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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概况

黄河中游地区西起日月山
,

东至太行山
,

南靠秦岭
,

北抵阴山
,

涉及青海
、

甘肃
、、

宁夏
、

内蒙

古
、

陕西
、

山西
、

河南等 7 省 (区 ) 的 50 个地 (盟
、

州
、

市 )
、

3 17 多个县 (旗
、

市
、

区 )
,

总面积

64 万 kmz
,

占黄河流域 75 万 k r n早的 85 %
。

该区山地和丘陵所占面积比重较大
,

沟壑密布
,

粱筛起伏 ;

植被稀少
,

黄土疏松
、

裸露 ; 气候干早
,

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

多暴雨
,

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

1
.

1 水土流失及其特点

根据公告的全国土壤侵蚀第二次遥感调查资料
,

该区侵蚀模数大于 1以X )“ ( k
n 1 2

.

a) 以上的水上

流失面积达 45
.

4 万 腼产
,

占总面积的 71 %
。

其中
,

水蚀面积 33
.

7 万 kmZ
,

占总面积的 52
.

7% ; 风蚀

面积 11
.

7 万 kmz
,

占总面积 18
.

3%
。

黄河中游地区多年平均年输人黄河的泥沙达 16 亿 姚

由于特殊的 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条件
,

加之垦殖历史久远等人为因素的影响
,

使得该区水上流失

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鲜明特点
:

l) 侵蚀强度大
。

根据遥感普查资料
,

黄河中游地区侵蚀模数大于 l 以) )“ (物早
·

a
) 的轻度以上水

土流失面积为 45
.

4 万 腼
2 ,

占该区土地面积的 70
.

9%
。

侵蚀模数大于 5 (X幻“ (腼平
.

a
) 的强度以上水

蚀面积 14
.

6 万 肠
2 ,

占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面积的 犯
.

1%
,

占全国同类面积的 38
.

9% ; 侵蚀模数

大于 8 以刀口 ( kl
nZ

·

a
) 的极强度以上水蚀面积为 8

,

51 万 腼平
,

占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面 积的

18
.

7%
,

占全国同类面积的 必
.

1% ; 侵蚀模数大于 巧 仪刃口 (拓
1 22

·

a
) 的剧烈水蚀面积为 3

.

67 万 玩
“ ,

占黄河中游地区水土流失面积的 8
.

1%
,

占全国 同类面积的 89 %
。

局部地区的侵蚀模数甚至超过 30

以叉)汀 ( km 2 . 。
)

。

2 ) 侵蚀区域集中
。

研究表明
,

黄河河 口镇至龙门区间及径
、

洛
、

渭河上游 19
.

12 万 肠
2 白勺多沙

区是黄土高原地区的集中产沙区
,

该区域每年输人黄河的泥沙约 13 亿 t
,

占黄河多年平均输沙量 16

亿 t 的 80 % 以上
。

特别是 7
.

86 万 肠平的多沙粗沙区
,

是黄河泥沙
、

尤其是粗泥沙的主要来源区
。

多沙

粗沙区的面积仅占黄河流域面积的 2
.

2%
,

年输沙量却占黄河年输沙量的 65
.

2% ; 三门峡库区及黄河

下游河道每年淤积泥沙 3
.

72 亿 t
,

粒径大于 0
.

05 ~ 的粗泥沙为 1
.

57 亿 t
,

其中大约 73 % 的粗泥沙来

源于多沙粗沙区
。

3) 泥沙主要来 自沟道侵蚀
。

该区沟壑发育
,

沟道侵蚀相当严重
。

尤其是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黄土

高源沟壑区
,

沟谷地面积虽占总面积的 40 % 左右
,

而产沙量却占总产沙量的 60 % 以上
。

沟道以崩塌
、

滑塌
、

泻溜为主要形式的重力侵蚀活跃
,

其产沙量一般占沟谷产沙量的 50 % 一
60 %

、 。

1
.

2 水土流失造成的危害

l) 泥沙淤积下游河床
,

造成黄河复杂难治
。

该区多年平均年输人黄河的 16 亿 t 泥沙中
,

约有 4

亿 t 沉积在下游河床
,

致使河床每年抬高 8 一 1c0 m
,

平均高出地面 4 一 6m
,

形成著名的
“

地上悬河
” ,

直接威胁着下游两岸人民生命安全
。

2 ) 影响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利用
。

为了减轻泥沙淤积造成的库容损失
,

部分黄河干支流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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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采用蓄清排浑的运行方式
,

使大量宝贵的水资源随着泥沙排人黄河 ; 而在黄河下游
,

平均每年

需消耗 2加
一 300 亿 衬 的水资源

,

用于冲沙人海
,

降低河床
。

3) 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
。

水土流失是该地区贫困的根源
。

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土地支离破碎
,

形

成千沟万壑
,

减少耕地资源
,

导致土壤肥力下降
,

土地生产力衰退
,

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

危

机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

经过多年的扶贫
,

目前仍有近 l以X )万贫困人 口
。

4 ) 恶化了生态环境
。

水土流失是黄河中游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特征
。

全区长度在 0
.

s km 以上的

大小沟道达 27 万多条 ; 水土流失和原有植被破坏
,

恶化了生态环境
,

加剧了土地和小气候的干旱程

度以及其它自然灾害的发生
。

2 淤地坝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淤地坝是在沟道中修建的拦蓄洪水泥沙
、

淤地造田的水土保持工程设施
。

按照库容大小
,

一般可

将淤地坝分为 3类
,

库容在 1万
一 10 万 扩 的为小型淤地坝

,

库容在 10 万
一
50 万砂 的为中型淤地坝

,

库容在 50 万 衬 以上的为骨干坝
。

中
、

小型淤地坝的主要作用是拦泥淤地
,

骨干坝的主要作用是
“

上

拦下保
” ,

即拦截上游洪水泥沙
,

保护下游中小型淤地坝安全
,

提高沟道工程防洪标准
。

2
.

1 淤地坝的起源

最早的淤地坝是自然形成的
,

距今已有 4X() 多年
。

明代隆庆三年 (公元 1569 年 )
,

陕西子洲县黄

土洼
,

因自然滑坡
、

坍塌
,

形成天然聚揪
,

后经人工修整而形成高印 m
、

淤地 54 】I n
产的淤地坝

。

有记

载的人工筑坝始见于山西省 《汾西县志》
:
明代万历年间 (公元 1573 年

一 1619 年 )
“

涧河沟渠下湿处
,

淤漫成地易于收获高田
,

值早可以抵租
,

向有勤民修筑
。 ”

淤地坝在清代已引起官方的重视
,

据 《续

行水金鉴》 卷十一记载
,

清乾隆八年 (公元 1743 年 )
,

陕西监察御史胡定在奏折中写道
“

黄河之沙多

出自三门以上及山西中条山一代涧中
,

请令地方官于涧 口筑坝堰
,

水发
,

沙滞涧中
,

渐为平壤
,

可种

秋麦
。 ”

水利专家李仪扯先生
,

在 1 922 年所著 《黄河之根本治法商榷》 一文中指出
: “

皆渭沟恤可以

容水
,

可以留淤
,

淤经谍取可以粪田
,

利农兼以利水
,

予深赞斯说
。 ”

又说
: “

治水之法
,

有以水库节

水者
,

各国水事用之甚多
。

然用于黄河
,

则未见其当
,

以其挟沙太多
,

水库之容量减缩太速也
。

然若

分散之为沟恤
,

则不窗亿千小水库
,

有其用而无其弊
。

且有粪田之利
,

何乐而不为也
。 ”

194 5 年黄委

会批准关中水土保持试验区在西安市荆峪沟流域修建淤地坝一座
,

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黄土高原地区

修建的第一座淤地坝
。

2
.

2 淤地坝的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

淤地坝建设得到全面发展
,

主要经历了 3 个阶段
。

1)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

在淤地坝进一步试验普遍成功后
,

通过落实
“

北方农村工作会议
”

精

神
,

淤地坝建设速度加快
。

现有淤地坝主要为这一时期建设
,

所建坝大多为中小型撇地坝
。

由于缺少

统一规划和科学设计
,

标准低
,

目前大多数已淤满
,

需要进一步加固配套
。

2 ) 20 世纪 so 年代后
,

通过总结第一阶段淤地坝建设 的经验和教训
,

针对淤地坝单坝规模小
、

中小型淤地坝数量多
、

无控制性骨干坝即
“

小
、

多
、

成群无骨干
” ,

遇较大的暴雨洪水易出现垮坝的

问题
,

经过科学研究
,

在沟道适当位置增建骨干坝
,

拦截上游洪水
、

保持下游中小型淤地坝安全
,

提

高了防洪标准
,

扭转了过去多次洪水淤积
、

一次较大洪水连锁垮坝
、

洪水泥沙俱下的所谓
“

零存整

取
”

现象
。

3) 近年来
,

为进一步保证淤地坝的运行安全和充分发挥整体效益
,

在全面总结淤地坝建设经验

的基础上
,

经过反复的科学试验和研究
,

确立了
“

以支流为骨架
、

小流域为单元
,

骨干坝和中小型淤

地坝相配套
,

建设沟道坝系
”

的思想
。

目前
,

黄土高原地区初步建成了以陕西省宝塔区碾庄沟
、

山西

省离石县阳坡
、

内蒙古准格尔旗川掌沟
、

甘肃省定西县花岔
、

宁夏西吉聂家河等为代表的小流域坝

系
,

对沟道坝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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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淤地坝建设的成就

截止 2 0( 幻年
,

黄河中游地区己建成淤地坝 n
.

3 万座
,

主要分布在陕西
、

山西
、

甘肃
、

内蒙古
、

宁夏
、

青海
、

河南等七省 (区 )
。

陕西 368 16 座
、

山西 378 20 座
、

甘肃 66 30 座
、

内蒙古 17 8 19 座
、

宁

夏 49 36 座
、

青海 3877 座
、

河南 4 147 座
。

其中
,

陕
、

晋
、

蒙 3 省区共有淤地坝 9 万余座
,

占总数的

82
.

5%
。

这些淤地坝共拦截泥沙 2 10 多亿 t
,

淤成坝地 so 多万腼字
,

发展灌溉面积 2 万多 1加罕
,

保护下

游沟
、

川
、

台地 1
.

33 万多 h mZ
。

在已建成的淤地坝中
,

国家投资修建的骨干坝 1356 座
,

控制流域面积 97 24 k n 12
,

总库容 13
.

75 亿

m3
。

4 淤地坝的作用

4
.

1 拦泥保土
,

有效地减少了入黄泥沙

黄河泥沙主要来源于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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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不但能够拦蓄坡面汇人沟道内的泥沙
,

而且能够固定沟床
,

抬高侵蚀基准面
,

稳定沟坡
,

制止沟岸扩张
、

沟底下切和沟头前进
,

减轻沟道侵

蚀
。

据有关资料调查
,

大型淤地坝每淤 l hln
Z
坝地平均可拦泥 120 0沉) t

,

中型淤地坝平均拦泥 80 X( X) t
,

小型淤地坝平均拦泥 45 0( X) t
。

由骨干坝和中小型淤地坝组成的坝系拦泥效益更为显著
。

如内蒙古准格尔旗西黑岱小流域总
、

面积

32 km 2 ,

建成淤地坝 38 座
,

形成了较完善的沟道坝系
,

累计拦泥 已5 万 t
,

达到泥沙不出沟
。

陕西横

山县赵石畔流域面积 60
.

68 la n字
,

建成淤地坝 45 座 (其中骨干坝 8 座 )
,

总库容 2 982
.

5 万 扩
,

已拦泥

2 03 9 万 t
。

根据水沙基金
、

水保基金
、

自然基金和国家
“

八五
”

攻关等黄河水沙变化课题研究成果综

合分析
,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

水利水保措施年均减少人黄泥沙 3 亿 t 左右
,

其中库坝工程减沙占

70 % 以上
( ,

黄土高原地区现有的 11 万多座淤地坝已累计拦泥 2 80 亿 t
,

其中多沙粗沙区 68 0 83 座
一

已累

计拦泥 巧 5亿 t
,

占 73
.

8%
。

大量数据和事实表明
,

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工程对黄河减沙和黄河下游

的持续安澜作出了巨大贡献
。

.4 2 淤地造田
,

提高了粮食产量

坝地地平
、

墒好
、

肥多
、

土松
,

易于耕作
,

而且抗干早能力强
,

农业增产作用与效益十分显著
。

现有的淤地坝已淤地 30 多万 l训
2 ,

坝地平均产量 4
绷

一 6仪刃k岁hm 字
,

高的达 13 500 k群恤尹
,

是坡耕地

的 6 一 or 倍
。

陕西省水利厅和榆林市
、

延安市水保局联合调查子洲
、

绥德两县
,

坝地面积分别占耕地

面积的 6
.

8% 和 4
.

8%
,

所产粮食占总产量的 27
.

8% 和 30 %
。

山西省汾西县康和沟流域
,

坝地面积占

流域总耕地面积的 28 %
,

坝地粮食总产却占该流域粮食总产量的 65 %
。

特别是在大旱的情况下
,

坝

地抗灾效果更加显著
。

19 95 年陕西省遭遇特大干早
,

榆林市横山县赵石畔流域有坝地 1肠
.

7 hm尸
,

坡

耕地 1确
.

7 hxnz
,

坝地产量均在 4卿k g/ hlnZ 以上
,

而坡耕地亩产仅 150kg/ :hm
。

4
.

3 促进水资源利用
,

解决农民生活生产用水

淤地坝运行前期作为水源工程
,

小流域坝系中部分骨干坝作小水库使用
,

能够有效蓄积
、

利用地

表径流
,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

对解决水资源缺乏地区的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用水发挥着重要作用
。

据

调查
,

黄河中游地区已建成的淤地坝
,

解决了 l X( X〕万人的饮水困难间题
。

同时
,

利用骨干坝前期蓄

水发展灌溉面积 2
.

33 万腼字
:

、

甘肃环县七里沟坝系平均每年提供有效水资源 160 多万 扩
,

常年供给

厂矿企业
,

并解决了附近 4 个行政村 7(XX ) 多头 (只 ) 牲畜的用水问题
。 “

十年九旱
”

的定西县花岔流

域
,

多年靠窖水和在几十里外人担畜驮解决人畜饮水
,

通过坝系建设
,

不仅彻底解决了水荒
,

而且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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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还向流域外调水 05 多万 时
,

发展灌溉 133
.

3 h l
nZ

。

4
.

4 增加农民收入
,

发展农村经济

坝地良好的水肥条件和高产稳产
,

为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和调整产业结构奠定了基础
,

为农业结构

调整创造了条件
,

使过去单一的粮食生产经济结构
,

转变为农
、

林
、

牧
、

副
、

渔各业并举
,

多种经

营
,

增加了农民收人
,

发展了农村经济
。

内蒙古清水河县范四夭流域
,

过去
“

靠天种庄园
,

雨大冲良

田
,

天早难种田
,

生活犯熬煎
” ,

自从开展以小流域为单元治沟打坝以来
,

带动了各业生产
,

2的 1年

人均纯收人达 1盯O元
,

电视
、

电话
、

摩托车等开始进人百姓家
。

甘肃定西县道回沟流域
,

利用 8 座

骨干坝发展水浇地 33
.

3hmz
,

建成温室 10 座
,

蔬菜大棚 4 座
,

年加工 l 万 掩 的马铃薯粉厂
。

目前黄

河中游地区已涌现出一些
“

沟里坝连坝
,

山上林草旺
,

家家有牛羊
,

户户有余粮
”

的村庄
。

4
.

5 促进退耕
,

改善生态环境

淤地坝建设
,

增加了水肥条件较好的基本农田
,

使农民由过去的广种薄收改为少种高产多收
,

优

化了土地利用结构
,

促进了陡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
,

推动了大面积植被恢复
,

改善了生态环境
。

据分析
,

l h xl
l2 坝地可促进 90

一 150 ll n l2 的坡地退耕
。

陕西清涧老舍古流域
,

大力发展淤地坝后
,

人均基本农田 0
.

18 ll n 12
,

人均产粮 4巧吨
,

退耕 1937 hm 宇
,

占原耕地面积的 43
.

9 %
。

绥德县王茂庄小流

域
,

有坝地 26
.

7 hi l
产

,

在人口增加
、

粮食播种面积缩小的情况下
,

粮食总产稳定增加
,

大量坡耕地退

耕还林还草
,

耕地面积由占总面积的 57 %下降到 28 %
,

林地面积由 3%上升到 45 %
,

草地面积由 3%

上升到 7 %
。

实现了人均林地 2
.

4 1u n2
,

草地 o
.

3hrn 伞
,

粮食超千斤
。

4
.

6 利于区域防洪减灾
,

保护下游生产安全

以小流域为单元
,

淤地坝通过坝系建设
,

大
、

中
、

小结合
,

骨干坝控制
,

层层拦截
,

具有较强的

削峰
、

滞洪能力和上拦下保的作用
,

能有效地防止洪水泥沙对沟道下游造成的危害
。

黄土高原地区现

有骨干坝
,

可保护下游沟
、

川
、

台
、

坝地 1
.

87 万 h x l
l2

。

19 89 年 7 月
,

内蒙古准格尔旗的川掌沟发生 150 年一遇的洪水
,

坝系工程拦蓄洪水 593 万衬
,

缓

洪 5 14 万 扩
,

削减洪量 89
.

7%
,

保证了下游坝地
、

生产生活设施的安全
。

甘肃省庆阳县崭山湾淤地

坝建成以后
,

下游 80 户群众财产有了安全保障
,

道路畅通
,

40 h n
lZ 川台地得到保护

,

仅该坝保护的

川台地年人均纯收人就达 16 80 元
。

使烂泥沟变成了
“

聚宝盆
” 。

.4 7 以坝代桥
,

改善交通条件

淤地坝的建成
,

坝顶成为连接沟壑两岸的桥梁
,

改善了黄土高原地区的交通条件
,

方便了群众的

生产生活
,

促进了物资
、

文化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

据调查统计
,

黄河中游地区坝路结合的淤地坝

占加%
,

相当于建设 2万余座乡村公路桥
。

甘肃省定西县建成的淤地坝有 90 % 以上已成为重要的交

通道路
。

5 基本经验

从 19 86 年开始
,

黄河中游水土保持骨干坝列人国家基本建设项目以来
,

淤地坝建设逐步走上规

范化建设的轨道
。

骨干坝是沟道坝系的主体工程
,

投资大
,

技术含量高
,

从开始实施就得到了水利部

和黄委会的高度重视
,

按照正规化
、

标准化
、

规范化建设的要求
,

相继制订了 《水土保持骨干坝技术

规范》
、

《骨干坝建设和管理细则》
、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等一系列技术规范标准
,

严格按照基建程序管理
,

取得了明显效果
。

5
.

1 按坝系实施是淤地坝建设的必由之路

总结黄河中游地区沟道坝系建设的成功经验
,

在工程规划布局上
,

改变过去工程布局分散
,

规模

效益低的状况
,

坚持以多沙粗沙区为重点
,

以小流域为单元
,

以骨干坝为支撑
,

以原有沟道工程为基

础
,

完善小流域淤地坝工程建设
,

使之形成布局合理的坝系
,

充分发挥工程群体防护及整体综合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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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 “

九五
”

以来
,

按照集中连片
、

规模治理的原则
,

在不同省 (区 )
、

不同支流
、

不同类型区选择了

数十条小流域
,

重点进行坝系建设
,

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

保证了淤地坝工程的安全生产和持续高效运

行
。

建成的一批典型坝系为推动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淤地坝工程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样板示范作用
。

山西

省汾西县康和沟流域
,

针对原有坝系中控制性工程偏小
,

坝系整体防洪能力偏低
,

水资源利用率低等

现状
,

加强了骨干坝的建设力度
,

几年来先后兴建了 5 座骨干坝
,

使流域内的洪水泥沙基本上得到了

控制和利用
,

截止 2X( X) 年底
,

流域内已淤成坝地 380 hn 尹
,

保收率达 80 % 以上
,

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

成为坝系农业建设的典型
。

5
.

2 认真做好前期工作是工程建设的基础

近 15 年来
,

黄委会及上中游管理局根据不同时期淤地建设的需要
,

在工程建设中注重前期工作
,

先后组织编写了 《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建设规划》
、

《黄河中游水土保持骨干坝规划》
、

《窟野河
、

秃

尾河
、

孤山川流域水土保持骨干坝规划 》
、

《十里长川流域水土保持骨干坝规划 》
、

《县川河流域骨干坝

规划》
、

《黄河上中游重点治理地区水土保持建设近期实施规划》
、

《黄河上中游多沙粗沙区骨干坝建设

专项规划》
、

《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骨干坝
“

八五
”

规划》
、

《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骨干坝
”

九五
”

规

划 》
、

《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生态工程
“

十五
”

可行性研究报告》
、

《么X理一 2以 )5 年黄河上中游淤地坝建设

可行性研究报告》 以及窟野河
、

无定河
、

延河
、

北洛河
、

县川河
、

听水河
、

蒲河
、

茹河
、

涅水河等多

条支流的黄河水土保持生态工程规划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

制订了骨干坝建设的远景规划和近期实施规

划
,

并围绕规划目标
,

开展了大量的前期立项工作和项目储备工作
,

根据不同类型区的实际情况
,

因

地制宜
、

突出重点
、

分类指导
,

使工程布局更加科学合理
。

5
.

3 加强组织领导
,

是促进淤地坝建设运行的关键

坝系建设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
,

能否抓出成效
,

根本在认识
,

关键在领导
。

黄土高原各地

政府及业务部门统一认识
,

强化领导
,

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
,

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

把淤

地坝建设作为山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夺取农业丰收的根本措施来抓
。

山西省在建设的同时加强管

护
,

制定了奖惩制度
,

在 双刃2 年防汛工作会议上对现有骨干坝技术责任人和管护责任人进行了公示
,

增强了干部的责任感
。

甘肃省按照
“

分级管理
,

分级负责
”

的原则
,

层层明确防汛职责
,

责任到人
,

并加大督促检查力度
。

每年汛期
,

各级业务部门都要对各自辖区的骨干坝和淤地坝进行全面普查
,

逐

坝落实防汛预案
,

做到防汛组织
、

物料
、

技术
、

人员
“
四落实

” ,

保证了工程安全施工
、

安全度汛
、

安全运行
。

5
.

4 明晰产权
,

完善管护机制
,

是工程商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器要

以骨干坝和淤地坝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
,

采取租赁
、

承包
、

拍卖等多种形式
,

有期限地出让工

程使用权和放开工程建设权
,

落实管护责任主体
,

鼓励农民和社会力量参与工程建设经营
。

根据对

青
、

甘
、

宁
、

蒙
、

陕
、

晋六省 (区 ) 81 座骨干坝运行管护情况进行的实地调查
,

各地管护模式大致

可分为移交乡村管护
、

承包到户管护和拍卖租赁管护 3 种
。

其中 85 % 以上的骨干坝由乡村管护
,

成

本低
,

便于筹集资金
。

对于近期具有开发效益的骨干坝则实行拍卖租赁或建设单位管护
。

陕西省目前

共有 17 16 1座淤地坝出让了经营权
,

使约 1万座坝得到了加固维修
,

不仅较好地发挥了工程效益
,

而

且筹集了 《 以)万元工程再建设资金
。

6 发展建议

实践证明
,

淤地坝是黄河中游水土流失防治的重要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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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善生态环

境
,

实现再造秀美山川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有效减少人黄泥沙
、

确保黄河长治久安具有非常重大

的现实意义
。

根据 《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和国务院批准的 <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
,

按照水利部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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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诚部长提出的要求
,

应加快黄河中游地区淤地坝建设
。

近期建设淤地坝 6 万座
。

形成高产稳产坝地

面积 18 万 h砂
,

农村土地利用和产业结构趋于合理
,

农民稳定增收 ; 促进退耕 80 万 玩矛
,

工程实施

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程度达到 印%
,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状况得到基本遏制
,

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 ; 结合其他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
,

年减少人黄泥沙达到 5亿 ot

近期实施的重点是产沙量较大的多沙区
,

重中之重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多沙粗沙区
。

应初步建成以

多沙粗沙区 25 条支流 (片 ) 为重点的较为完善的沟道坝系
。

其中应优先实施多沙粗沙区中粗沙输沙

量较大的窟野河
、

秃尾河
、

孤山川
、

皇甫川等人黄一级支流
。

在具体操作中
,

应首先安排原有坝系配

套工程及现有淤地坝改建工程
,

巩固提高
,

充分发挥效益 ; 同时建设示范区
,

以点带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