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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治沟造地工程的现状、特点及作用

贺春雄
（延安市治沟造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延安 716000）

摘  要：延安是全国治沟造地的发起地，延安治沟造地工程是土地整治工程和水土保持骨干工

程的融合与创新。本文通过介绍延安开展治沟造地的背景、原因及工程现状，总结延安治沟造

地工程特点及作用，分析延安治沟造地工程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使人们认识到延安治沟造

地工程将对黄土高原地区乃至西部高原山区、生态脆弱地区、水资源匮乏地区、二元结构突出

地区实施农村土地整治产生现实和长远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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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 of the Gully Reclamation Project in Yan'an

HE Chun-xiong
(Gully Reclamation Leading Group Office in Yan'an, Yan'an 716000, China)

Abstract: Yan'an is the origin of the National Gully Reclamation Project, which is the combin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Land Regulation Project and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ackbone project. 
By describing the background, reasons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carrying out this national project 
in Yan'an, Shaanxi Province,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 analysed the 
ecological, econom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of this project, which would create practical and long-
term reference value for carrying out the rural land remedia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the western 
mountain plateau, ecologically fragile areas, water scarcity areas and the dual structure promin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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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地处黄土高原中南部、陕西北部，属黄

河中游丘陵沟壑区，全市辖 1 区 12 县，总人口

221.43 万人，土地面积 37037 km2。

1999 年延安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大规模的退耕

还林、封山禁牧试点，成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市”。

到 2012 年底，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 910.06 万亩，

占全国的 2.5%，全省的 27%（魏宏安和王介勇，

2013），延安山川大地基调实现由黄到绿的历史

性转变，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由 9000 t∙km−2 减少

到 7000 t∙km−2，入黄泥沙由每年的 2.58 亿吨下降

到 1.96 亿吨（延安市政府，2013），生态环境明

显好转。延安市植被覆盖变化情况如图 1 所示。

但延安的耕地面积减少了一半多（周怀龙等，

2012）。从延安现实状况来看：一方面延安粮食

安全没有保障，水土流失依然严重，农业发展基

础薄弱，水土资源刚性制约突出，乡村基础设施

保障能力不足，“能化当家”的发展方式单一，

农业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发展任务紧迫；另一方

面延安市可供开发利用沟道土地有 140 多万亩（夏

树等，2012），土地资源丰富。因此，延安顺应

实施大规模退耕还林工程后耕地保护重点由坡面

转向沟道、水土流失减少后沟道整治模式由淤地

转变为造地、耕地分配由分散经营转向规模经营

的新形势，大力开展治沟造地，快速增加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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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面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改善沟

域生态环境、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治理水土流失、

夯实农村发展基础，促进区域统筹、城乡协调、

人地和谐发展。延安成为全国治沟造地的发起地。                                   

1  延安治沟造地的现状

1.1  项目概况

延安治沟造地是针对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特

殊地貌，利用现代化机械快速填沟覆土，田坝渠

路林综合建设的一种沟道土地整治新模式。延安

市治沟造地项目从 2011 年试点，2012 年被国土资

源部、财政部列入全国土地整治重大工程，2013
年被两部正式批复，因此，2013 年以前治沟造地

项目属于省级项目，从 2013 年起实施的治沟造地

项目属于国家土地整治重大工程项目，该重大工

程项目概况见表 1（刘彦随，2013）。 
重大工程项目资金由中央承担 85%、省上配

套 15%；197 个子项目不是均匀分布于延安市 13
个县（区），而是重点安排在耕地质量等级较低

的宝塔区、延川县、子长县等北部 7 县（区），

南部 6 县安排较少。通过 5 年项目实施，要带动

全市耕地质量提高，人均 2.5 亩基本农田需求基本

得到满足，耕地短缺问题得到缓解 。

1.2 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截至 2015 年 5 月底，全市治沟造地省级项

目经省上验收核准完成造地 6.5 万亩，完成投资

2.7 亿元。重大工程项目 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子

项目累计实施情况见表 2（陕西省国土资源厅，

2014）。

表 1 重大工程项目概况
  Tab.1 The overview of major project

项目范围
（县）

建设规模
（万亩）

新增耕地面积
（万亩）

新增耕地率
（%）

建设总投资（亿元） 子项目数量
（个）

实施期限（年）
土地整治资金 水土保持骨干工程资金

13 50.67 4.63 9.1 40.96 7.36 197 2013—2017

表 2 重大工程子项目累计实施情况
Tab.2 The cumulative implementation of major project's subproject 

涉及县（区）
实施面积
（万亩）

新增耕地面积
（万亩）

新增耕地率
（%）

完成资金投入
（亿元）

惠及人口数
（万人）

宝塔、吴起、志丹、安塞、子长、延川、延长、
甘泉、富县、宜川、洛川、黄陵、黄龙

18.41 3.54 19.2 14.10 55.23

图 1 延安市植被覆盖率变化图
Fig.1 the changed map of vegetation cover in Ya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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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已实施的 75 个子项目

共完成 18.41 万亩，依据设计预算完成投资 14.10
亿元，根据 75 个子项目所涉及村组统计，重大工

程项目实施已惠及约 55 万农业人口。

延安按照治沟保生态、造地惠民生目标，全

力治沟造地，取得显著成效，具有鲜明特点。

2  延安治沟造地的特点

2.1  工程建设地点的选择

项目申报阶段，建设地点的选择标准：流域

面积小于 20 km2 、自然地形地貌开阔、沟坡坡度

小于 25°、沟底比降小于 10% 的沟道（王秀茹，

2009）；经土地整治能够产生较多新增耕地的沟道；

原有的水土保持骨干工程基础设施较好的沟道；

近水、近路、近村的沟道；农民群众对治沟造地

积极性高村庄的沟道，依据这些标准选择确定子

项目建设地点。目前，延安市治沟造地重大工程

项目已批复，项目建设地点原则上不能变更。

2.2  工程建设注意事项

在治沟造地工程建设中要注意做到：“三不

修”即：退耕还林地不修，植被覆盖良好地块不

修，地表工程量大而造地面积小的地块不修；“造

一退三”即：造一亩沟坝地退三亩坡耕地；坚持

质数并重、经济与生态双赢等原则进行治沟造地。

2.3  工程建设典型特征

2.3.1 治沟造地速度快

从技术性能看，由于使用挖掘机、装载机、

推土机等现代化工具，在一个台班、相同土方量

及运距等生产条件下，通过循环式单斗挖掘机生

产能力 P1 = 60×q ×n×KH ×KP'×KB×Kt 和装载机生产能

力 （袁光裕和胡志根，2009）计算，

与人力挖运填土能力比较，一台装载机至少相当

于 150 人的生产能力，机械化施工减轻了人工繁

重体力劳动，提高了施工速度。

2.3.2 整治土地可当年耕种

田坎建成后，利用机具向沟道直接填沟覆土，

快速建成坝地，相比传统淤地坝建设省去蓄水和

淤积泥沙逐渐形成坝地的时间，当年耕种，当年

见效。

2.3.3 解决了沟道防洪问题

按照治沟先治水、造田先护坡的思路，在治沟

造地工程建设中，要求控制流域面积在 2 ~ 5 km2 建

一座中型拦洪坝（王秀茹，2009），坝端一侧建设

明渠式溢洪道，沟道比降大于 5% 地段要修浆砌石

排洪渠，主沟道两侧之间、支沟与主沟道之间排水

渠都要相通，沟道边坡上要设置截水沟、下要设置

排水沟，通过布设这些防洪工程措施，构建防洪体

系，实现以坝控制、分区拦蓄、层层设防、畅通行洪。

2013 年 7 月延安市 13 个县（区）遭受“百年一遇”

的持续强降雨袭击，降雨量是历年同期的 8 倍，全

市 12.6万亩治沟造地面积中只有 2.7万亩受损严重，

其余近 10 万亩只是不同程度存在积水、边坡表层

滑落等问题，治沟造地工程总体经受住了考验，实

践证明治沟造地工程解决了沟道防洪问题，也就提

高了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2.3.4 立体整治、综合开发

按照山上退耕还林，山下治沟造地的空间总体

布局，运用土地工程与水土保持工程复合构建、生

物恢复与土地改良、生态防护与景观再造等集成技

术，实行田、坝、路、林、渠、排水、退耕、产业

综合开发，土地综合整治效果显著，如图 2 所示。

图 2 土地综合整治效果图
Fig.2 The effect picture of lan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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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智能化、信息化管理

延安市治沟造地土地整治重大工程项目要求

的质量标准高、群众满意度高，因此，除严格实

行法人制、公告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

审计制“六项”项目管理制度进行精细化管理外，

在项目管理上，在每个子项目开工前和竣工后都

要进行无人机航拍，引入无人机航拍监测监管技

术、定位数据采集全球定位系统技术（GPS）、地

理信息系统技术（GIS），实现监测监管智能化（邱

杰等，2013）；应用适宜本地生态化设计要求的

材料比配技术及规划设计的智能化和可视化技术，

实现设计智能化；通过建立中省市县四级农村土

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对重大项目预算与计划下

达、项目实施、项目竣工验收三个阶段信息实行

网络即时直报，报备信息点有 420 项，子项目信

息要“上图入库”后，最终才能验收，实现项目

管理信息化。

重大工程项目实施两年，延安市治沟造地工

程已成为支撑全市农业农村工作的支柱和产业化

发展的平台，治沟造地工程建设为革命老区、资

源型城市、西部高原山区、生态脆弱地区、水资

源匮乏地区、二元结构突出地区探索出一条农村

土地整治路径和模式，发挥出重要作用。

3  延安治沟造地的作用

3.1  生态效益

3.1.1 有效改善环境

现已治沟造地 18.41 万亩，“造一退三”加快

了退耕还林进程，使 55 万亩坡耕地退了下来（见

图 3a），同时，使项目区群众耕地有了保障，避

免了退耕还林的坡耕地被人复垦，巩固了退耕还

林成果。山野植被好了，雨水增多，以宝塔区为

中心的周围地区年均降雨量已超过了 550 mm，涵

养水源，防风固沙，空气湿润清洁，生态环境改善。

3.1.2 控制水土流失

项目区沟道地形复杂，洪水集中，生态脆

弱，径流多年平均含沙量 117 kg∙m−3（毛华健等，

1987），是水土流失的策源地。通过打坝修渠、

适度开挖、逐级退台、植树种草，解决了沟道行

洪安全、边坡稳定、植被恢复三个关键问题，切

断了沟道输移泥沙的通道，做到泥不出沟，项目

区内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重大工程项目 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建设任务完成情况如表 3（陕西

省国土资源厅，2015）。

表 3 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Tab.3 The completion of construction task during the year of 2013 and 2014

名称 淤地坝 排水渠 农用桥 农用井 水工建筑物 谷坊 田间道路 防护林

单位 （座） （km） （座） （座） （座） （座） （km） （万株）

工程量 658 807 543 66 2364 2143 880 757

修筑淤地坝和谷坊是为拦蓄地表径流，修建排

水渠、农用桥、涵洞和跌水等水工建筑物是为畅通排

洪，边坡、路坡、渠坡、坝坡等处栽植防护林是为稳

固坡面和减少坡面水土流失。据统计已实施子项目的

流域面积，现已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800 多 km2（见

图 3b），按年平均土壤侵蚀模数 7000 t∙km−2 计算，

年减少入黄泥沙约 1300 万吨（见图 3c）。

3.2  经济效益

退耕还林后，延安市原有耕地总量急剧下降，

人均耕地也大幅减少。当前全市治沟造地新增耕

地 3.54 万亩，不仅有力缓解了耕地紧缺态势，而

且通过建设灌溉与排水工程，基本解决了旱涝灾

害对农业的影响，耕地平均提高了 2 到 3 个质量

等级，据测算，1 亩沟坝地粮食产量相当于 5~7 亩

坡耕地产量，农民群众“宁种一亩沟地，不种十

亩坡地”，粮食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工程实施后

种植玉米亩均增产达 400 斤以上（见图 3d），人

均纯收入也提高了 300 元（见图 3e），治沟造地

成为解决退耕还林与粮食增产矛盾的一种新途径。

3.3 社会效益

3.3.1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现代农业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

农业生产力实现的载体，治沟造地工程建设，使

田成方、渠相通、路相连，土地开发利用质量整

体提高，农业生产条件极大改善，有利于机械化、

组织化发展现代农业，机械化率达到 100%。按照

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制作产业规划，加快土地

流转，引进种植、养殖和加工等龙头企业，实行

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经营，提高农

业产业化水平，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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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遵照“统筹城乡，富民强市”战略，延安治

沟造地工程建设与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紧密结合，

改造农村废弃宅基地和空心村，造出大量优质平

坦高标准农田，带动了移民搬迁和农村新型社区

建设。如宝塔区甘谷驿镇顾屯流域，已治沟造地

5697 亩，随后沟内有 580 多农民要搬迁到沟外农

村新型社区中安家落户。治沟造地工程与退耕还

林工程携手同进，保护和利用好沟道、山体、河

流、湿地、生物多样性等自然景观要素，使延安

的山水风光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天然基调和秀美底

色，全市移民搬迁将向 12 个县城、33 个重点镇、

100 个新型农村社区集中，惠及农业人口 155.77
万人，实施治沟造地工程，加快城镇化进程，改

善生产条件，优化居住环境，让农民既能享受现

代文明生活，又能就近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

和谐发展。

4  结语

延安治沟造地既是新事物，又是领导重视、

社会关注、群众欢迎的工程项目，也是复杂系统

工程，项目实施要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法律、

科技等多领域多层面问题，没有成套工程经验，

没有成熟技术体系，需要政府推动、群众支持、

科技支撑，需要项目管理部门与勘测、设计、监理、

施工等各参建单位协调配合，共同努力，需要财政、

审计、纪检等部门全程监督检查，需要不断总结

工程经验、完善技术服务、强化科学管理，严格

程序办事，才能把治沟造地工程真正做成利国利

民的生态工程、民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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