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一沟泥”到“满沟粮”
陕北淤地坝治理：

文 / 本刊记者   张静

道道梯田高低错落，漫山遍野的苹果长势良好，红

彤彤的挂满枝头，昔日百姓眼中的“山窝窝”里挂

满了“金果果”……

“沟里筑道墙，拦泥又收粮。”这10个字精炼

而传神地描绘了淤地坝的作用。或许很多人对淤地

坝还很陌生，但在陕北，它却早已是百姓心中的

“粮囤子”“钱袋子”，不仅守护着脚下的土地，

更承载着百姓对未来丰收的期盼与喜悦。

 “梯田层层绕山头，座座坝

地锁住沟。坡地林草盖被子，沟

渠打坝粮园子。”在陕西榆林米

脂县的高西沟村，曾经名不见经

传的小山村，如今满山苍翠，被

誉为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一颗明

珠”；在陕西延安安塞区的南沟

村，一座座淤地坝拦沙淤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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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地坝一般由坝体、溢洪道、放水建筑物“三

大件”组成，是在水土流失地区各级河道中，以拦

淤泥为目的而修建的坝工建筑物，其拦泥淤成的地

叫坝地，在流域沟道中用于淤地生产的坝叫淤地

坝，通俗地说，淤地坝从源头上封堵了向下游输送

泥沙的通道，在泥沙的汇集和通道处形成一道人工

屏障，不仅能够抬高沟床，降低侵蚀基准面，稳定

沟坡，还能减轻沟道侵蚀，有效拦蓄坡面汇入沟道

内的泥沙，是黄土高原特有的、行之有效的水土保

持工程措施。

资料统计，黄土高原沟壑区沟谷面积占总面积

的40％左右，而产沙量却占75％左右，土壤侵蚀严

重，林草措施不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只有依靠工

黄土高原地区广泛流传着“宁种一亩沟，不种

十亩坡”“打坝如修仓，拦泥如积粮，村有百亩

坝，再旱也不怕”的说法，可见，淤地坝对当地人

的重要性。

“一沟泥”的变迁

程措施拦水控沙。而在沟道中修

建淤地坝是控制泥沙下泄最直

接、最有效、最立竿见影的措

施，这也是坡面林草、梯田等所

不可替代的。

那么淤地坝究竟什么时间形

成？据资料显示，淤地坝在陕北

已有几百年历史。最初为自然形

成，距今已有450多年。明代隆

庆三年（公元1569年），陕西子

洲县黄土洼，因自然滑坡、坍

塌，形成天然聚湫，后经加固修

建形成高60米、淤地800余亩的

淤地坝；清涧县辛关村、佳县仁

2017年榆林“7·26”洪

水，泥沙含量每立方米800多公

斤，凸显了陕北地区泥沙问题的

严峻性；靖边县从1958年起，共

建成坝库1236座，累计拦泥6亿

多吨，实现区域90%面积不向黄

河输送泥沙；富县2013年7月

21日-22日12小时降雨145.5毫

米，湫家沟和四十里长沟淤地坝

分别拦蓄泥沙43.6万吨和34.2万

吨，有效避免了泥沙下泄……类

似事例还有很多。

榆林市榆阳区麻黄
梁淤地坝

延川县梁家河坝地利用

93www.xibujuece.com



特别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淤地坝的发展历经了几个重要

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开启试验示范、60年代推广

普及，70年代发展建设、到80年代至2014年小流域

坝系建设，2016年起，开始实施除险加固项目。

家村还有150年以上历史的淤地坝；1945年黄河水利

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批准关中水土保持试验

区在西安荆峪沟流域修建了一座坝高16.2米，集水面

积6.17平方公里，库容26.3万立方米的淤地坝，这是

黄委会在黄土高原地区修建的第一座淤地坝。

“满沟粮”的收获

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淤地坝犹如忠诚的“卫

士”，默默守护着这片古老而脆弱的土地。

“我1953年来到陕北，那时这里满眼风沙滚

滚，寸草不生、人烟稀少，治理水土流失任务很

重。”现今已91岁高龄的水利部黄委会绥德水土保

持科学试验站（黄河水土保持绥德治理监督局）前

任总工程师徐乃民，在榆林绥德辛店沟水土保持示

范园，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感触很深。

进入“十四五”时期以来，陕西迎来淤地坝建

设的重要发展阶段，高标准推进淤地坝建设。

先后开展水土流失规律、水

土保持效益、水土保持生物等试

验研究和示范推广后，在绥德水

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筑成了陕北第

一座大型淤地坝，开辟出了陕北

“ 山 是 和 尚 头 、 沟 是 千 丘

丘，三年两头旱，十种九不收”

是过去辛店沟的真实写照。

辛店沟属无定河中游左岸的

一级支沟，是黄土丘陵沟壑区第

一副区典型流域，也是黄河粗泥

沙集中来源区，每当暴雨倾盆而

下，大量泥沙便随水流一同涌入

黄河。

徐乃民介绍，当时绥德水土

保持科学试验站为了研究黄土丘

陵 沟 壑 区 水 土 流 失 规 律 ， 从

1952年起，在无定河左岸选取了

韭园沟、裴家峁沟、桥沟、辛店

沟、王茂沟5条小流域进行试点，

并摸索出多个治理模式。

延安市宝塔区南沟淤地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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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片山地果园、陕北第一块水平梯田，并总结出

了黄土丘陵沟壑区“梁峁修田建园戴帽子、沟坡植

树种草披褂子、沟底打坝淤地穿靴子”的“三道防

线”治理模式。

同样地处榆林市米脂县的高西沟村，曾是千沟

万壑、植被稀少、黄土裸露的陕北贫困小山村，几乎

年年遭天灾，十年九不收。面对穷山恶水，高西沟人并

不认命。1953年起，为了打破“越穷越垦，越垦越穷”

的生存困局，高西沟村干部群众填沟打坝修梯田，开

始了初期水土治理。

“我们开始打了三个淤地坝，第二年便有两座

被冲毁，后来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总结并反思，

再不能按原来的建设方式，需另寻良策。”榆林市

米脂县高西沟村原村委会主任高锦仁介绍。

目前，该模式在陕西、山西、内蒙古等多个省

份100多条小流域治理中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实现

了“土不下山，水不出沟”的显著成效。如今的辛

店沟，不仅不再向黄河输送泥沙，还成了绥德县山

清水秀的“后花园”。

高西沟人在不断实践和摸索中总结出“先治

山，再治坡，再治沟”的治理模式，按照“山上缓

坡修梯田，沟里淤地打坝堰；高山远山种树木，近

村阳坡建果园；弃耕坡地种牧草，荒坡陡洼种柠

条。”的综合治理方式，形成林草田各占三分之一

60多年来，高西沟人坚持宜

粮则粮、宜牧则牧、宜林则林，

将“三三制”用地模式调整为更

加注重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

合的“三二一”模式，即三份林

地、两份草地、一份耕地，成为

全国生态治理先进示范县，乡亲

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2015年2月高西沟村被水利

部命名为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

园区，2016年12月被水利部命名

为国家水利风景区。农业旅游、

生态家园式的产业，使高西沟村

实现了“山青、水秀、果香、村

美、人富”的愿望，被习近平

总书记誉为“黄土高原生态治理

的一个样板”。

延安市安塞区的南沟村，七

八月的季节里，漫山遍野的苹果

树郁郁葱葱，枝头挂满了沉甸甸

的果实，宛如一幅丰收的画卷。

苹果产业不仅装点了这片土地，

更成为当地村民摆脱贫困、实现

富裕的重要支柱。

至20世纪70年代，高西沟村

已成功治理了85%的山沟区域，

这一壮举显著优化了当地的农业

生产环境与生态系统。随着时间

的推移，高西沟村逐渐披上了绿

装，河流变得清澈见底，粮食产

量也实现了自给自足，一跃成为

黄土高原上造林绿化与水土保持

的典范村庄。

的“三三制”模式，开辟了黄土

高原丘陵沟壑区生态建设的先

河。

子长县石家河淤地坝

95www.xibujuece.com



特别关注

而在老辈人口中，这里曾土地贫瘠，种得多收

得少，交通靠走，通信靠吼，打下点粮食也不好卖

的困境，制约着当地的发展。如何摆脱贫困，淤地

坝派上了用场。

像这样的淤地坝，南沟流域共有4座。4座淤地

坝布设在沟道中，充分发挥拦沙缓洪、固沟防冲、

蓄水灌溉等功能，同时解决了南沟村3060亩山地苹

果、50亩樱桃的灌溉问题，实现生态、经济效益的

双提升。

从2015年起，南沟水土保持科技园开始建设，

科技园承包了南沟村附近的山地进行大规模种植，

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地租给科技园，同时参与植树工

作，获得两份收入。此外，苹果、樱桃等经济林的

发展，既有利于水土保持，又能为群众带来收益。

水土保持带来的绿色转化成为当地群众的生活福

利。

目前，南沟村水土保持示范园共有1060亩矮化

密植苹果园、100亩黑枸杞、60亩樱桃园、20亩草莓

园，还有葡萄、油桃等十余个水果采摘品种，呈现

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南沟2号淤地坝，发挥着拦

泥蓄水作用。下雨的时候，它会拦截上游的泥沙，

避免泥沙进入黄河，堤坝池里可以蓄水，淤积下来

的泥土肥沃，可用来耕种，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种

植和生态环境。

出山上栽下“摇钱树”，树上结

下“金果果”。此外，还配套建

设了休闲垂钓园、生态小木屋酒

店等乡村生态旅游项目，实现了

“华丽转身”。

黄土高原的“聚宝盆”

“在水土保持方面，它把沟

道‘锁’住了，叫做‘金锁关’，

然后把这个‘淤’起来的地，比喻

成‘聚宝盆’。”这是陕北当地老

百姓对淤地坝的总结。

无论是建设了几十年，还是

才刚刚修建完工的，每一座淤地

坝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他们有

的或已“年老”，等待修复；有

的初具雏形，还待完善。“年

长”地块，高粱、玉米、向日葵

等作物“竞相开放”，呈现出

“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气势，产

志丹县郝岔小流域

安塞区楼坪川小流域

96 2024 / 08 / VOL.336



WEST CHINA 
DEVELOPMENT

量要比坡地高8-10倍。

在延安，创造出“山峁缓坡修梯田，陡坡山间

种林草、沟道打坝造良田”的黄土高原水保生态综

合治理模式，已打造出延川梁家河、安塞南沟、宝

塔薛张等一批“水美乡村、水富乡村”示范样板。全

市累计完成退耕还林1077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53.07%，植被覆盖率提高81.3%，山川大地实现了由

黄到绿的历史性变化，为全国提供了生态修复的“延

安样本”。

在榆林，经过多年的实践，黄河流域水土保持

建设重点逐步由分散治理向突出重点、规模治理转

变，由一般治理向高效开发、精品示范转变，由单

一治理向综合治理、突出生态效益转变。目前，榆

林年入黄河泥沙量已减少到2.12亿吨，全境累计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1.8万平方公里。

截至2023年底，陕西省淤地坝建设成果丰硕，

共建成3.5万座，占全国近60%，榆林与延安两市占

比高达98.7%。这些淤地坝累计形成67.62亿立方米

库容，拦泥58亿吨，使年均入黄泥沙量由8.3亿吨减

少到2.68亿吨，显著减少黄河泥沙量，保护耕地与促

进退耕还林还草。同时，淤地

90万亩，年灌溉面积4000公顷，

年增产粮食3亿公斤，为生态与民

生双赢贡献力量。

进入“十四五”，陕西省淤

地坝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历经十多年前期工作的黄河粗泥

沙集中来源区拦沙工程正式立项

实施，停滞多年的新建淤地坝项

目重新上马，新一期病险淤地坝

和老旧坝改造项目正在如火如荼

展开，成为黄土高原的“忠实守

护者”。

从“一沟泥”到“满沟粮”。

未来，随着淤地坝建设的不断

推进、技术的不断成熟、效果

的不断提升，陕北地区的淤地坝

将成为黄土高原上水土保持、生

态环境修复、粮食增产的“聚宝

盆”。

上图：绥德县韭园沟水土保持示范园
下图：绥德县辛店沟柔性溢洪道新型淤地坝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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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淤地坝治理：

从“一沟泥”到“满沟粮”

文 / 本刊记者 张静

“梯田层层绕山头，座座坝地锁住沟。坡地林草盖被子，沟渠打坝粮园子。”在陕西

榆林米脂县的高西沟村，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如今满山苍翠，被誉为陕北黄土高原

上的“一颗明珠”；在陕西延安安塞区的南沟村，一座座淤地坝拦沙淤地，一道道梯田高低

错落，漫山遍野的苹果长势良好，红彤彤的挂满枝头，昔日百姓眼中的“山窝窝”里挂满

了“金果果”……

“沟里筑道墙，拦泥又收粮。”这 10 个字精炼而传神地描绘了淤地坝的作用。或许很

多人对淤地坝还很陌生，但在陕北，它却早已是百姓心中的“粮囤子”“钱袋子”，不仅守

护着脚下的土地，更承载着百姓对未来丰收的期盼与喜悦。

“一沟泥”的变迁

黄土高原地区广泛流传着“宁种一亩沟，不种十亩坡”“打坝如修仓，拦泥如积粮，村

有百亩坝，再旱也不怕”的说法，可见，淤地坝对当地人的重要性。

淤地坝一般由坝体、溢洪道、放水建筑物“三大件”组成，是在水土流失地区各级河

道中，以拦淤泥为目的而修建的坝工建筑物，其拦泥淤成的地叫坝地，在流域沟道中用于

淤地生产的坝叫淤地坝，通俗地说，淤地坝从源头上封堵了向下游输送泥沙的通道，在泥

沙的汇集和通道处形成一道人工屏障，不仅能够抬高沟床，降低侵蚀基准面，稳定沟坡，

还能减轻沟道侵蚀，有效拦蓄坡面汇入沟道内的泥沙，是黄土高原特有的、行之有效的水

土保持工程措施。

资料统计，黄土高原沟壑区沟谷面积占总面积的 40％左右，而产沙量却占 75％左右，

土壤侵蚀严重，林草措施不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只有依靠工程措施拦水控沙。而在沟道

中修建淤地坝是控制泥沙下泄最直接、最有效、最立竿见影的措施，这也是坡面林草、梯

田等所不可替代的。

2017 年榆林“7·26”洪水，泥沙含量每立方米 800 多公斤，凸显了陕北地区泥沙问题

的严峻性；靖边县从 1958 年起，共建成坝库 1236 座，累计拦泥 6 亿多吨，实现区域 90%

面积不向黄河输送泥沙；富县 2013 年 7 月 21 日-22 日 12 小时降雨 145.5 毫米，湫家沟和

四十里长沟淤地坝分别拦蓄泥沙 43.6 万吨和 34.2 万吨，有效避免了泥沙下泄……类似事

例还有很多。

那么淤地坝究竟什么时间形成？据资料显示，淤地坝在陕北已有几百年历史。最初为

自然形成，距今已有 450 多年。明代隆庆三年（公元 1569 年），陕西子洲县黄土洼，因自

然滑坡、坍塌，形成天然聚湫，后经加固修建形成高 60 米、淤地 800 余亩的淤地坝；清涧

县辛关村、佳县仁家村还有 150 年以上历史的淤地坝；1945 年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

黄委会）批准关中水土保持试验区在西安荆峪沟流域修建了一座坝高16.2米，集水面积6.17



平方公里，库容 26.3 万立方米的淤地坝，这是黄委会在黄土高原地区修建的第一座淤地坝。

新中国成立后，淤地坝的发展历经了几个重要阶段：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启试验示范、

60 年代推广普及，70 年代发展建设、到 80 年代至 2014 年小流域坝系建设，2016 年起，开

始实施除险加固项目。

进入“十四五”时期以来，陕西迎来淤地坝建设的重要发展阶段，高标准推进淤地坝

建设。

“满沟粮”的收获

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淤地坝犹如忠诚的“卫士”，默默守护着这片古老而脆弱的土地。

“我 1953 年来到陕北，那时这里满眼风沙滚滚，寸草不生、人烟稀少，治理水土流失

任务很重。”现今已 91 岁高龄的水利部黄委会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黄河水土保持绥

德治理监督局）前任总工程师徐乃民，在榆林绥德辛店沟水土保持示范园，回忆起当时的

场景，感触很深。

“山是和尚头、沟是千丘丘，三年两头旱，十种九不收”是过去辛店沟的真实写照。

辛店沟属无定河中游左岸的一级支沟，是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一副区典型流域，也是黄

河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每当暴雨倾盆而下，大量泥沙便随水流一同涌入黄河。

徐乃民介绍，当时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为了研究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规律，

从 1952 年起，在无定河左岸选取了韭园沟、裴家峁沟、桥沟、辛店沟、王茂沟 5 条小流域

进行试点，并摸索出多个治理模式。

先后开展水土流失规律、水土保持效益、水土保持生物等试验研究和示范推广后，在

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筑成了陕北第一座大型淤地坝，开辟出了陕北第一片山地果园、

陕北第一块水平梯田，并总结出了黄土丘陵沟壑区“梁峁修田建园戴帽子、沟坡植树种草

披褂子、沟底打坝淤地穿靴子”的“三道防线”治理模式。

目前，该模式在陕西、山西、内蒙古等多个省份 100 多条小流域治理中得到普遍推广

和应用，实现了“土不下山，水不出沟”的显著成效。如今的辛店沟，不仅不再向黄河输

送泥沙，还成了绥德县山清水秀的“后花园”。

同样地处榆林市米脂县的高西沟村，曾是千沟万壑、植被稀少、黄土裸露的陕北贫困

小山村，几乎年年遭天灾，十年九不收。面对穷山恶水，高西沟人并不认命。1953 年起，

为了打破“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生存困局，高西沟村干部群众填沟打坝修梯田，开始

了初期水土治理。

“我们开始打了三个淤地坝，第二年便有两座被冲毁，后来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总

结并反思，再不能按原来的建设方式，需另寻良策。”榆林市米脂县高西沟村原村委会主任

高锦仁介绍。

高西沟人在不断实践和摸索中总结出“先治山，再治坡，再治沟”的治理模式，按照



“山上缓坡修梯田，沟里淤地打坝堰；高山远山种树木，近村阳坡建果园；弃耕坡地种牧

草，荒坡陡洼种柠条。”的综合治理方式，形成林草田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模式，开

辟了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生态建设的先河。

至 20 世纪 70 年代，高西沟村已成功治理了 85%的山沟区域，这一壮举显著优化了当地

的农业生产环境与生态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高西沟村逐渐披上了绿装，河流变得清澈

见底，粮食产量也实现了自给自足，一跃成为黄土高原上造林绿化与水土保持的典范村庄。

60 多年来，高西沟人坚持宜粮则粮、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将“三三制”用地模式调

整为更加注重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三二一”模式，即三份林地、两份草地、一

份耕地，成为全国生态治理先进示范县，乡亲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

2015 年 2 月高西沟村被水利部命名为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区，2016 年 12 月被水

利部命名为国家水利风景区。农业旅游、生态家园式的产业，使高西沟村实现了“山青、

水秀、果香、村美、人富”的愿望，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

延安市安塞区的南沟村，七八月的季节里，漫山遍野的苹果树郁郁葱葱，枝头挂满了

沉甸甸的果实，宛如一幅丰收的画卷。苹果产业不仅装点了这片土地，更成为当地村民摆

脱贫困、实现富裕的重要支柱。

而在老辈人口中，这里曾土地贫瘠，种得多收得少，交通靠走，通信靠吼，打下点粮

食也不好卖的困境，制约着当地的发展。如何摆脱贫困，淤地坝派上了用场。

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南沟 2 号淤地坝，发挥着拦泥蓄水作用。下雨的时候，它会拦截

上游的泥沙，避免泥沙进入黄河，堤坝池里可以蓄水，淤积下来的泥土肥沃，可用来耕种，

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种植和生态环境。

像这样的淤地坝，南沟流域共有 4 座。4 座淤地坝布设在沟道中，充分发挥拦沙缓洪、

固沟防冲、蓄水灌溉等功能，同时解决了南沟村 3060 亩山地苹果、50 亩樱桃的灌溉问题，

实现生态、经济效益的双提升。

从 2015 年起，南沟水土保持科技园开始建设，科技园承包了南沟村附近的山地进行大

规模种植，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地租给科技园，同时参与植树工作，获得两份收入。此外，

苹果、樱桃等经济林的发展，既有利于水土保持，又能为群众带来收益。水土保持带来的

绿色转化成为当地群众的生活福利。

目前，南沟村水土保持示范园共有 1060 亩矮化密植苹果园、100 亩黑枸杞、60 亩樱桃

园、20 亩草莓园，还有葡萄、油桃等十余个水果采摘品种，呈现出山上栽下“摇钱树”，树

上结下“金果果”。此外，还配套建设了休闲垂钓园、生态小木屋酒店等乡村生态旅游项目，

实现了“华丽转身”。

黄土高原的“聚宝盆”

“在水土保持方面，它把沟道‘锁’住了，叫做‘金锁关’，然后把这个‘淤’起来的

地，比喻成‘聚宝盆’。”这是陕北当地老百姓对淤地坝的总结。



无论是建设了几十年，还是才刚刚修建完工的，每一座淤地坝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

他们有的或已“年老”，等待修复；有的初具雏形，还待完善。“年长”地块，高粱、玉米、

向日葵等作物“竞相开放”，呈现出“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气势，产量要比坡地高 8-10 倍。

在延安，创造出“山峁缓坡修梯田，陡坡山间种林草、沟道打坝造良田”的黄土高原

水保生态综合治理模式，已打造出延川梁家河、安塞南沟、宝塔薛张等一批“水美乡村、

水富乡村”示范样板。全市累计完成退耕还林 1077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53.07%，植被覆

盖率提高 81.3%，山川大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变化，为全国提供了生态修复的“延安

样本”。

在榆林，经过多年的实践，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建设重点逐步由分散治理向突出重点、

规模治理转变，由一般治理向高效开发、精品示范转变，由单一治理向综合治理、突出生

态效益转变。目前，榆林年入黄河泥沙量已减少到 2.12 亿吨，全境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8 万平方公里。

截至 2023 年底，陕西省淤地坝建设成果丰硕，共建成 3.5 万座，占全国近 60%，榆林

与延安两市占比高达 98.7%。这些淤地坝累计形成 67.62 亿立方米库容，拦泥 58 亿吨，使

年均入黄泥沙量由 8.3 亿吨减少到 2.68 亿吨，显著减少黄河泥沙量，保护耕地与促进退耕

还林还草。同时，淤地 90 万亩，年灌溉面积 4000 公顷，年增产粮食 3 亿公斤，为生态与

民生双赢贡献力量。

进入“十四五”，陕西省淤地坝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历经十多年前期工作的黄河

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拦沙工程正式立项实施，停滞多年的新建淤地坝项目重新上马，新一期

病险淤地坝和老旧坝改造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展开，成为黄土高原的“忠实守护者”。

从“一沟泥”到“满沟粮”。未来，随着淤地坝建设的不断推进、技术的不断成熟、效

果的不断提升，陕北地区的淤地坝将成为黄土高原上水土保持、生态环境修复、粮食增产

的“聚宝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