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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石 沟 小 流 域 生 态 经 济 初 探 

王爱仙 

(太原市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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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石沟小流域通过1983～1993年10年的重点治理，取得了显著效果，形成了优质高产高效的小流域经济，为 

生态经济开发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白石沟人瞄准生态园林旅游农业区的更高日标，建成万亩葡果基地，形成了十里葡 

萄长廊的独特景观，太摘生态农业旅游产业开发，有力地促进了葡果基地进一步向集约化、科技化和商品化发展，显示出 

较高的观重价值、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中圉分类号]SlY／．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l0∞一0941(2001)O1—0036—02 

白石沟流域 1983年列人黄河中游地区水土保持 

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通过 10年(1983—1993年)的重 

点治理和完善提高，由单纯防护型治理转为开发型治 

理，自然面貌、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源利 

用趋于合理，形成了优质高产高效的小流域经济，群众 

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90年代后期，白石沟人瞄准 

生态园林旅游农业的更高目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农 

业区，特别是十里葡萄长廊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为游人 

提供了一个回归大自然、享受大自然的好去处，开辟了 
一 条现代旅游农业的新路，而且使生活在山区、老区、 

贫困地区的白石沟父老乡亲由此步人了脱贫致富的小 

康之路 

1 小流域综台治理为生态经济奠定基础 

白石沟小流域位于清徐县西北山区，流域面积 

62．9 km2，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44．8 ，占流域面积的 

71．3％，土地瘠薄，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有主要 

支沟 10条，小支毛沟 2 000余条，年土壤侵蚀模数 

4 000 t／ ，年输沙量25．11万t。从5O年代开始由点 

到面，由单一治理措施发展到以小流域为单元集 中连 

片综合治理。特别是 1983年以来，在黄委会黄河上中 

游管理局和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打响了一场坚持 

不懈治理白石沟小流域的攻坚战，取得了十分显著的 

效果。目前已有 16条支沟初步形成了水保综合防护 

体系，治理面积 l8．3 lan2，治理度达 40．83％。有基本 

农田 560 hm2、果园 510 hm2、防护林 960 、风景林 

467h ，淤地坝 49座、石谷坊 2 3C0座、顺水坝 1．2万 

iflll，建成河滩地 90IlⅡ12、小水电站 20余处，发展小青龙 

灌溉 3．∞ 万 m。主沟道治理更是具有规模，大量的葡 

萄和林果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水浇地达到 133 hm2， 

实现了人均 0．133lm 基本农田、0．133lm 果园的规 

划目标，使昔日的乱石山坡、白石害河逐步成为果树成 

林、葡萄满架的“葡萄沟”。作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命名 

的全省十大“高产优质高效流域”之一 ，白石沟人民创 

造了不少土石山区治理开发的好经验，建立了迎南风 

村这样的全国小流域治理生态经济旅游农业示范区。 

经过科学规划，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风景林、水 

保林、水果林综合发展，形成了山顶松柏“戴帽”，山沟 

葡萄满架 ，中间经济林“缠腰”，措路枫叶成林的立体生 

态经济旅游农业景观，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2 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实现山区经济腾飞 

治理前的白石沟是一个贫穷的山区，境内植被稀 

疏，天然林覆盖率约为 6．76％，灌术杂草遍布荒山坡 

沟．覆盖度 20％ ～30％．土壤有机质含量低、缺磷少 

氮、土层浅薄、保水肥能力差，生产条件落后。由于水、 

肥、气、热等因素影响，本流域农作物布局是：上游以粮 

食作物为主，主要有谷子、山药、豆类等；中下游以杏、 

葡萄等果木为主。过去只有下游几个村从事果品生 

产，流域内农林牧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特别是 1983年农村经济改革以后，白石沟流 

域根据“依托城市、建设农村、服务城市、富裕农民 的 

指导思想，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大力建设城郊型农业经 

济，结合实际确定了以果、林、牧为主，努力发展加工业 

的目标，开发资源，建立了为城市工矿区服务的副食品 

基地，调整了农、林、牧、果用地比例，加强果、林、牧建 

设。在阳坡半阳坡以石坎梯田、条田为主，发展葡萄、 

苹果、沙金红杏、核桃；阴坡以鱼鳞坑、石坎条田整地为 

主，营造榆、杨、刺槐、油松等护坡林；沟道垫滩造地，引 

进淤灌，发展果树、葡萄、花椒、蔬菜等，使农业内部结 

构比例趋于合理，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得到提高。该 

流域属温带大陆性气候，昼夜温差较大 ，年平均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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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一10．6~e，小泉小水沿山边 自溢。根据本地水 

源丰富、光热充足的特点，紧紧抓住适宜本地生产的名 

特产品——葡萄和杏，修建了高标准的葡萄、杏基地， 

把自然条件、地理位置、技术设备等多种有利因素进行 

总体上的利用，合理开发水利资源，将白石沟内众多的 

小水小泉全部开发利用，修蓄水设施，用成百上千米的 

塑料毛管将水引人果树根系发育区，实施局部浇灌，起 

到了小水大用的效果，使果树产量猛增。据对葡萄产 

量调查，盛果期公顷产 22 500—26 250 ，比旱地产量 

高9 000～11 250 。同时，扩大专业化生产规模 ，形 

成了自己的拳头产品，品种达上百种，主要有龙眼、黑 

鸡心、驴奶、瓶儿、玫瑰香等等，近年又引进巨峰、红地 

球、卡拉斯、早红、粉红太妃等，不仅品种多、种植面积 

大、产量高，而且皮薄、肉厚、粒大、味甜、营养价值极 

高，产品畅销省内外。到 1997年全流域果品产量达 

300多万 ，人均收人达千元以上。小流域综合治理 

为生态经济开发奠定了基础，生态经济建设又促进 了 

水土保持的长足发展，两者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 

实现了小流域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使白石沟的经济 

发生了翻天覆她的变化。 

3 发展旅游农业前景广阔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城郊农业正在逐步被现 

代城市农业所取代。作为现代城市农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生态旅游观光农业正以强劲的发展势头走进我们 

的生活。农业生产不仅仅要为国内外大市场提供农产 

品并不断增加农民收人，而且还要为城市居民制造接 

触自然、体验农业以及观光、体闲与体憩的场所与机 

会，进一步增强现代农业的文化内涵与教育功能，同时 

更要着力营造优美宜人的绿色景观，改善自然环境，维 

护生态平衡。充分利用现有农业资源和自然资源，把 

农业和旅游业结合起来，由一产向三产扩展延伸，建立 

各具特色的田园景观，开辟各类特色农业景点和生产 

基地，既能为旅游者提供旅游观光、度假体闲、种养体 

验、农业科普等多种服务 ，又能不断提高农民综合素 

质，进一步提高非农收人及农业的综合效益，确实是一 

条前景广阔的发展之路。近年来，白石沟人瞄准生态 

园林旅游农业区的更高目标，紧紧抓住全省农村小康 

建设太原现场会重要参观点的机遇，在继续大搞小流 

域建设的同时，全方位实施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果牧 

游加贸立体开发，从而使白石沟建成万亩葡果基地，形 

成了十里葡萄长廊的独特景观。其 中葡峰山庄的 130 

多 h 葡萄已列为省级优质葡萄示范园，龙眼葡萄荣 

获山西省 1996年首届优质水果博览会金奖．珍稀果品 

沙金红杏荣获银奖 以大力发展城市农业为目标，碾 

底乡党委、政府带领当地群众集 中力量建设高标准葡 

萄公园和采摘超市，想方设法修复文物古迹并与自然、 

人文景观相互烘托，规划开发建设 1O处旅游景点，全 

力以赴大搞生态农业旅游产业开发。1998年这里成 

功地举办了首届金秋葡萄节，意在自然，意在野趣，与 

纷繁闹市截然不同的独特感受，使来 自沟外的宾客流 

连忘返。自然，经营葡萄园的白石沟人不仅进一步提 

高了知名度，园里的一串串玛瑙般的葡萄也着实卖了 

个好价钱，有力地促进了葡果基地进一步向集约化、科 

技化和商品化发展。 

白石沟生态旅游区逐步显示出较高的观赏价值、 

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 
一

，再次展现了生态旅游农业广泛的生存空间和喜人 

的发展前景。 

[收稿日期】姗 一嘶一26 

(责任编辑 徐素霞) 

敬 告 读 者 0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需要，扩大作者学术交流渠道，本刊已加人《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期 

一 一一一一一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