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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表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宏观政策与水土流失治理紧密相关。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近 ４０ 年的

治理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８０ 年—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主要特征是减少入黄泥沙，治理生态退化，大力

实施包括淤地坝在内的基本农田建设，提高造林种草措施的保存率；第二阶段（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２１ 世纪初期），主
要特征是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水土保持进入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发展小流域经济阶段；第三阶段（２１ 世纪初期

以来），主要特征是把治理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进入生态文明建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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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严重的地

区，多年平均输入黄河的泥沙量高达 １６ 亿 ｔ。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黄河泥沙大幅度减少，１９９７—２０１６ 年河

龙区间（河口镇—龙门区间）加渭河、北洛河、汾河的

平均年输沙量不到 ３ 亿 ｔ，最少的年份不到 １ 亿 ｔ。 黄

河泥沙的大幅度减少，主要是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

“治本措施”的功效。 据统计，截至“十二五”末，黄河

中游黄土高原地区已经治理了超过 ６０％的水土流失面

积，土地利用方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水土保持措施具有恢复生态、保持水土的功效，也

是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

设施，措施的实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与国家和各级政

府的经济状况紧密相关。 因此，水土保持与不同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研究黄

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的发展过程，将为同类

地区水土保持生态恢复提供有益的技术借鉴。

２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国家和区域生态恢复的

举措

　 　 １９８０ 年以来，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农村各项改革

深入实施，其中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激发了水

土流失区“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的积极性。 同时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治理水土流失的资金投入

力度也逐步加大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先后启动实施了国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５０３７００）

家重点治理项目、黄土高原沙棘资源开发利用项目、黄
河中游治沟骨干工程项目等，同时国家在 ７０ 年代末期

投资的试点小流域治理项目继续深入实施。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国家农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

院在西安召开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科学讨论

会。 会议就黄土高原的综合治理和加速治理的迫切

性、重要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１９８１ 年 １１ 月在西安召开了恢复后的黄河中游水

土保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研究确定了黄河中游

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发展方略，提出了“治理与预防

并重，除害与兴利结合；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并重，乔
灌草结合，草灌先行；坡沟兼治，因地制宜；以小流域为

单元，统一规划，分期实施，综合治理，集中治理，连续

治理”的思路。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召开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研究确定了“七五”期间黄河上中游地区水

土保持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即“提高质量，稳定速

度，突出效益，坚决保护”。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召开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重点研究了进一步加快黄河中游水土保持

步伐等问题，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强黄河中游水土

保持综合治理的报告》。 当年 ６ 月， 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姜春云考察了陕北的水保工作， 并向中央领导提交

了考察报告。 江泽民和李鹏等中央领导对黄河中游的

水土保持工作作了重要批示， 提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

的西北地区。 ８ 月国务院在陕北召开了“治理水土流

失 建设生态农业现场经验交流会”，贯彻中央领导的

指示精神。 当年国家显著增加了水土保持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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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 年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

开后， 国家又大幅度增加了投资， 使黄河中游的水土

保持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５ 日，党的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列

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首次把生态文明概

念写入党代会报告中，标志着水土保持工作进入了生

态文明建设新阶段。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生态文

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

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明确提出了建设美

丽中国的要求。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

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顶层设计。 为贯彻中央

精神，水利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工

作的意见》。 上述中央精神和水利部部署阐明了水土

保持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明了发展方向，明
确了发展的指导思想、理念、原则和目标，有力地推动

了水土保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的发展。

３　 黄土高原治理过程

随着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改革开放政策

的实施，黄河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进入了科学治

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水土流失累计治理面积持续增

加（图 １）。 到 １９８５ 年前后，统计年度治理面积已经超

过 １ 万 ｋｍ２。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在西安召开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黄河中游水土保持

年度治理面积已经达到极限程度，当务之急是提高治

理措施的质量，提高治理面积的保存率。 基于此，会议

研究确定了“七五”期间黄河上中游地区水土保持工

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即“提高质量，稳定速度，突出效

益，坚决保护”。 这一方针政策一直是 ３０ 多年来黄河

中游水土保持工作的指导思想。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在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上进一步确定了“九五”期间和其后几十年的治

理目标任务为每年 １．２１ 万 ｋｍ２。
按治理措施保存率 ５０％ ～ ６０％计算，截至 ２０１５ 年

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累计超过

２６ 万 ｋｍ２（图 １），水土流失治理度已经超过 ６０％。
随着治理面积的增加，各项治理措施的比例也发

图 １　 黄河中游水土流失累计治理面积

生了变化（图 ２）。 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保

持措施中，主要是退耕还林。 其次是在部分农田种植

牧草实施倒茬轮作，在退化沙化土地种植多年生牧草。
由于种草的面积较小，加之牧草的寿命较短，故其保存

率也较低。 图 ２ 中封禁种草措施面积累计占比不大的

原因主要是：为了保证治理质量，对国家投资的治理项

目，在 １９８０ 年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不统计投资较少且治

理质量难以保证的封禁措施面积；与此相对应，１９９５
年以后，各地都大力实施了牛羊舍饲和林草地禁牧，实
际封禁面积大幅度增加，但是这部分面积基本没有统

计在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中。

图 ２　 水土保持措施比例变化

４　 治理阶段辨识

１９８０ 年以来，依据历次编制的治理规划和治理实

践，结合图 ２ 的治理措施比例变化，可以将黄土高原水

土保持工作指导思想的发展变化分为 ３ 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８０ 年—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 本阶

段以建设包括淤地坝在内的基本农田和保证造林种草

措施的保存率为主。 这一时期水土流失治理的指导思

想重点体现在《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专项

治理规划》中，该规划提出：“针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严重和人民生活贫困的问题和根源，在总结 ３０ 多年水

土保持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如下治理方略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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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一个关健修好、种好基本农田，用少种高产多收的

办法，解决粮食问题，制止陡坡开荒，促进陡坡退耕，改
变广种薄收，扭转恶性循环，是从根本上解决水土流失

和贫困的关键。 ３０ 多年来，黄土高原各地的群众实践

和科研成果证明，这个要求是能够实现的……按“六
五”期间的水土保持进度，到 ２０５０ 年，２．０ 亿亩粮田可

以全部修成基本农田，加上农业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平
均亩产可达 ２００ ｋｇ 以上，即使农村人口达到一亿人，
人均粮食仍可保持 ４００ ｋｇ，不致因人口增加再扩垦陡

坡。 这是黄土高原长治久安之计。”
第二阶段（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２１ 世纪初期）。

本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
扩大改革开放力度，水土保持进入了以经济效益为中

心发展小流域经济阶段。 这一阶段，水土保持工作者

积极探索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小流域综合

治理新机制。 一是实行区域化治理、规模化开发、专业

化生产、一体化经营，发展小流域经济；二是运用价值

规律、供求关系，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产业结构；三是

依靠科技，加工转化，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提高产值

和市场竞争能力；四是走种、养、加相结合，产、供、销一

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经营道路。 代表性的工程是世

界银行水土保持贷款项目一期和二期工程，两期工程

累计贷款 ３ 亿美元，加上国内匹配资金，总投资达到 ４１
亿元人民币。 作为具有扶贫性质的世行贷款项目，把
水土保持的经济效益放在了突出位置（图 ３）。

图 ３　 世行两期治理措施比例与黄土高原

地区治理措施比例比较

比较世界银行水土保持贷款项目一期和二期实施

结果中的经济林加果园（简称“经果林”）在全部治理

措施中的比例（图 ３），发现 ２００４ 年完成的世行二期项

目的经果林比例高于一期项目；从图 ３ 还可以发现，在
黄土高原治理区中，２００７ 年的经果林比例高于 ２０００
年。 说明在世行贷款项目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和

各地对治理水土流失、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在提高，这
样的要求扩展到整个黄土高原地区同样如此。

第三阶段（２１ 世纪初期以来）。 贯彻国家提出的

建设生态文明要求，在国务院批复的黄河流域综合规

划中水土保持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根据民生水利和可持续发展治水新思路，贯彻维持

黄河健康生命的治黄新理念，考虑黄河流域自然环境

特征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维护生态环境，改善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和减少入黄泥沙为总体目标，贯彻“防
治结合、保护优先、强化治理”的基本思路，按照“全面

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根据黄

河流域水土流失的特点，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治

黄要求，因地制宜、分区防治、突出重点，提高经济社会

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效减少入黄泥沙，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遵循这一指导思想，规划重视

了林草措施，兼顾经济效益，在各项治理措施中，基本

农田的比例减少到 １５％以下（图 ４），各项林草措施的

比例之和超过 ８５％，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态文明理念。

图 ４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规划（修编）治理措施比例

与此相对应，在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召开的黄河中游水土

保持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黄河中游七省（区）联合

发出“西安倡议”：
一是构筑绿色发展生态体系，全面落实政府主体

责任。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

展理念，坚定扛起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政治责任，推
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二是构建黄河生态长廊，系统推进水土流失综合

防治。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严守生态红线，加快实

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重大工程修复，着力优化黄土

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体系。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提高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质量，打造黄土高原生态

文明建设典范。 加大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力度，扎实开

展黄土高原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有序推进黄河粗泥

沙集中来源区拦沙工程建设，继续加强坡耕地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条件，促进精

准脱贫，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是践行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生态清洁小流

域建设。 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坚定走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道路，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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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效益，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统筹生产生活生态，整合各方资

源，大力开展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以山青、水净、村
美、民富为目标，协调推进水土流失治理、面源污染防

治、水系生态整治和人居环境改善，推动共建共治共

享，实现流域清洁、乡村美丽，海晏河清、时和岁丰。

［作者简介］ 李敏（１９５２—），男，江苏徐州市人，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学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水土保持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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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水土保持监理工作
陈　 磊，朱　 敏，李　 坤

（四川西晨生态环保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关键词］ 水土保持；监理；新形势；模式

［摘　 要］ 介绍了当前政策形势下开展水保监理的一些依据、流程和方法。 从实际工作经验出发并参考国家相关行业规

范、制度，对水土保持监理工作中的质量控制、投资控制、进度控制、安全管理、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及工作协调等主要工

作内容进行了介绍，可为其他水土保持监理项目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图分类号］ Ｓ１５７　 　 ［文献标识码］ Ｃ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０９４１（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０４－０３

　 　 自水利部 １９９５ 年 ４ 月颁布《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

理规定》以来，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作在全国陆续开

展，但是由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的公益性、社会性、群
众性等特点，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工作的开展过程

十分缓慢［１］。 我国现有的水土保持监理工作模式主要

有两种［２－３］：一种是以主体工程监理为主兼顾水保监

理工作的“复合型”监理，这种监理模式的优点是主体

工程监理可以利用合同约束性有效地管理施工单位，
缺点是主体工程监理对水土保持规范、法律、法规掌握

有限，无法提供有效的水土保持监理服务［４］；另一种是

由专业的水土保持监理进行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工

作的“专一型”监理，这种监理模式的优点是水保监理

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为工程建设提供科学、
合理的水土保持监理服务，缺点是因合同本身的局限

性，无法有效地管理施工单位。 目前市场上的水土保

持监理模式主要是第二种［５］，即“专一型”模式。
笔者参考国家相关行业规范、制度并结合自身在

实际生产中的工作经验，归纳总结出几点开展水土保

持监理的工作方法，主要从监理的依据、流程、方法等

三方面进行阐述。 管见所及，以期成为引玉之砖。

１　 监理依据

开展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的前提是熟悉并掌握工作

开展的依据，目前水保监理工作开展的主要依据如下。
（１）合同文件。 ①水土保持监理合同；②建设单

位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合同。
（２）设计资料。 ①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②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③项目核准文件；④项目水土

保持后续设计报告；⑤设计变更。
（３） 法律法规。 ①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 ＧＢ

５０３１９—２０００）；②《水利工程施工监理规范》（ＳＬ ２８８—
２０１４）；③《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

程》（ＧＢ ／ Ｔ ２２４９０—２００８）；④《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规程》（ＳＬ ３３６—２００６）；⑤《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规

范》（ＳＬ ５２３—２０１１）。

２　 监理流程

（１）技术交底。 水保监理单位签订监理合同后，
进场前应组织各有关单位进行本项目监理工作技术交

底，交底会议应邀请水保方案编制单位、施工单位、主
体工程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和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参加。
水保监理单位应重点介绍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开展的方

式、监理部的组成、监理成果的内容及提交形式。 其他

参加单位就自身工作开展情况及计划分别进行介绍。
（２）巡视检查。 水保监理进场后最主要的工作之

一就是巡视检查，这是因为主体工程监理对各项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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