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土保持在库区奔小康中的支撑作用
,

呼吁全社会都来关

心
、

参与库区水土保持工程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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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优秀生态旅游城市必须坚持

水土保持工作

林助金

浅议江河源区生态环境重建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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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部
,

既是江河源头区
,

又

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分界区
,

地域具有典型的高原

型
、

荒漠化生态特点
。

据全国第三次土壤侵蚀遥感调查成

果
,

青海省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 35 .4 3 万 b n Z ,

接近整个

江河源区区域面积的一半
,

生态环境总体上趋于恶化
,

极

大地影响着当地与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正在实施的

西部大开发
。

生态系统建设中最大的问题是植被恢复问题
。

笔者提

出通过集中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和分类实施大的区域生态

环境建设
,

将建设措施进行有效的配置
,

来支持和保障大

面积的植被恢复
,

下决心解决高原小城镇建设和生态移民

问题
,

把
“
两封三禁

”

作为东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突破性

措施
,

在内陆河地区
,

围绕治沙防沙
,

以植树造林为重点
,

综合防治地
,

同时开展绿洲生态农业建设 ; 在青南地区
,

围绕退耕还林草
,

以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为纽带
,

因地制宜

地探索植被恢复建设
;

在东部地区
,

围绕水资源短缺
,

以

防沙减蚀和涵养水源为目标
,

注重效益
,

逐步完善小流域

综合治理体系建设
。

生态重建战略中最大的问题是协调共举问题
。

笔者认

为还应加紧实施联合重点攻关
,

如农业应加快稳定基本农

田
、

调整产业结构
、

探索科技增产
,

建设规模化绿洲生态

农业 ; 林业应加快制定退耕配套措施
、

选育先锋树种
、

物

种群落多样化
,

稳定林业资源的良性循环 ; 水利应加快水

资源的优化配置
、

发展林草灌溉
、

推广节水新技术
,

突破

水利重点只为农业服务的单一局面
;

牧业应加快消灭鼠

害
、

轮封休牧
、

改良草场
,

推进现代化草原畜牧业 : 水土

保持应加快探索生态自我修复
、

水土流失分类防治
、

区域

信息动态监测
,

围绕区域特点开放式搞活水土保持生态环

境建设
。

水土保持与农林水牧协调共举是有效重建我省生

态环境系统的必 由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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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海上丝绸之路

:

泉州史迹
”

申报
“
世界遗产

”

为

契机
,

南安市提出了建成中国优秀生态旅游城市的思路
。

这一思路立足于南安具有发展生态旅游业得天独厚的优

势
,

着眼于生态环境是生态旅游的生命线
,

水土保持是生

态旅游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赢的有效途径
,

提出增强生

态旅游的水土保持意识
,

对生态旅游的开发要在做好水土

保持
、

防止水土流失的基础上
,

进行合理
、

科学地开发利

用
。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
、

社会
、

环境三大效益

的协调发展
,

实现水土资源永续利用和人 与自然和谐共

存
,

让千姿百态的大自然风光得到保护
。

要实现这一思路
,

还要科学规划
,

制定生态旅游的治理措施
,

切实做到合理

有序地开发利用生态旅游资源
,

实现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

设促进生态旅游业发展
。

生态旅游业的发展也要促进水土

保持生态环境建设
,

为南安生态旅游的发展创造优美的外

在环境
。

此外
,

要加强监管
,

维护生态旅游的水土资源
,

以促进林木生长和植被恢复
,

改善自然环境
,

使生态旅游

充满生机与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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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的必要性

李 敏 张 丽

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严重
,

侵蚀模数大于 l叨C口

( k m Z ·

a) 以上的水土流失面积达 45 .4 万 k m Z ,

占总面积

的 71 %
。

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特点主要有三
:

一是侵蚀

强度大
,

二是侵蚀区域集中
,

三是泥沙主要来自沟道侵蚀
。

严重的水土流失
,

使泥沙淤积在黄河下游河床
,

造成黄河

复杂难治 ; 影响了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 恶化了

生态环境
;

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
。

实践证明
,

大规模开展淤地坝建设
,

发挥拦沙蓄水淤

地等综合功能
,

对促进当地农业增产
、

农民增收
、

农村经

济发展
,

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

以及有

效减少入黄泥沙
、

确保黄河长治久安具有非常重大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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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截至 20 00 年
,

黄土高原地区己建成淤地坝 11
.

3 万座
,

淤成坝地 30 多万 h m Z ,

发展灌溉面积 2 万多 h时
。

这些淤

地坝在治理黄河
、

改善生态环境
、

发展农村经济等方面发

挥了显著的作用
。

因此
,

加快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建设十分必要
:
一是

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二是加快淤地坝建设
,

可以快速控

制水土流失
,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

改善生产
、

生活和交通

条件
,

为西部大开发创造良好的建设环境
。

三是淤地坝建

设形成了旱涝保收的基本农田
,

解除了群众的后顾之忧
,

使现有坡耕地
“

退得下
、

稳得住
、

不反弹
” ,

为退耕还林

创造条件
。

四是修建于沟道中的淤地坝
,

从源头上封堵了

向下游输送泥沙的通道
,

在泥沙的汇集和通道处形成了一

道人工屏障
,

固定了沟床
,

抬高了侵蚀基准面
,

减轻了沟

道侵蚀
,

为黄河河床不抬高提供了根本的保障
。

据分析论证
,

黄河中游地区尚可修建淤地坝 16 万多

座
。

其中
,

到 2 0 10 年
,

建设淤地坝 6 万座
,

在多沙粗沙

区初步建成较为完整的沟道坝系
:

在黄河中游的其他地

区
,

建成一批示范坝系
,

年减少入黄泥沙达到 5 亿 t
。

2 01 1~

201 5 年
,

再建设淤地坝 .4 7 万座
,

在多沙区初步建成较为

完整的沟道坝系
,

年减少入黄泥沙达到 6 亿 t
。

到 2 020 年
,

累计新建淤地坝 16
.

3 万座
,

在黄河中游地区的主要入黄支

流
,

建成较为完善的沟道坝系
,

年减少入黄泥沙达 7 亿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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