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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合 为百姓铺就乡村振兴幸福路
民营企业是人民的，属于整个社会因地施策 科学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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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同治 绿富共赢
——宁夏水土保持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单 瑞 文/图

全区水土流失面积由 1.96 万平方公
里减至1.57万平方公里，减幅达19.9%，中
度及以上侵蚀面积减少到 5310 平方公
里，减幅达48.1%，实现水土流失面积和强
度双下降转变；

全区各级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 3071 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和报
备 1069 件，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 10.24 亿
元，使生产建设项目人为水土流失得到有
效控制；

……
一组组翔实数据的背后，是我区生

态文明建设的鲜活注脚，是水土流失治理
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宁夏各地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发展理念，坚持保护与治理并重，坚持以
小流域为单元、以农民富、乡村美为目
标，着力推进水土流失治理与打赢脱贫攻
坚战相结合，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相
结合，与发展乡村旅游相结合，与发展特
色产业相结合，充分发挥水土保持的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持续用力，
久久为功，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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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吉县吉强镇龙王坝村窑洞民宿。

“治一方水土，兴一方经济，富一方
百姓，美一方家园”。水土保持不仅美化
了环境，还生出了财富。蕴含于“绿水青
山”之中的生态产品价值，正源源不断地
为当地百姓带来无穷的财富。

“以前没有工作，家里生活很困难。
后来村里开始发展乡村旅游，我就在窑

洞民宿做保洁工作，现在每月收入 2000
多元，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了！”谈起近几
年的生活变化，在龙王坝村窑洞民宿工
作多年的谢阿姨深感欣慰。

龙王坝村党支部副书记、宁夏瑞信
龙王坝文化旅游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焦建鹏告诉记者，2021年，龙王坝接待游

客达 19 万人次，收入达 1900 万元，全村
人均纯收入达 11200元。“我们还以西吉
县心雨林下专业合作社为主体，先后带
动完成 40户民宿改造，常年参与旅游就
业村民 70人，并开发了石磨磨面、碌碡碾
粮等传统农业生产体验，采农家菜、养农
家鸡、吃农家饭、住农家炕等农家生活体
验系列旅游产品，使村名们从生产者摇
身变为经营者。”焦建鹏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龙王坝村在
2017年至 2019年，先后被中组部、农业农
村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以及固原市委党
校等单位评定为全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
基地、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
自治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等。

“伴随着基地基础设施提升、基地的培训
师资力量逐渐增长以及基地的培训次数
日益俱增，龙王坝村乡村振兴的路子一定
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好。”焦建鹏说。

无独有偶。在海原县史店乡田拐
村，针对该村坡耕地资源较多、水土流失
严重的情况，当地积极实施“坡改梯”工
程，建成一万亩红梅杏基地，利用红梅杏
春季开花、夏季结果、秋季红叶的特点发
展乡村旅游（民宿）产业，不断拓宽农民
增收渠道。

“以前的海原县梁峁相间、沟壑纵

横、地形破碎，一到雨季，有限的坡耕地
出现跑水、跑土、跑肥，产业发展受到极
大阻力。”海原县水土保持监测站站长
南煜平告诉记者，经过多方考察以及自
治区水利厅派专家指导，最终选择了坡
耕地资源较多、水土流失严重的田拐村
结合水土保持打造万亩红梅杏基地。

如今，红梅杏产业已经助力海原县
962户 3496人脱贫致富，还带动了周边群
众的务工增收，拓宽了当地群众的增收
渠道，经济效益明显。

“一斤 15元，如果能收 5万斤，就能
卖 75万元，刨掉人工和成本，一年大概收
入 30万元。”田拐村果农田占福算了算今
年的收成账，笑得合不拢嘴。

自 2018年起，海原县积极响应乡村
振兴战略，致力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融合发展道路，依托红梅杏基地筹划发
展农村休闲观光旅游项目，已成功举办
多届乡村文化旅游节，进一步提升海原
知名度，扩大海原旅游影响力，助力农民
实现了增收致富。

“绿色生态、清新空气、优美环境就
是挣钱的‘法宝’。”田拐村党支部书记
杨彦俊说。截至 2021年底，全村培育农
家乐 15家，村民们依靠发展乡村旅游，正
在致富路上“杏”福前行。

彭阳县位于固原市东南边缘，六盘山东麓，属典型的黄
土高原干旱丘陵沟壑区。1983年建县之初，彭阳县委和政
府面对生态脆弱贫困之根源，确立“生态立县”不动摇的战
略目标，且代代相传，任任接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
着一任干”，创造了“山顶林草戴帽子、山腰梯田系带子、沟
头库坝穿靴子”流域综合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
水土保持助力“生态立县”的发展之路。

7月 5日，记者登上彭阳县阳洼流域金鸡坪梯田公园山
顶，层层叠叠的梯田在眼前铺展，勾勒出浓淡相宜的光影画
面，令人心旷神怡。

据了解，阳洼流域总面积 96.3平方公里，涉及白阳、草
庙 2个乡镇 8个行政村，自 1997年该流域被列为黄河中上游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项目试点流域以来，彭阳县水务局坚持生
态环境改善、农业基础建设和产业开发相结合，在不断实践
探索过程中，创造“88542”隔坡反坡水平沟整地造林技术，即
沿等高线开挖宽 80厘米、深 80厘米的水平沟，修筑高 50厘
米、顶宽 40厘米的外埂，埂外坡自然坡面呈 60度角，田面整
修成宽 2米、外高内低的反坡状，蓄水、保土、保墒效果显著。

“我们坚持以小流域综合治理为基本单元，总体规划，
整座山、整条沟、整个流域先下后上、先坡后沟、造林修田，
实现山水田林路一体推进。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
草，坚持‘山顶沙棘、柠条戴帽，坡地杏树、山桃缠腰，路埂乔
木、灌木结合’布局，探索推行‘山顶林草戴帽子，山腰梯田
系带子，沟头库坝穿靴子’流域综合治理模式。”彭阳县水务
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彭阳县森林
覆盖率已由建县初的 3%提高到 34.31%，累计治理小流域 90
条 1879.9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程度由 11.1%提高到
80.58%，水土保持率达到 81.18%。彭阳县也先后荣获“全国
生态建设先进县”“全国水土保持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7月 4日，沿着平整的山路盘旋向上，记者看到：一个个
标有“龙王坝村”字样的火红灯笼错落有致地挂在树上，一
间间别具特色的窑洞客房一字排开。

坐落在六盘山脚下的西吉县吉强镇龙王坝村2013年以前
是一个贫困的小山村。“半山腰上种啥啥不成，放眼只有望不尽
的苍凉。”是当时村民最真实的感受。后来，经过近十年的退耕
还林和小流域治理，龙王坝村的山地上开始变得草木茂盛。

“2020 年，龙王坝村实施了龙泉湾小流域综合治理项
目，项目区以龙王坝村为中心，延伸到上堡子和袁家河的两
个自然村，通过实施坡改梯、沟道造林、行道树，修建沟头防
护、谷坊等措施，将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做到工
程、林草与农业措施相结合；预防、治理与管理相结合；生
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相结合；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与产业结构
调整、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西吉县水务局局
长冯建洲告诉记者，该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改善了农业生产
条件和生态环境，推动了村民发展休闲农业，彻底改变了这
个贫困小山村贫穷落后的面貌。

截至目前，龙王坝村已整合投资 1.3亿元，建成了百亩梯
田高山观光温室果蔬园、千亩油用牡丹基地、万羽生态鸡养殖
基地、农家餐饮中心、民宿一条街、滑雪场、窑洞宾馆、大型会议
培训室、山毛桃生态观光园、儿童游乐园、乡村科技馆等，形成
了传统三合院、多种风格特色民居并存的美丽乡村风貌。

欲见山河千里秀，先保大地一寸土。近年来，按照“南
部治理、中部修复、全面预防、重点监督”的水土流失防治思
路，宁夏坚持以水土流失区为重点，以清水河等重点流域为
骨架，以小流域为单元，坚持工程、生物和管理措施并举、乔
灌草齐抓，大力实施淤地坝建设，小流域、坡耕地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等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推进生态经济型、生态清洁
型流域建设，加快形成了完善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进
一步了改善水土流失状况，有效提升了水源涵养能力，初步
实现了土不下山、清水出沟的治理目标。

《水库上游生物拦沙坝技术》获得宁
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宁南山区坡改梯耕地质量监测及提升
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获得宁夏回族自
治区区科学进步三等奖；《宁夏水土流
失重点地区水土保持骨干坝状况调查
研究》与《宁夏南部山区新修水平梯田
土壤培肥试验与示范展示》获得宁夏回
族自治区水利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7 月 6 日，在海原县水务局树台水保试
验站采访时，记者在一面墙上看到了该
站开展水土保持试验研究与监测工作
以来所获奖项。

随着水土保持事业的不断深入发
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目前，宁夏建立由自治区水土保持
监测总站、市监测分站及各水土流失类
型监测站点组成的三级监测网络，先后
开展了宁夏水土保持普查、水土流失动
态监测，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水土保持生
态环境动态监测等工作。“我们先后与中
国水科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等单位
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宁夏大学等院校联
合，开展小流域水土保综合治理工程监
测、小流域沟道治理坝系监测、宁南山区
退耕还林草工程监测以及水土流失动态
监测等项目，建立宁夏水土流失动态监

测管理系统，发布《宁夏水土保持公告》，
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水土保持技术支撑。”自治区监测总站
正高职高级工程师徐志友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时
代生态号角已吹响，如何谱写好水土保
持监管工作新篇章？是摆在全区水利系
统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近年来，我们配合自治区人大开展
了水土保持‘一法一办法’执法检查，依
法开展了黄河流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生产建设项
目‘未批先建、未验先投、未批先弃、未开
展监测监理、未缴纳补偿费’等六类违法
违规行为。联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
通运输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强化对公
路等重点行业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监管，会同司法、公安、检察、执法、税务
等部门，攻堡垒、拔钉子，协同推进，近十
年积累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违法违
规问题全部整改完成。”自治区水利厅水
土保持处副处长杨建新介绍，去年以来，
全区三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认真履职，积
极开展遥感监管、信用监管，对 916个生
产建设项目水保方案落实情况进行了跟

踪督查，抽取 246个项目开展验收核查，
2019 年至 2021 年遥感监管发现的 2032
个问题图斑全部整改销号，建成全区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台账数据库，用信
息化手段提高了监管效率和水平。

杨建新表示，自治区水利厅将进一
步完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事前事中
事后全链条全过程监管体系，严格落实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制度，常态
化开展水土保持遥感监管，督促建设单
位依法履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落实防
治措施。建立完善问题台账，限期整改
对账销号，减少存量遏制增量，做到遥感
监管和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动态清零，
着力遏制人为水土流失，保护好有限的
水土资源，守好改善生态环境生命线，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推动水土保
持高质量发展是新阶段水土保持工作

的主要任务，是一项系统工程。“十四
五”时期，宁夏水利人将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入贯彻
落实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遵循
水利部推动新时期水利高质量发展的
六条实施路径，把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
主题贯穿到水土保持工作的各方面和
全过程，争取到 2025 年，全区新增水土
流失治理面积 4650平方公里，水土保持
率达到 78%，森林覆盖率达到 20%，草
原植被综合盖度达到 57%，水土流失面
积和强度进一步下降，助力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乡村全面
振兴样板区建设，实现生态、经济、社会
效益多赢，筑牢祖国西部生态安全屏
障，为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新宁夏
贡献水保力量。

勇毅前行 全面推动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

彭阳县大沟湾流域青
云湾梯田公园。

在彭阳县阳城乡长城村老蔺红梅杏采摘园
游客采摘。

泾源县香水镇下寺村惠台片区综合治理工程。 自治区水利厅水土保持处在海原县树台水保试验监测
站了解该站相关工作开展情况。

在彭阳县阳城乡长城村老蔺红梅杏采摘园果农展示刚采摘的红梅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