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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确切时间，只是符合人们习惯表述）的治理还集中在

下游的疏河排沙、固堤抢险阶段，中游黄土高原的水土

流失治理推进不够，穆兴民说这种以下游的治沙及河堤

建设为中心的治洪办法是“以石压草”，总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随着人们对黄河自然规律的不断掌握，上世纪70年

代后，开始上中下游兼治，加强了中上游黄土区水土保

持，保就是保住了蓄水的土，保住了植物包括农作物生

长发育之基，同时把雨水分散在流域以减少进入河道的

洪水，逐步实现土壤侵蚀降低和入黄泥沙减少，是下游

治水的“斩草除根”之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

步推进科学保护和治理高质量发展，调水调沙，科学预

报和调度，治黄成效显著。他还说，1980年代水利部黄

委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成立，对推动流域水土保持起到

重要作用。

可 以 说 ，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 特 别 是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黄河流域保护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生态

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社会经济有了稳步提升的基础，人

们过上了富裕安康的生活。

五年来，沿黄九省区加强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落

实主体责任，基本形成了生态大保护大治理和社会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同时，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保

护制度，细化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举措，展现了大保护大协同大发展的新格局。

与此同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

纲要》《黄河保护法》颁布施行，数字孪生黄河正在加快

构建。这些举措开创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磅礴气象。

穆兴民指出，在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和领导下，勤劳

智慧的中国人民通过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的科学规

划，以小流域为单元，根据立地及社会经济条件，采用造

独家调查丨Exclusive  InvestigationＥ

林、种草、植被恢复、修建梯田和淤地坝等措施进行综合

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正发生着由“局部好转、

整体恶化”向“局部良好、整体好转”的历史性转变。

通过数字图片和影像，我们可以了解如今山绿、气

新、水清、河安、民富的黄河。

“山绿”体现在黄土高原植被覆盖度不断提高。如

今，林、草、梯田等措施综合覆盖率不足30%的低治理区

域面积，从1970年代的81%减少到3.5%；黄河中游地区

林草梯田覆盖率已由1970年代的20%，提高到54%。

“ 水 清 ” 体 现 在 黄 河 中 上 游 输 沙 量 大 大 降 低 。 随

着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植被覆盖率大大提高。

二十年前可能流域每小时降雨20毫米，沙子就会流进河

床，而现在每小时降雨五六十毫米，流域也基本不会产

生沙子。黄河泥沙90%来自黄河中游的头道拐至潼关的黄

土高原。潼关的输沙量较常说的年均输沙量16亿吨，减

少到2000-2023年的2.4亿吨，平均减少85%，而含沙量

则较常说的年均每立方米35公斤，减少到每立方米11.2公

斤，平均减少了68%。

穆兴民告诉记者，基于山绿、气新、水清呈现的河

安，也就有了民富。“民富”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向

好的一个重要表现。水土保持作为山区生产的生命线，

能通过保护水土资源，提高产量和发展经济林果，给农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等

地代表性经济作物，如宁夏的葡萄产业、陕西和甘肃的

苹果产业，都成为当地人的致富果。这对过去传统农作

物还要看天吃饭的地域来说，人民富裕程度的增速是前

所未有的。在牧业、林业等传统领域，还出现新的业态

形式，如梯田果业、家庭农场等。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好 消 息 不 断 传

来。在10月29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黄河“几字弯”城市榆林的情况显示，榆林市水土流失

穆兴民研究员在深圳就黄土高原水土保持问题做专项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