡耕地全部退耕, 整修为反

坡梯田和鱼鳞坑,栽植仁用杏及刺槐等林木。

第三步,挖掘主导产业潜力, 狠抓地力培肥, 同时全面实

行封禁治理。进入1997 年,随着群众收入的不断提高, 在继

续发展主导产业的同时,对蔬菜品种进行调整, 改变过去单

纯种植黄瓜、西红柿、辣椒、芹菜等大棚蔬菜的作法, 引进一

些稀有珍奇蔬菜品种(像西兰花、空心菜、紫甘蓝等)增加单

位面积产值。结合前一年新修地肥力水平较低, 大搞地力培

肥,推广新的耕地措施——大垄沟种植, 使当年粮食总产较

前一年有所提高。当年, 粮食单产由原来的1 125 kg / hm2提

高到2 100 kg / hm2, 而播种面积则由1994 年的177. 5 hm2下

降到95 hm 2。退耕下来的耕地全部栽植乔灌木,对于荒沟坡

则全面实行封禁治理, 改变饲养方式, 把原来的放养改变为

舍饲圈养, 鼓励农民购买舍饲优良品种, 从而使自然植被得

以迅速恢复,到1997 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 237 元,人均

占有粮食574 kg ,村里积累治理资金 21 万元。

第四步,发展主导产业, 培植经济林木的同时, 突出抓好

沟道工程的修建。进入 1998 年,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

储备治理金的增加, 在1998 年初, 开始了沟道整治工程, 在

主沟道建水坠坝一座,设计淤地面积1. 1 hm2 ,在支毛沟上修

建土、石谷坊 16 处, 坝坡下游修蓄水坝塘 3 处 (面积 0. 57

hm2 ) ,总投资达8. 9万余元。同时对栽植的经济林木进行补

植、施肥在较平缓的坡耕地上种植牧草, 用于发展养殖等。至

1998 年底全流域共形成经济林木 46. 1 hm2 (挂果的 9. 3

hm2 ) , 舍饲小尾寒羊276只, 农耕地由原来177. 5 hm2下降到

57. 4 hm2, 水保林由原来的38. 2 hm2 发展到138. 4 hm 2,人均

纯收入达到1 824 元。

第五步, 在各项治理的基础上, 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

理, 使三大措施发挥更大作用。向阳沟流域区经过4 年的开发

治理后, 基本按以开发促治理, 以治理保开发的格局进行下

去, 为使各项措施能发挥更大效益, 形成水保群体防护体系,

在1998 年秋季,村上拿出4. 8 万元给每户村民家中安装了自

来水, 投资8. 5万元, 修建卫星地面转播台一处, 解决了吃水

和看电视信号不清晰的困难,为耕作和管理方便,投资 3. 1万

元修建环山经济路 13 km, 在修建好的蓄水池中投放鱼苗 1. 2

万尾, 预计到1999年底, 可产商品鱼3 600 kg。经过4 年的建

设和治理,如今的向阳沟小流域,基本实现“山顶梯田化,沟坡

绿荫化, 川台白色化(复地膜和大棚) ,耕作机械化”的目标,已

初步显示出“水不下山、泥不出沟”的水保效益。

3　开发治理效益分析

3. 1　经济效益

向阳沟小流域经过4 年的渐进式开发治理, 经济上发生

了具体变化,治理后的粮食单产由治理前1 125 kg/ hm2增长

到治理后的 2 625 kg / hm2( 1998 年)提高了 1. 33 倍, 经济总

收入由1994 年的31. 38 万元上升到 1998 年的131. 88 万元,

增长了2. 8 倍,人均纯收入由 245 元上升到1 824元, 总收入

由原来的以种植业为主转变为以经济作物为主。具体治理前

后收入对比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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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保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也十分显著。

( 1)坡改梯后, 粮食单产增幅1. 33 倍, 虽然耕地总面积

减少了68% , 但粮食总产没有下降多少, 只减少了25%。

( 2) 4 年累计新增经济林38 hm2,到2001 年进入盛果期,

一年可产34. 56 kg , 可新增收入51. 84 万元。

( 3)营造水保林 138 hm2, 成林后,按每1 hm2 每年收入

100 元计,可新增收入 20. 6 万元。

( 4)种草28. 5 hm 2,按每 1 hm2 每年产草15 000 kg , 每1

kg0. 1 元计, 可新增收入4. 3 万元,这还不算由此发展养殖业

而带来的增值效益。

表2　向阳沟小流域开发治理前后各项经济收入对比分析表

项　目
粮食单产

/ ( kg·hm - 2)

粮食收入

/万元

经济作物

/万元

林业

/万元

牧业

/万元

其它

/万元
合计

治理前 1125 19. 60 0. 7 5. 17 44 1. 47 31. 38

治理后 2625 15. 1 42. 5 55. 16 15. 52 3. 6 131. 88

3. 2　生态效益

通过开发治理, 流域内的坡耕地全部退耕还林还草, 总

耕地面积由原来的 177. 5 hm2减少到 57. 4 hm2 ,林地由原来

的41. 6增长到184. 5 hm2, 种草从无到有,净增28. 5 hm2, 林

草覆盖率由原来的11. 3%增长到59. 7% , 同时通过坡改梯,

沟道整治, 使治理度达到74. 6% , 有效地保护了水土资源, 增

强了土壤肥力, 减少地表径流,拦蓄泥沙效益十分显著, 据延

安水保所测定: 治理后侵蚀模数下降到1 237 t / ( km2·a ) , 轻

微侵蚀和中度侵蚀的比例明显提高。如今的向阳沟,梁峁顶

梯田层层叠叠,山腰坡绿树郁郁葱葱, 沟台地大棚摩肩接踵,

置身其间,宛若江南之感。

3. 3　社会效益

流域内开发治理后经济收入稳定增长, 群众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不但在短短 4 年内脱了贫, 而且提前跨入小康行列。

如今的向阳村,家家通自来水 ,户户有电视、存款, 住房由原

来的土窑洞全部变为崭新的石窑洞。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100% , 集体公共积累金逐年增长。该村也因此而被宝塔区

委、区政府命名为“科技示范村”“小康文明村”该流域也被世

行贷款项目延河流域治理办命名为“流域治理示范点”。

4　结　语

( 1)贫困地区的小流域治理不一定非要走“水保先入”的

路子,以经济开发为切入点, 逐步积累资金边开发边治理,也

不失为一项好的途径。

( 2)贫困地区小流域治理, 在资金比较紧缺的情况下,采

用“内引外联”的办法, 引进资金和技术治理水土流失, 同样

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 3)小流域治理, 不一定非走三大措施一起上的路子,可

先分后合, 先单一治理, 后综合治理, 同样, 能起到治理水土

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 4)小流域治理规划一定要与当地经济条件相适应, 应

抓主导产业的发展和建设,并且遵循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

则,以期发挥各地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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