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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丘陵区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的构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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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黄土丘陵区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的构建模式,为该区淤地坝系建设和利用提供科学

支撑。[方法]利用文献研究田园综合体的建设模式与条件,开展实例调查并分析黄土丘陵沟壑区淤地坝

建设现状、运行及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果]甘肃省已初步形成坝系建设管理体系。在运行过程中,

存在病险隐患、坝地盐碱化治理不到位、水土资源利用不足等问题;以黄土丘陵区榆林沟淤地坝系为例,提
出了应构建优势农业主导模式的田园综合体以及围绕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营造淤地坝系田园综

合体的建设思路。[结论]构建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是对田园综合体发展与淤地坝系利用形式的探索与创

新,有利于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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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constructionmodelofthepastoralcomplexatcheckdamsystemintheloesshilly
areawasstudied,inordertoprovidescientificsupportfortheconstructionandutilizationofthesiltdam
systeminthisarea.[Methods]Theconstructionmodeandconditionsofpastoralcomplexwerestudied
throughliteraturereview,andthecurrentsituation,operationandutilizationproblemsofcheckdamsin
loesshillyregionwereinvestigated.[Results]Themanagementandconstructingsystemofcheckdam
systemhasbeenformedinitiallyinGansuProvince.Intheprocessofoperation,therewereproblemssuchas
hiddendangerofdamfailure,inadequatetreatmentofsalinizationsoil,andinsufficientutilizationofwater
andsoil.TakingYulingoucheckdamsystemasanexample,thisstudyproposedsuggestionsofconstructing
thepastoralcomplexofdominantagriculturalmodeandbuildingcheckdampastoralcomplexwiththe
considerationofmodernagriculture,leisuretourism,pastoralcommunity.[Conclusion]Theconstructionof
thecheckdamsystempastoralecomplexisanexplorationandinnovation,itplaysanimportantrolein
strengtheningtheecologicalprotectionoftheYellowRiverbasin,promotinghigh-qualitydevelopment,and
acceleratingthestrategyofruralrevitalization.
Keywords:loesshillyregion;checkdamsystem;pastoralecomplex;constructionmode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水平高速发展,农村、农
业和农民的发展进入创新与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农业

现代化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党中

央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
建田园特色经济体系[1],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意见》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启动实施,脱贫

攻坚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平稳

过渡,乡村建设行动全面启动”[2]。田园综合体是田

园特色经济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有效载体,同时也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新的

模式[3]。田园综合体是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农
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

于一体的乡村综合发展模式[4]。目前中国已在河北、
山西、甘肃等18个省份开始了田园综合体试点工作,
且均已显现出较为突出的经济与社会效益[5];多个学

者对田园综合体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当前

CNKI关于田园综合体的学术期刊论文有1292篇、
学位论文有271篇,按建设主导因子从宏观上总结出

优势农业主导、文化创意带动、自然资源引领、市场需

求引导4大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6]。
淤地坝是黄土高原区水土流失治理的工程措施

之一,主要功能有拦泥保土、淤地造田、促进水土资源

利用、促进退耕还林还草、以坝代路等。近年来,黄土

高原淤地坝研究方向的论文数量有所减少[7],但研究

范围在扩大,并开始注重淤地坝开发利用与运行维护

等方面的研究。史红艳等人[8,9,10]研究表明,当前淤

地坝运行利用过程主要面临部分淤地坝存在病险隐

患、水土资源利用不足等问题。因此,如何在解决淤

地坝病险隐患与保障安全运行的基础上,开展淤地坝

系田园综合体建设也是提高淤地坝系利用效率的新

机遇。本研究以甘肃省庄浪县榆林沟坝系为研究对

象,将淤地坝系与田园综合体建设相结合,挖掘特色

优势,提出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构建模式,探索一条

淤地坝系高效建设和利用的发展之路,以期为黄土丘

陵区淤地坝系建设和利用提供支撑。

1 黄土丘陵区淤地坝建设与利用现状

1.1 淤地坝系建设现状

淤地坝是黄土高原地区人民群众为拦截泥沙、保
持水土、淤地造田、增产粮食、改善交通条件和生态环

境而实施的一种水土保持措施[11]。黄土丘陵区面积

为2.12×105km2,占黄土高原总面积的56.79%,是
黄土高原地区面积最大、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貌区,
涉及陕西、山西、甘肃等7省(区)。截止2019年11

月统计,陕西、山西、内蒙古、甘肃、宁夏、河南、青海等

省区分别修建淤地坝34087,18161,2277,1600,

1102,875,674座[12],已淤满数量分别为25009,

14199,456,438,335,364,206座,已淤满淤地坝主

要集中在黄土丘陵沟壑区,占已淤满淤地坝总数的

93%[13]。2000年以后淤地坝建设以坝系建设为主,

2019年底,甘肃已建成骨干坝、中型坝、小型坝分别

为559,451,590座,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淤地坝

系建设管理体系。

1.2 淤地坝运行利用存在的问题

目前,黄土高原地区淤地坝建设已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但在运行与利用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①黄土高原修建的淤地坝数量大且分布广,由于管护

经费难以落实,管护工作不到位,部分淤地坝出现病

险隐患[14];②淤地坝拦泥形成的坝地缺乏盐碱化治

理,坝地利用率和保收率有待提高;③坝地作物以玉

米为主,作物种类单一,高效利用不足;④围绕乡村

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现代化建设发展的目标,淤
地坝工程蓄水灌溉、产业开发、生态修复、乡村旅游等

功能拓展不到位,水土资源利用不足[15]。

1.3 建设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的必要性

针对以上淤地坝运行利用存在的问题,不仅要实

施“谁建设谁管理”政策,加强淤地坝管护与坝地管

理,也要充分利用淤地坝、尤其是淤地坝系建设中形

成的道路网络、水土资源、生态景观等基础条件,探索

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的构建模式。通过对田园综合

体的规划建设解决淤地坝系运行利用过程中水土资

源利用不足等问题,从生态、生产、生活多维度来改

善、提升淤地坝系的功能,推动黄土丘陵区淤地坝系

高效利用。研究坝系流域田园综合体构建模式,将淤

地坝系与田园综合体联系起来,对于实现淤地坝系的

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优化当地特色产业布局

都具有重要的推广应用价值。同时,淤地坝系田园综

合体的构建在综合利用农村资源、深度开发农业多功

能性、解决农村经济发展、构建未来城乡形态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构建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模式

2.1 田园综合体的建设模式与分类

田园综合体强调以农业为主导、以农民充分参

与和收益为前提,运用“农业集群+休闲产业集群”
实现利益最大化[16]。根据中国田园综合体开发建设

现状,可将田园综合体归纳为4种建设模式:优势农业

主导模式、文化创意带动模式、自然资源引领模式、市
场需求引导模式[17],4种建设模式的特点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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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田园综合体构建模式类型及其特点

建设模式 特 点  项 目  

优势农业主导模式
农业为主导,打造优势农业产业园,发展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带和
重点生产区域,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河北“花乡果巷”
广西“美丽南方”

文化创意带动模式
以文化创意产业带动三产融合发展,着重地方特色文化挖掘和
产业融合。

山东“朱家林”
四川明月国际陶艺村

自然资源引导模式
以优势的自然资源为前提,发展度假旅游、创意农业、农事体验
为核心的田园景观和休闲集聚。 汉中市“魅力龙亭”

市场需求引导模式
以一定区域内消费者群体的实际需求为建设重点,通过满足市
场需求,实现田园综合体的聚集。

无锡“田园东方”
广东“岭南大地”

  注:表中内容引用庞玮、白凯[17]的研究。

2.2 构建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黄土丘陵区淤地坝系具有蓄水滞洪、拦泥淤地、
以坝代路,促进退耕还林还草,增加植被覆盖度,提高

水土资源利用率等功能[18],构建黄土丘陵区淤地坝系

田园综合体,具有以下几方面优势。
(1)淤地坝系蓄水滞洪,为农业灌溉、畜禽养殖、

工业用水等提供一定的水资源;拦泥淤地形成水肥气

热耦合性好、高产稳产的坝地,提供农业生产的土地

资源;各个淤地坝连接沟道两岸,以坝代路,为农业生

产、民众出行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同时淤地坝系拦

蓄沟道洪水泥沙,有效的控制水土流失,保证植物良

好的生长环境,增加植被覆盖度;这些为淤地坝系田

园综合体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水土资源、交通、植被等

基础条件。
(2)黄土丘陵区以农业生产为主,目前已有坝地

1.46×105hm2,可发展坝地7.00×105~1.40×106hm2,
主要生产马铃薯(Solanumtuberosum)、玉米(Zea
mays)、小杂粮、中草药等农副产品,农业基础雄厚。

(3)黄土丘陵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动植物种类

繁多,历史文化悠久,拥有红色革命根据地等极其丰

富的旅游资源。
(4)2017年6月财政部确定包括甘肃在内的18

个省份开展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已获得了很多成功

经验。近年来中国围绕乡村振兴,提出一系列关于

“乡村”“农业”“三农”的建设意见,这些都为淤地坝系

田园综合体的实施提供了政策支撑。

3 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构建模式探讨:
以榆林沟流域淤地坝系为例

3.1 榆林沟淤地坝系基础条件分析

3.1.1 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项目选址 庄浪县水土

保持工作开展较早,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展了

兴修梯田、流域治理、淤地坝建设等水土保持工作。
截止2019年7月,全 县 累 计 治 理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901.6km2,治理程度达79%。庄浪县建成淤地坝63
座,淤地坝建设以坝系为主,建设有榆林沟和庙龙沟

流域2条淤地坝系,目前运行模式为淤地蓄水相结

合。榆林沟“四化”流域(山地梯田化、流域生态化、沟
道坝系化、农业产业化)是水利部坝系建设和开发利

用的亮点工程,且建有4.2km2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

园。榆林沟淤地坝一般由坝体和放水建筑物组成,部
分淤地坝通过除险加固增设了溢洪道,与黄土丘陵区

大部分淤地坝结构一致。因此,选取榆林沟淤地坝系

构建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1.2 榆林沟淤地坝系建设与土地利用现状 榆林

沟流域位于庄浪县西北部,距县城约5km,总面积

56.33km2,主沟道长12.43km,平均宽69m,平均侵

蚀深47m,一级、二级、三级支沟分别为46,56和13
条,沟壑长度83.52km,沟壑密度1.48km/km2。目

前榆林沟流域共建大型淤地坝5座,中型淤地坝6
座,小型淤地坝4座,其淤地坝系分布如图1所示,工
程概况详见表2。

图1 榆林沟流域淤地坝系分布

榆林沟流域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为主,面积为

37.46km2,占总面积的66.5%;林地、草地、水体、建
设用地面积分别为8.53,6.09,0.16和4.09km2,分别

占总面积的15.1%,10.8%,0.3%,7.3%。流域内建

成坝系道路48km,S218省道等5条公路以及各个乡

村道路、田间道路贯穿整个流域,交通十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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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榆林沟流域大中型淤地坝系工程概况

坝 名 坝型
控制面积/
km2

总库容/
104m3

淤积库容/
104m3

可淤地面积/
hm2

已淤库容/
104m3

蓄水情况/
104m3

榆林沟1号 大型 4.18 52.60 21.90 3.6 17.80 5.50
榆林沟2号 大型 4.76 52.11 17.87 4 13.00 3.87
榆林沟3号 大型 6.77 70.31 26.04 5.7 17.50 6.04
白家沟 大型 5.14 81.79 38.78 7.5 33.70 3.78
陈山乱庄 大型 6.45 85.18 28.22 6 20.80 7.00
李茂沟 中型 2.25 23.10 10.13 3 8.90 2.00
柳台沟 中型 1.15 10.10 2.30 1.7 0.77 1.60
柳梁沟 中型 2.68 24.86 10.06 3 10.06 0
下杨沟 中型 2.75 25.72 10.62 2.2 8.20 2.20
孙河沟 中型 0.95 9.92 4.22 1 2.80 1.40
石家老湾 中型 2.34 28.3 14.94 2.93 10.50 3.00
合 计 39.42 463.99 185.08 40.63 144.03 36.39

3.1.3 榆林沟资源优势分析 庄浪县梯田产业自20
世纪60年代起发展至今,已打造出独特的庄浪梯田

品牌。1998年,第一次创业建成“中国第一个梯田化

模范县”;新时代以来,开展二次创业成功创出全国优

秀劳务品牌“梯田人”。庄浪梯田是农耕文化与庄浪

精神的完美体现,不同区域梯田景观特色明显,拥有

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欣赏价值。同时庄浪县拥有马

铃薯、玉米、党参(Codonopsispilosula)、甘草(Gly-
cyrrhiza uralensis)、苹 果 (Malus pumila)、桃

(PrunuspersicaL.)以及铜、铁、锌等丰富的农副产

品资源和矿产资源;戏剧、民俗等民间文艺,草编、剪
纸、毛笔等民间工艺品,“高抬”社火艺术,旧、新石器

时代古文化遗址等一系列丰富的文化资源。
榆林沟流域拥有大面积梯田、坝库蓄水等丰富

的水土资源以及以坝代路、农村道路、S218省道等

便利的交通条件。依托梯田建设了苹果特色产业基

地,拥有丰富的梯田旅游资源、农副产品资源、文化

资源,这些条件为淤地坝田园综合体建设提供一定的

保障。
榆林沟流域辖柳梁、南湖、水洛、卧龙4乡镇。各

业生产总值2.31亿元,第一产业产值0.81亿元,第二

产业产值0.21亿元,第三产业产值1.29亿元,人均生

产总值16525.7元。三产业的发展为田园综合体建

设提供充足的经济基础。

3.2 榆林沟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构建模式

根据榆林沟流域淤地坝系的功能特性,通过对其

基本概况以及自然、文化资源进行分析,结合田园综

合体发展模式及其主导因子,榆林沟淤地坝系田园综

合体模式构建采用优势农业主导模式(图2),依托于

榆林沟流域淤地坝系发展基础与当地丰富的自然资

源和文化资源,充分发挥淤地坝系在小流域防洪、拦
泥、生产、水资源调控利用的优势,打造集现代农业、

文旅休闲、田园社区为一体的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
庄浪县庙龙沟流域淤地坝系,条件与榆林沟类似,也
可参考优势农业主导模式建设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

3.3 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构建思路

(1)以农为本,打造农副产业品牌。庄浪县素有

“瓜果之乡”“小杂粮之乡”的美誉,可在建设淤地坝系

的基础上,按照“打造品牌靠科技,提升经济抓产业,
流域治理出精品”的发展思路,以发展现代化农业为

目标,在淤地坝系流域大力发展庄浪县苹果、小杂粮

产业,打造独具特色的庄浪苹果、小杂粮品牌。
(2)环境为体,营造休闲旅游氛围。“田园综合

体”要集创意农业、休闲旅游、人文景观为一体,是在

本来的生态农业和休闲旅游的基础上的深化和升华,
能更好地体现村庄的特色。依托于淤地坝系流域,构
建山水林田路湖体系,充分发掘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文

化资源,结合人文要素营造具有淳朴田园风情和浪漫

生活气息的休闲旅游氛围,通过提高田园综合体模式

下淤地坝系具有的产业价值,更好地带动乡村居民的

生活发展。
(3)社区为要,配套完善旅游服务。根据居民游

客需求,结合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对淤地坝系流域

居民点进行规划设计,以改善人居环境为基础,大力

实施绿化、美化工程和环境保护工程,完善基础配套

设施,全面打造富有乡村气息的田园综合体。

3.4 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构建建议

基于榆林沟流域基础条件以及耕地、林地、草地、
水体、建设用地10∶2∶1∶0.04∶1的土地利用现状

结构,结合庄浪县丰富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以及旅

游资源,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构建围绕现代农业、文
旅休闲、田园社区三方面进行研究,对农民的生产、生
活、生态进行同步改善,促进流域内一、二、三产业综

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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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榆林沟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构建

  (1)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的核心是农业,必须

充分利用天然山水资源和特色农林资源,把农业的功

能作为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关键,在当地找到自然条件

最适宜、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作物、特色产品,进行产业

化种植和经营。项目依托榆林沟坝系流域的良好区

位和农业基地环境,发挥庄浪县本土的农业种植技术

与品牌优势,对榆林沟流域37.46km2 耕地作物种类

进行优化,引导群众大力发展以庄浪紫荆红苹果为主

的经济园、以庄浪脱毒马铃薯为主的农作物园两大主

导产业园建设,围绕榆林沟1号骨干坝、李茂沟中型

坝等10座水源较充足的淤地坝发展梯田灌溉,优先

发展紫荆红苹果,适当发展以荞麦、莜麦、扁豆等为主

的特色优质小杂粮以及大黄、柴胡等中草药,打造当

地农产中高端品牌,增加农业附加值,并辐射带动农

民共同致富。
淤地坝系在工程运行前期可作为水源工程,解决

当地工农业生产用水和发展水产养殖业,可选择流域

内陈山乱庄、榆林沟1号等10座蓄水量大于104m3

的淤地坝库,根据其蓄水、用水状况投放适量适宜生

长的鱼苗,考虑耐寒性较好,以食草为主的鱼种。加

强对养殖区的管理,防止不法分子乱钓鱼甚至电击、
炸鱼;加强病害防治,确保健康养殖,科学养鱼;同时

解决好捕捞问题,捕捞技术和捕捞设施的双重保障,
确保淤地坝成鱼能够及时捕捞上市。

(2)文旅休闲。田园综合体重要的特色之一就

是其能够为人提供城市中体验不到的田园自然景观

以及农事休闲体验乐趣,因此,淤地坝系田园综合体

的文旅休闲规划要突出梯田农耕文化、梯田农艺和养

殖等各俱特色的项目。为增加游客体验感,保证农业

生产正常运作,围绕交通条件良好、水土资源优渥的

柳梁中型淤地坝等发展集梯田农艺园、采摘园、坝库

生态园为一体的特色园区,便于游客参与耕作、播种、
采收、捕捞,或是学习果树修剪、嫁接等。根据榆林沟

流域梯田分布现状,选择视野开阔的地点设立梯田观

景台和纪念碑,使农产品升值,同时增加农民收入,提
高庄浪梯田旅游品牌知名度。

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底蕴在于文化,不仅要最大限

度呈现所在区域的自然之美,也要深度挖掘所在区域

的人文之美。基于乡村文化、民俗文化走乡村旅游景

观发展的路线,设立文化馆、农耕园,更大限度的开

发、利用当地丰富民俗文化资源,从而达到可持续发

展。其中文化馆以宣传庄浪文化为主题,以文字、图
片、模型、视频等方式呈现庄浪县历史文化、风俗民

情,展示草编、马尾荷包、剪纸、毛笔等民间工艺品以

及有“陇上一绝”的神奇艺术高抬社火,展现庄浪县书

画之乡、文化之乡、体育之乡的魅力。农耕园以宣扬

庄浪县梯田农耕文化为主题,园内设立梯田农耕文化

展廊,收集展览旧时期、梯田建设时期农耕器具和实

物资料,介绍庄浪梯田农耕文化的发展历程。
(3)田园社区。结合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对榆

林沟流域水洛、柳梁、卧龙、南湖4个乡镇涉及的村庄

进行规划设计,完善其基础配套设施,从田园风貌、田
园生活两方面着手,全面打造富有乡村气息的田园综

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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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园风貌着手,对原有居民区房屋外观、建筑

结构以及布局进行规划改造,结合特色民族文化通过

绘画、雕刻、文字等艺术形式进行环境优化;结合旅游

需求对道路进行规划,合理规划道路路线,拓宽道路

面积,对居民区进行园林绿化等,提升社区综合服务

能力。
从田园生活着手,以体验田园生活为主题,建设

各类主题生活区,包括休闲广场、农家乐、田园集市、
田园营地等。兴建农家乐,开发庄浪县特有的脱毒马

铃薯、土鸡、杂粮、以及各种时令鲜蔬、庄浪暖锅、庄浪

馓饭、庄浪甜醅、凉粉鱼鱼、马铃薯搅团、饸烙面等特

色美食,为居民游客提供餐饮服务;开展田园集市,出
售各种庄浪特色农产品,如庄浪粉条、庄浪紫荆红苹

果、庄浪无毒马铃薯、庄浪鸡腿梨、中草药、小杂粮等,
为居民游客提供一个安全绿色的交易平台;选择地势

条件优越、自然环境优美的区域建设田园营地,支持

游客在该区域进行露营、野炊、烧烤等活动。
田园综合体是中国乡村发展模式的创新尝试,其

规划建设正处于探索阶段,将淤地坝系高效利用与田

园综合体结合起来,既是对田园综合体发展的一种创

新,也是对淤地坝系利用形式的一种创新,发展淤地

坝系田园综合体,对于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动

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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