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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府榆横煤田能源开发区水土保持与
生态环境建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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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神府榆横煤田开发区水土保持现状及社会环境的特征, 分析了该区过去水土保

持工作的成就、经验和问题, 阐述了加强该区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同

时, 从治理措施、监督措施和政策措施方面提出了新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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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easures as Well a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for Shenmu,

Fugu, Yulin and Hengshan Coal Fields

GUO Zhi-x ian,　RU Jian-feng

( Shaanx i Provincial Bureau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 ation, X i an 710004, PRC)

Abstract: T he achievements, ex periences and problems in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w ork

accomplished in the past year s are analy zed. T he urg ency and impo rtance o f st rengthening

so 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and eco -environment const ruct ion are stated in acco rdance w ith

the current statue of soil and w ater co nser vation and characterist ics o f social environment in

the o pening areas in Shenmu, Fug u, Yulin and Heng shan coal f ields. Meanw hile, so me very

new counter measures are pro posed up for eco-enviro nm ent manag ement , supervision and

po li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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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府榆横煤田开发区社会和生态环境特征
晋陕蒙“黑三角”地区所属的陕西省神木、府谷、横山县及榆林市(以下简称神府榆横)煤田

开发区, 总面积 21 853 km
2 ,其中神木县 7 538 km

2, 府谷县 3 200 km
2 ,榆林市 6 834 km

2 , 横山
县 4 281 km

2。水土流失总面积 18 480 km
2 , 其中神木县 6 700 km

2, 府谷县为 3 000 km
2 , 榆林

市 5 400 km
2 , 横山县 3 380 km

2 , 流失程度达 86%。该区总人口约 1. 25×106 人, 耕地面积
2. 44×105

hm
2 , 人均耕地不足 0. 2 hm

2, 粮食总产量 2. 86×105
t , 人均不足 250 kg。

该区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其主要类型有水蚀和风蚀。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以水蚀为主, 北

部风沙区以风蚀为主。土壤侵蚀模数年均 1×104
t 左右, 丘陵沟壑区一些地方高达 1. 2×104

～3×10
4
t , 堪称世界之冠。仅神府 2县北部年输沙量就高达1. 2×10

8
t 左右, 而且粗沙占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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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储量多,面积大, 约为 6 000km
2
多, 已探明储量 1. 60×10

11
t 多。其问题主要是在开

发中不注意水土保持, 对水土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这 4县(市)处于毛乌素沙漠南缘,森林覆

盖度仅这 10%左右, 风蚀相当剧烈, 沙漠化程度不断增大, 使土层变薄, 肥力减退, 土地破

坏, 坝库淤积, 交通受阻, 环境恶化, 生态失调。

1949年, 该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 在根治水土流失,

防止土地荒漠化蔓延, 建设新的生态环境体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在《水土保持法》

颁布实施后, 各县市在贯彻这一法规中, 把治理水土流失作为治穷致富的战略重点, 作为江

河治理的根本措施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工程来抓, 治理步伐和速度明显加快。1997年, 中央领

导同志发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伟大号召, 提出了“15 a 初见成效, 30 a 大见成

效”的宏伟目标, 更加鼓舞和激励着广大干部和群众治山治水的积极性,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据 1997年底统计,该区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0 036 km
2
, 占流失总面积的 54. 3% , 其中“四

田”8. 59×104
hm

2, 水保林 5. 90×105
hm

2 , 种草1. 77×105
hm

2。这不但使农业生态基本条件

得到了一定改善, 群众收入也有所增加。而且在植树造林、水土开发、荒漠化防治、草原建设等

方面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突出表现在沙区治理上, 由“沙进人退”转变成为“人进沙退”。与此

同时, 也积累和总结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治理经验。

虽然该区经过长时间的努力,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步子迈得还不够大, 当前仍存在不

少问题。( 1) 法制观念淡薄, 边治理, 边破坏的现象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 2) 相当一部分地

方的干部群众未能充分认识建设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 摆不正发展与环境、治理

与建设、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关系, 出现了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效益的现象, 致使

地方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虚、组织松、速度慢、管理差。( 3) 投资渠道不多, 力度不大, 使治理

建设工程配套性差。加之设计的科学性不强, 在实施中, 工程质量水平达不到应有的建设标

准, 工程重复多, 效果不明显。

2　加快生态环境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治理水土流失, 改善生态环境是跨世纪的伟大

工程, 根治水土流失和防止荒漠化,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已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大

计。党中央作出“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 植树种草, 搞好水土保持,防止荒漠化, 改善生态环

境”的决策, 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因此, 加强神府榆横地区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 显得

更加迫切, 更为必要。

( 1) 严重的水土流失使该区生态环境极度脆弱和不断恶化, 使该区荒漠和山丘面积大,

沟壑纵横, 水土流失严重。植被稀疏, 自然调蓄降水能力弱, 灾害频繁发生, 不仅造成农业生

产上不去, 形成了“越穷越垦、越垦越流、越流越穷”的恶性循环,还直接威胁城乡人民生命财

产的安全。因此, 在这里开展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 建立一批高标准的山水田林路综合治

理样板工程, 以带动面上生态环境整体发展, 尤为重要和迫切。

( 2) 神府榆横地区属工矿开发和交通建设集中区, 极易产生新的人为水土流失。随着我

国能源和重化工基地建设的西移, 该区已成了优质煤大面积开发利用区,同时也带来水土资

源的破坏。特别是开发建设单位由于存在着单纯重视经济的观念 , 以邻为壑, 只顾采煤, 不

保水土, 把大量废弃固体物质倾入沟道河流, 加剧了水土流失。据专家推算, 当神府煤矿区进

入 2001年后的第 3期开发阶段, 加之铁路、公路、电力等配套建设, 每年将产生土石、矿渣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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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

t , 其中有 6. 75×10
7

t 要流失。若再加上原生地的流失量, 该区域泥沙流失达 1. 7×10
8

t , 为黄河总输沙量 1. 6×109 t的 10. 6%, 为我省入黄泥沙量的 21%。还有矿区环境容量增

加, 人口密度已由 38人/ km
2, 猛增到 100人/ km

2, 河谷川地有 6 000 hm
2 被住宅所占, 进而

又扩大了乱垦沙荒草地面积, 必将导致荒漠化的扩大。因此抓紧该区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

设, 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 3) 随着 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民经济建设重点的确定, 在神府榆横地区实施防治

荒漠化和治理水土流失的重要性、必要性更加突出。作为组成陕北一部分的神府榆横“黑三

角”特殊区域, 更应该在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中先走一步, 做出榜样。

( 4) 由于这一区域属极强度水土流失区, 一般都很贫穷, 特别是这里的南部大面积丘陵

沟壑地带经济更为困难。要从根本上治理水土流失, 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该区又都是革命

老区, 几乎处于贫困线上, 因而急需国家加大对这一地区的投资力度, 并且将这一地区的生

态环境建设作为一个政治项目对待, 使之真正形成良性循环。

3　促进神府榆横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对策
搞好该区的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 势在必行。从基本思路上看, 应走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 为资源的后续开发利用留下可持续进行的同等机遇。要妥善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做

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基于这一思路, 搞好这一地区的水土保持建设和生态环境改

善, 实际上就可以保护其生产力, 提高生产力, 这是一个辩证关系。

3. 1　 治理措施

按照“北治沙, 南治土”的保护生态环境战略, 坚持资源开发, 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

发展的原则, 认真贯彻“预防为主, 全面规划, 综合治理, 因地制宜, 加强管理, 注重效益”的

水土保持方针, 做到工程措施与林草措施相结合、坡面治理与沟道治理相结合, 田间工程与

蓄水保土措施相结合。( 1) 每个县都应抓一批以小流域为单元, 以基本农田为突破口, 进行山

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样板工程, 以带动面上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 2) 鉴于这一区域荒沙面

积大, 地下水位高, 在沙区可因地制宜地修沙坝、水库、挖马槽井、打机井和多管井、建低扬程

抽水站, 特别是大面积开展引水拉沙造田潜力很大。多年的实践证明, 这是一个费省效宏的

好办法。( 3) 这几个县南部属黄土丘陵区, 沟壑纵横, 水土流失严重, 人口密度相对较大, 基

本农田面积偏少, 除在坡面上大修水平梯田外, 还应重点抓住淤地坝工程建设, 既保持了水

土, 又可淤造出大片肥力高、水分足的坝地, 为农业生产创造良好的条件。( 4) 大抓 25°以上陡

坡地的退耕还林还草, 开展植树造林, 建立农田防护林带工程, 防风锁沙, 减少风沙灾害。

3. 2　监督措施

( 1) 抓好工矿密集区的监督执法工作。这里煤、气、油储量丰富, 相当多的开发建设单位

在开采中只顾眼前利益, 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 破坏了水土资源, 造成

了大量新的水土流失。因此, 各级水保监督部门应加大监督、审批、收费3权的力度, 使之尽快

步入依法治土的轨道。( 2) 加强监测网络体系建设。监测是搞好预防监督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以往在水土保持实际工作中, 往往出现只有定性的概念, 缺乏定量的科学依据, 技术含量不

高的状况。因此, 省地县各级管理部门应把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放在重要地位, 从人员组织机

构、仪器设备、点位选择上予以强化, 使监测信息逐步由地县局域网进入省上广域网, 形成上

下贯通的网络信息系统, 为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服务。( 3) 要对已有水土保持治理成果加

强管理养护, 制定乡规民约, 依法进行管护, 使其得到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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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政策措施

( 1) 要加强领导, 努力提高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重大意义

的认识, 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下大力气, 采取各种宣传形式, 利用一切舆论媒体, 广泛

宣传,增强各级领导和群众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使之积极投身到这一建设中来。( 2) 要强化法

制管理, 依法保护水土资源。加强法制教育, 严格执法, 实行以法管理, 是当前国家在由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形势下必须遵循的一个准则, 要广泛深入宣传《水土保持法》、《环境保护

法》、《森林法》、《水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 用法律手段把煤田开发区的经济建设和水

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协调起来。对生态环境脆弱区, 应做出规划, 创造条件, 实行异地开发和

安置, 减轻对环境的压力, 以达到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的目的。( 3) 为使该地区真正成为集水

土保持治理、监督、科研一体化的大样板, 建议中央把煤田开发区列为国家级水土保持生态环

境建设示范区。当务之急, 是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尽快制定出一个“晋陕蒙接壤地区水土

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管理条例或办法”, 上报国务院审批, 以便将其列为国家基本建设项目。

( 4) 为增加该区的科技含量, 应走“试验、示范、推广”的路子, 制定一个吸引科技人才的优惠

政策, 鼓励相关专业人员投身于这一重大项目的科研工作, 并对其成果予以保护,并允许其

有偿转让。( 5) 应加大对示范区的投入。生态环境建设纯属服务于国家能源开发和当地工农业

生产的, 以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主的建设工程, 因此, 建议国家列出专项给予投资 。当前,

可把国家在该区域的水土保持债券项目资金与国家再增加的投资捆绑起来, 统一使用, 并采

取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 多渠道、多方位、多层次筹集资金的办法, 以加速该区的水土保持

生态环境建设的步伐, 推动《水土保持法》在这一区域的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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