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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青海省各级水利水保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青海工作“四个扎扎实实”的重大要求，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和新时代水利工作方针，不断深化对“三个最大”省
情的认识，致力于“中华水塔”生态保护，在水利部及流域机构的大力支持、帮助、指导下，以小流域综合治理和坡耕地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为抓手，持续创新推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在实践中，青海省湟中县立足最美，小中见大，普惠共
享，在推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中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发展模式，将卡阳小流域打造成了“湟水流域最美小流域”
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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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青海省各级水利水保部门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四个扎扎实实”的重大要求，积
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和新时代水利工作方针，不断深
化对“三个最大”省情的认识，致力于“中华水塔”生态
保护，在水利部及流域机构的大力支持、帮助、指导下，
以小流域综合治理和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为
抓手，持续创新推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
效，湟中县卡阳小流域精品建设即是典型代表。

1 卡阳小流域自然概况

卡阳小流域为湟水河二级支流，地处省会西宁市
西面，流域总面积 64．11 km2，涉及上五庄、拦隆口 2 个
镇的卡阳、业宏、小寺沟等 13 个行政村。流域海拔
2 499．7～3 274．0 m，梁峁起伏、坡陡沟深、沟壑纵横，水
土流失以水力侵蚀为主，水力侵蚀以面蚀及沟蚀为主
要表现形式。面蚀主要发生在坡耕地及荒山荒坡，沟
蚀主要发生在坡面切沟和发育初、中期冲沟及沟头部
分。治理前这里水土流失严重，平均土壤侵蚀模数
5 000 t / ( km2·a) 。

卡阳村是卡阳小流域重要的村落之一，属湟中县
浅脑山区，现有农户 256 户 964 人，其中贫困户 45 户
128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前，全村水土流失面积达
5．7 km2，占全村总面积的70．62%，全村总耕地面积 200
hm2，其中梯田 16．67 hm2、坡耕地 183．33 hm2。治理前
群众生活困难，人均年收入仅 3 000 元左右，是远近闻
名的“光棍村”“贫困村”。

近年来，青海省湟中县以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

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取得了较好
的治理效果，卡阳村成为卡阳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最
受益的行政村之一。

2 卡阳小流域水土保持概况

2014年，全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湟中县拦
隆口项目在卡阳村及周边 5 个行政村全面展开，项目
区当年完成治理面积 6．11 km2，其中卡阳村完成治理
面积 1．83 km2，新修砂石路面田间道路 4．6 km，总投资
1 375万元。2017 年，依托原有基础，以卡阳村为中
心，水利部门投资 1 400万元，在周边 13个行政村开展
集中连片、规模化防治的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形成了
以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为基础、辐射带动卡阳村周边农
业生态旅游观光的区域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3 卡阳小流域水土保持主要举措

根据卡阳小流域土地利用现状、措施适宜条件和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总体布局，按照流域水土流失特点
和地形地貌特征，将流域划分为坡改梯治理区、坡面造
林绿化区、生态修复预防区、四旁植树美化区等 4 个防
治分区，坚持以坡耕地治理为抓手，以小流域综合治理
为基础，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合理利用土地、减少水土
流失危害为目标，形成梁、峁、坡面全方位防护体系。

( 1) 规划先行，科学设计。按照“因地制宜、统筹
兼顾、精准施策、规划先行”的原则，2017 年 2 月 6 日，
西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对《关于 2017年度国家水土保
持重点工程青海省湟中县卡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实
施方案》进行了专家论证与行政审批，2017 年 8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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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青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7 年第二批水利发展
资金的通知》明确了卡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任务及
投资。项目工程设计坚持以防治水土流失为中心，以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出发点，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
源，因地制宜、因害设防、节节拦蓄，依据卡阳小流域自
然条件、经济状况、土地利用状况、水土流失特点、地形
地貌特征等布设治理措施。

( 2) 广泛宣传，强化协作。湟中县水利建设管理
中心成立项目领导小组，落实各部门、乡镇责任和分
工，为项目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广泛宣传，提
高项目区群众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湟中县通过广
播、现场走访等多种形式，向广大项目区群众宣传水土
保持综合治理的迫切性，同时多方听取项目区群众对
项目建设的要求，对项目的设计进行了优化，极大地提
高了群众参与项目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

( 3) 规范程序，提升质量。规范项目建设程序，提
高工程建设质量。在项目实施中，湟中县水利建设管
理中心从初设至施工阶段就加强了项目管理，在项目
建设管理上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
理制及招投标制。项目领导小组明确了项目法人、监
理单位，项目法人与中标单位签订了施工合同，不仅保
证了项目质量、进度，而且为验收及工程效益发挥奠定
了基础。

4 卡阳小流域水土保持项目实施效果

( 1) 有效治理了水土流失。截至目前，卡阳小流
域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28． 0 km2，累计治理程度达
95%，实现了地整、山绿、水清、路畅的建设目标，项目
区生态呈良性循环态势。据监测，新修梯田保水、保土
效益分别为 675 m3 /hm2、40．5 t /hm2。

( 2) 显著改善了人居环境。在整合实施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河道治理等项目过程中，突出了生态观赏性
树种营造、特色农作物种植、优良花卉建设等措施，并
大力开展了行政村污水处理、垃圾清理、农厕改造等亮
化工程。通过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以梯田为载体，千
亩优质油菜、优质中藏药和生态花卉等基地建设初具
规模，形成了“青山如黛、花海飘香”的高原特色乡村
旅游景观。

( 3) 明显提高了粮食产量。通过土地利用结构合
理调整，土地利用率得到提高。坡改梯前卡阳小流域
小麦平均产量为 2 250 kg /hm2，油菜平均产量为 1 125
kg /hm2，马铃薯平均产量为 11 250 kg /hm2，坡改梯措
施实施后，梯田小麦、油菜、马铃薯分别增产 750、450、
3 000 kg /hm2。

( 4) 助推了脱贫攻坚。不断强化治理成果的管护

运用，使小流域治理效益得到延伸，充分发挥了水土保
持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作用。如突出“共建共治共
享”、创新“投资公司+村民+贫困户”的扶贫模式，使村
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创业。目前，卡阳村 45 户贫困
户共 128 人已全面脱贫，卡阳村年人均收入已从3 000
元上升到 1万余元，项目区内其他 12 个村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也较治理前增长 20%以上。

( 5) 大力发展了特色产业。在小流域综合治理的
坚实基础上，坚持“生态+产业+创新”的发展理念，努
力建设集花海、徒步场、农家乐于一体的“乡趣卡阳”，
成功创建了“中国乡村旅游扶贫示范基地”和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生态、经济和社会三大效益显著，
使卡阳成了“乡村生态振兴”的示范样板。

( 6) 积极发挥了卡阳小流域的示范引领作用。以
湟中县卡阳小流域为示范模板，青海省先后打造出乐
都区卯寨沟、民和县寺沟峡等“小流域+生态旅游”模
式的小流域，充分发挥了水土保持在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中的作用。小流
域综合治理工程创新建设，全力助推了各重点治理项
目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项目区呈现出全面发展、协
调推进、效益彰显的新态势。

5 结 语

留住了水土，就留住了发展的根。卡阳的沧桑巨
变充分证明，小流域综合治理是实现水土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有效措施，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也是促
进农牧民增收、推进农牧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卡阳村这座贫困山村的命运转折，
源于青海各级党政切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
想，源于从国家到地方各级水利部门努力把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转化为老百姓现实的生动实践，
源于以“坡耕地改造和小流域综合治理”为主体的水
保工程建设实施。今后一个时期，青海省小流域综合
治理工作要以“卡阳样板”为示范，切实调整发展思
路，统一规划，综合施策，统筹推进，坚持山、水、林、草、
景、田、园、路、村、镇“十位一体”综合治理，加快构建
科学完善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促进水土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维护，扎实做好水土
保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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