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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土地开发、林地建设及农林产业化开发等农林开发活动，可能会

扰动地表、挖填土石方，开发利用水土资源的同时也容易造成水土流

失。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要求，水利部

印发了《农林开发活动水土流失防治导则（试行）》，以指导和规范

农林开发活动水土流失防治与监督管理。

贵州山多地少，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92.5%的国土

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土地细碎零散，喀斯特地貌广泛发育，生态环境

脆弱。不合理的农林开发建设活动对水土资源的破坏程度大，导致的

水土流失问题不容忽视。为做好我省农林开发活动水土流失防治与监

督管理，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

水土保持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要建立健全农林开发等生产建设

活动管理制度并严格监管。为此，依据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规范，结

合我省农林开发条件和现状，制定本手册。

手册在《农林开发活动水土流失防治导则（试行）》的基础上，

结合我省喀斯特发育广泛等特点，从总则、水土流失预防、水土流失

治理三部分提出了我省农林开发活动的水土流失防治与管理要求，总

结提炼我省农林开发项目主要整地方式、开发模式和典型案例，指导

规范农林开发等生产建设活动水土流失防治与监督管理，为切实管住

人为水土流失，筑牢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技术规范和监

督管理制度支撑。



目 录

前 言 ......................................................................................................... 1

1 总则 ......................................................................................................... 1

2 水土流失预防 .........................................................................................2

2.1 农林开发活动水土流失预防一般要求 ....................................... 2

2.2 农业开发活动水土流失预防 ....................................................... 3

2.3 林业开发活动水土流失预防 ....................................................... 4

2.4 森林经营活动水土流失预防 ....................................................... 5

3 水土流失治理 .........................................................................................7

3.1 农林开发活动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 7

3.2 农林开发活动水土流失治理 ....................................................... 7

3.3 森林经营活动水土流失治理 ....................................................... 8

4 附则 ....................................................................................................... 10

附录 A 农林开发活动主要整地方式 .....................................................11

附录 B 典型开发模式 ............................................................................. 14

附录 C 农林开发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案例 .............................................15



— 1—

1 总则

1.1 本手册适用于贵州省农林开发活动水土流失防治工作。

本手册所称的农林开发活动，是指在建设过程中进行地表扰动、土石

方挖填的土地开（复）垦，用材林、经济林建设及农林产业化开发等，

且未纳入水土保持方案管理的生产建设活动。

1.2 农林开发活动水土流失防治要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因地制

宜、注重实效、综合防治、统筹兼顾、经济合理、群众参与的原则，鼓

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

1.3 从事农林开发活动的单位或个人是农林开发活动水土流失防治的

责任主体，要采取合理的开发模式和施工方法，组织预防和控制水土流

失，对造成的水土流失及时进行治理。

1.4 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是农林开发活动水土流失防治的监督管

理部门。要组织开展水土流失防治知识宣传普及，推广水土流失防治技

术，提高全民水土保持意识。要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互联网+监管”

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农林开发活动的水土保持监管和技术指导，督促

指导责任主体及时采取措施治理水土流失。

1.5 要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委员会的作用，建立健全水利、农业、林业、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同级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加强信

息共享，做好源头防控。充分发挥（乡、镇）级人民政府属地管理优势，

压实属地管理职责，提高监管效能，督促农林开发活动责任主体做好水

土流失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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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流失预防

2.1 农林开发活动水土流失预防一般要求

2.1.1 开发时要采用块状、带状等局部整地方式，避免全垦和顺坡开

垦，山顶保留植被涵养水源，坑（带）间、山腰和山脚适当保留植被拦

蓄泥沙。主要整地方式见附录 A。

2.1.2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理念，要将水

土流失防治措施纳入项目设计中，因害设防，合理布设水土保持措施。

典型开发模式见附录 B，工程案例见附录 C。

2.1.3 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水土保持要求，因地制宜采用合理的作

业方式进行施工，减少土石方工程和地表扰动，控制活动边界，减少对

原地貌、地表植被的扰动和损坏。做好雨水集蓄利用，蓄排结合，充分

利用降水资源。

2.1.4 要充分利用当地材料合理营造水土保持措施，治理水土流失，

恢复地表植被。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可开挖裸露基岩作为地坎等建筑材料，

地表植被可进行移植，高原地区要严格保护原生植被。

2.1.5 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开展农林开发活动的，应

提高防治措施等级和标准，优化施工工艺，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

围，有效控制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2.1.6 开挖边坡，坡顶、坡脚要合理设置截（排）水措施，将降雨径

流合理有效排放至山脚自然沟道或塘堰；填方区域按“先拦后填”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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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拦挡措施，避免顺坡溜渣。土质边坡坡面采取种植灌草、砌护或压

实等防治措施。注意保护地下水系入口，布设沉沙和竖井等设施。

2.1.7 重点做好交通道路建设的水土流失防治。田间道路、生产道、

集材道、防火通道等要与自然地形相协调，充分利用现有道路，避免深

挖高填，做到挖填平衡。山区道路采取“先拦后填”等措施防止顺坡溜渣，

做好路基边坡防护和路基路面排水措施。

2.1.8 建设过程中要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施工前，对开挖、填筑

区域内的表土资源要进行剥离、保存和利用。施工过程中要及时清运综

合利用零星堆渣，不能综合利用的要明确堆存堆放地点，并落实好治理

措施；对裸露地表及时采取降尘、苫盖等措施；暂停施工作业的裸露面，

要采取苫盖措施；已停止施工的裸露场地要采取措施恢复植被。施工结

束后，临时施工场地要及时进行整治，采取措施恢复原有土地利用功能。

2.2 农业开发活动水土流失预防

2.2.1 根据自然地理条件，按照宜耕则耕、宜园则园、宜林则林的原

则，充分利用荒山荒坡、坡耕地、废弃矿山、施工迹地等开展农业开发

活动。禁止毁林、毁草、毁湿开垦；禁止开垦、开发侵蚀沟的沟坡和沟

岸、河流的两岸以及湖泊和水库的周边植物保护带；禁止在二十五度或

当地禁垦坡度以上、重要水源地十五至二十五度的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

物。

2.2.2 山地开垦农耕建议采用梯田方式，避免顺坡开垦。地块土质较

好、距村庄近和集中连片的，建议采用水平梯田、坡式梯田或隔坡梯田



— 4—

方式开垦。梯田梗坎可充分利用土地资源配置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地埂

植物，形成保护带，提高土壤抗侵蚀能力。地块分散或经济投入有限情

况下，建议采用保土耕作、聚拢免耕、护埂植物篱等低强度的开发利用

方式。

2.2.3 施工过程中应尽可能减少地表扰动和破坏，台阶类措施确需采

用机械开挖时，宜选用微型或小型机械，避免深挖高填。

2.2.4 施工时要保护表土层与心土层，确需打乱的要先将表土进行剥

离，单独堆放，待田块平整完成后再将表土回铺利用，也可采用表土逐

台下移法或中间堆土法剥离回覆表土。耕作土不够的，要优先利用周边

项目多余表土或采取土壤改良措施。

2.2.5 坡面蓄排工程要与整地工程、田间道路同时规划，并以沟渠、

道路为骨架，截排水沟就近接入蓄水池或水窖、自然沟道或已有沟道，

并考虑一定的防冲消能措施。有条件的可采用跌坎、消力池、消力墙等

防冲消能方式，也可采用抛石等简易方式。

2.3 林业开发活动水土流失预防

2.3.1 充分利用荒山荒地、采伐迹地、火烧迹林、低质低效残次林地、

废矿迹地等开发种植。

2.3.2 用材林采用穴状、鱼鳞坑等块状整地方式。经济林采用穴状、

鱼鳞坑等块状整地方式或水平带状、水平阶、水平沟等带状整地方式。

基岩裸露严重的石漠化地区宜采用穴状整地构筑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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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造林整地不炼山，并应尽可能保留原生植被，整地时先剥离表

土单独存放，并及时回填树坑底部。带状整地时可采取前埂后沟、梯壁

植草、秸秆覆盖等保水保土措施，不对田面、埂坎、梯壁上植被进行全

面清除。陡坡地开发采用人工或小型机械方式整地。

2.3.4 保持造林地块内自然排水沟道的完整性，不填筑、堵塞自然排

水沟道，不破坏沟道内及两侧植被。

2.3.5 林区交通道路、加工厂、管理用房等附属设施要做好排水设施，

裸露区域进行苫盖或植被恢复。

2.3.6 油茶、核桃等种植密度不大的树种可采用间种方式配置多年生

矮杆中草药，平缓区域可间作农作物或绿肥；茶叶等种植密度大的树种

采用双行条栽和多行条栽，各行种植穴要相互交叉，行间铺草覆盖或撒

播绿肥，提高林草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

2.4 森林经营活动水土流失预防

2.4.1 根据立地条件、经营目的、林分特征、林下更新情况及经济条

件，按照有利于水土保持和方便木材生产的要求，合理安排伐区，确定

采伐方式。

2.4.2 在林区采伐林木的，采伐方案中要有水土保持措施。采伐方案

经林草主管部门批准后，报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由林草主管部门

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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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提倡推广应用环境友好型生态采伐技术，不得使用重型履带式

采伐机械。在坡度较陡、易造成水土流失的作业区，应尽可能采用绞盘

机等机械集材，禁止顺坡集材。

2.4.4对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等防护林只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

伐。

2.4.5 严格控制全面清林和皆伐，禁止炼山，采伐后要及时进行更新

造林。

2.4.6 在林区采伐时，应尽量保留原有地表灌草，严格控制地表扰动

破坏。做好林区道路维护，及时清理道路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

2.4.7 发展林下中草药、食用菌等经济作物的地块，避免全垦或顺坡

开垦，可采用横坡起垄、点播、坑植等低强度扰动方式，横坡起垄的应

间隔保留一定原生植物保护带，强化植物保护带拦截泥沙、保护水土的

作用。

2.4.8 林下养殖应合理规划、定期轮换养殖区，严格控制养殖密度，

在地块边缘设置围栏，避免因林下地表长期裸露造成的水土流失。

2.4.9 竹林采笋应严格控制采笋数量，不宜雨天采挖，应及时清理并

覆土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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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流失治理

3.1 农林开发活动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互联网+监管”

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农林开发活动的水土保持监管。在监管中发现的

问题，要督促指导农林开发活动责任主体，及时分类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防治水土流失。

3.2 农林开发活动水土流失治理

3.2.1 已在禁止开垦的陡坡地上开垦种植农作物，或者在禁止开垦、

开发的植物保护带内开垦开发的，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植树种草，恢复

植被；耕地短缺、植树种草确有困难的，要修建梯田或者采取植物缓冲

带、免耕、等高耕作、轮耕轮作、草田轮作、间作套种等有利于保持水

土的措施。

3.2.2 顺坡种植的，应逐步调整农业耕作方式，改顺坡种植为横坡种

植。不能调整的，应控制顺坡长度，在一定间隔设置横向截排水沟、起

垄或植物保护带等方式减少径流产生的水土流失。对裸露的梯田埂坎，

可在埂坎上种植耐旱耐贫瘠且根系发达的乡土植物，减少水土流失。

3.2.3 农林开发活动过程中形成较大裸露地表的，可采取间作套种方

式进一步发展中草药等特色产业。零星裸露地表，可在树间采取植草和

铺秸秆、铺枯草等措施进行防护，也可以采用带状植绿肥等措施保持水

土、维护地力和促进农作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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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已破坏的自然冲沟要及时修整和栽植灌草植被；破坏严重的要

及时修整并设置谷坊，沟底及岸坡种植灌草植被，松散裸露面要压实并

及时撒播草籽，有完善截排水体系的坡面也可采用自然修复的措施。

3.2.5 农林开发区域要以道路为骨架，依据农作物、林木用水需求合

理建设路-沟-渠-蓄等小型水利水保设施，有效利用水资源。对坡面已形

成的细小冲沟要及时填平处理，并根据汇水路径和流向统筹考虑截排水

工程，出口合理设置防冲消能措施减少地表径流和冲刷。在基岩裸露率

较高的石漠化地区，可利用裸露基岩形成的凹地空间，采用塑料薄膜等

防渗材料铺筑形成简易蓄水池。

3.2.6 已形成的顺坡溜渣，坡面以土质为主的，要进行压实并种植根

系发达的乔灌草进行固土防护；以石质为主的，要清理易滚动的石块，

并利用清理的块石修筑成拦挡措施后覆土绿化。坡顶设截水沟，坡面每

隔一定距离设置集流槽，防止坡面来水造成滑塌，集流槽出口设置防冲

消能设施。

3.3 森林经营活动水土流失治理

3.3.1 对林木采伐后的裸露区域，要及时进行更新补植；尚无更新计

划的，要采取撒播草籽等措施防治水土流失。

3.3.2 对林下种植产生的裸露区域，应做好栽植间隔空地的绿肥撒播

及临时防护措施，并配套必要的水土保持坡面截排水和小型蓄水工程等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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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对林下养殖造成大面积地表破坏区域，应及时更换新的养殖地

块，对原养殖地块进行植被恢复。

3.3.4 对森林开发活动修建的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应实施必要的植

物措施及工程措施，做好施工临时防护。对于已建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要

做好定期巡查和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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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则

4.1 各地要在划定的水土保持重点区城设置宣传公告牌，明确具体要

求，畅通公开举报渠道。

4.2 本手册未作规定的取土挖沙、山洪沟治理等其他生产建设活动水

土流失防治工作，可参照本手册执行。

4.3 本手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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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农林开发活动主要整地方式

整地

方式
定义 适用范围 注意事项 图例

水平

梯田

在坡地上每隔一定的垂

直距离，沿等高线方向修

筑水平条状台阶式地块

的整地方式。

坡度较缓，地块较宽

的坡地。

应和蓄排水系统、生产道路统一规划，

较宽地块内侧要考虑设置坎下沟。对裸

露的梯田土坎，要在梯壁上种植耐旱贫

瘠且根系发达的乡土植物，减少田坎和

梯壁水土流失。鼓励推广经济植物。

隔坡

梯田

沿原自然坡面隔一定距

离修筑水平梯田。

部分区域开垦难度

大或需对原生植被

进行保护的坡地。

保留隔坡原生植被，对裸露的隔坡，要

在裸露区域植树种草。

反坡

梯田

梯田田面坡向与山坡方

向相反，内侧蓄水，修筑

形式为外高内低的整地

方式。

反坡梯田具有较强

的蓄水、保土和保肥

能力等优点，适合在

干旱、水土冲刷较严

重而坡形平整的山

坡地。

结合种植需求，梯田内侧可设置内沟。

对裸露的梯田土坎，要在梯壁上种植耐

旱贫瘠且根系发达的乡土植物，减少田

坎和梯壁水土流失。鼓励推广经济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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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

方式
定义 适用范围 注意事项 图例

水平

条带

沿等高线呈连续的条带

状，带面与坡面持平，阶

面内倾约 2~3°，阶外设土

埂的一种水土保持整地

方式。

坡度较陡、集中连

片，开垦后种植经果

林的坡地。

田面之间的坡面应保留原生植被，尽量

不扰动。土方开挖宜采用人工作业。

水平

沟

沿等高线带状挖掘植树

沟的一种整地方法。植树

沟横断面呈梯形或矩形，

整地面低于原土面。

用于荒山荒坡的缓

坡地段等水保林或

经济林的种植。

施工开挖时，应将沟内挖出的土（除预

留小横档）全部堆放在沟外侧筑埂，夯

实修整后恢复植被，并修整沟内侧上方

坡面，确保集水汇流。

大横

坡+
小顺

坡

沿原自然坡面隔一定距

离横坡修筑截水沟，横坡

设置垄沟和排水沟的整

地方式。

顺坡种植中药材、食

用菌、经济林等。

地埂应设置植物护坎地埂，地块内纵向

隔一定距离设置排水沟连接地埂边沟和

背沟形成排水网渠；且顺坡起垄区内所

有垄沟与横坡截流沟和边沟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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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地

方式
定义 适用范围 注意事项 图例

鱼鳞

坑

沿等高线自上而下挖坑

取土，在坑穴的下方外缘

用生土和块石修筑成半

圆埂，呈品字形排列，形

如鱼鳞，又称树盘。

适用于地形破碎、陡

坡地和石漠化较为

严重的石旮旯地植

树造林。

挖坑时，先将表土堆放在坑的上方，用

生土修筑环状半圆形土埂，然后将表土

填入坑内；视地形条件，坑的上方左右

两角可斜开引水沟，使水从两边流入下

一个鱼鳞坑，以积蓄坡面径流。

穴状

整地

指在坡面开挖圆形或方

形种植穴植树造林的一

种整地方式。

适宜各林种、各树种

和各立地条件。

穴面水平或稍向内倾斜；上下坑交错布

置，成“品”字型排列；施工时先开挖表

土并放置一边，再挖心土成坑，植树时

依次将挖出的表土和心土填入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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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典型开发模式

开发模

式
适用范围 耕种（种植）方式 防治措施 注意事项

模式一

种植辣椒、太子

参等蔬菜及中药

材地块。

采用植物篱、大横坡+小纵坡、横

坡垄作、地膜覆盖等保土耕作措

施。

配套实施相应的水土保持

坡面截排水和小型蓄水工

程等水土保持措施。

对排水要求较高的太子参等中药材种植地

块，应做好地块内横向排水措施。

模式二

种植茶叶、油茶、

刺梨等经济（果）

林地块。

采用人工开挖或人机结合方式进

行穴状或鱼鳞坑整地；坡度较陡

的区域，应采用水平沟或水平条

带整地。

配套建设生态路沟和实施

相应的水土保持坡面截排

水和小型蓄水工程等水土

保持措施。

茶叶地块应杜绝采用全坡面扰动地表的种植

模式，用人工割灌草替代大面积扰动。

模式三

种植淫羊藿等中

药材林下经济地

块。

采用横坡起垄、点播、坑植等低

强度扰动方式。

配套实施相应的水土保持

坡面截排水和小型蓄水工

程等水土保持措施。

横坡起垄的应间隔保留一定原生植物保护

带，强化植物带拦截泥沙、保持水土的作用；

对轮作区域的空闲区域应采取撒播绿肥等临

时防护措施。

模式四

石漠化区域发展

经济（果）林地

块。

采用砌石垒树盘+客土造地种植。

配套实施相应的水土保持

坡面截排水和小型蓄水工

程等水土保持措施。

应推行“路—池—果”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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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农林开发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案例

案例一

普定县 2012 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

1.基本情况

普定县 2012年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地处普定县中部的夜

郎湖畔，是普定县规划的农业示范园区，交通便利，区域环境优越。

工程区有坡耕地面积为 416.67hm2，分布相对集中，地块较小、土层较

薄、土质较差、坡度较陡，主要坡度为 5～25°。工程区石漠化较严重，

地块破碎，水土流失较严重，年土壤流失量 1.22万 t，年均侵蚀模数为

1575t/（km2•a）。

2.建设规模及内容

工程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416.67hm2，修筑石坎坡改梯416.67hm2；

新建机耕道 12.46km，作业便道 5.09km；新建截、排水沟（渠）10.05km，

恢复渠道 3km；新建 40m3蓄水池 38口，沉沙池 38口；工程碑 1座。

3.建设方式

工程建设结合产业发展和乡村旅游的需求，通过开挖地块内卧牛

石，沿不规则地块边缘修筑半圆形坡改梯，呈“品”字形分布，形如树盘，

治理模式称为树盘模式。树盘修筑后，在树盘内覆土培肥以种植梭筛

桃。工程建设按综合防治原则布置水土保持措施，做好“集蓄、截排、

渗滞”，结合生产道路合理布设坡面水系工程，将降雨径流合理有效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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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至山脚夜郎湖，做到排灌有保障，生产有道路，全面系统地防治水

土流失，改善农业生产设施条件和生态环境。

工程建设管理模式采取了“施工队+理事会+农户”的村民自建模式。

4.治理成效

通过充分利用地块资源综合防治布置水土保持措施，有效控制水土

流失，遏制石漠化发展，坡耕地面积得以增加。坡耕地治理后，综合

治理程度达到 80%以上，年流失土壤总量减少至 1.52万 t，年保土效益

为 3.06万 t，年保水能力为 27.23万 m3。

项目区治理结合产业结构发展，对实施后的坡耕地种植桃树，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种植的桃子美味可口，闻名一方，创造了“梭筛”

品牌；对土壤进行培肥，修筑截排水沟、引水渠等配套设施，提高土

壤肥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桃子质量和产量，坡耕地年增产值

248万元，农民人均收入有较大幅度增加，农村经济稳定发展。

在石漠化严重的石旮旯地实施树盘模式坡耕地治理措施，能有效控

制水土流失和遏制石漠化的发展，不仅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带动农村

经济发展，还有效改善了周围景观和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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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定县 2012年坡耕地项目区（树盘模式）

石漠荒山上的经果林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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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池

机耕道+蓄水池+沉沙池

案例二

2022 年盘州市竹海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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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盘州市竹海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位于盘州市竹海镇巴达

克村、喇谷村、珠东村 3 个行政村，距盘州市区约 80km。地处东经

104°42′46″～104°53′13″，北纬 25°32′56″～25°42′05″之间。项目区地势

较平缓，地形坡度在 0～6°之间，半山坡地地形坡度在 6°～25°之间，

部分耕地处于闲置、杂草丛生或低效利用的状态。

2.建设规模及内容

项目建设总面积 6948.57 亩，耕地面积为 6948.57 亩，建设高标准

农田净面积 6264.80亩。建设内容主要为：田块整治工程、灌溉与排水

工程、机耕道路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和其他工程 4个

内容。

3.建设方式

高标准农田建设遵循“大弯就势，小弯裁直”的原则，沿等高线方向

（横坡）布设长条形梯田，田块平行等高线方向边长考虑满足机耕和

灌溉要求。田块整治工程采用半挖半填的方法平整田面，减少施工扰

动。在土地平整工程中，根据田面宽度采用逐台下移法和中间堆土法

进行表土剥离、回覆，并进行人工垒埂，确保表土得到有效保护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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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治理成效

本项目田块整治工程面积 1539.74亩，通过田块整治归并田块、种

植绿肥、配套田间灌溉与排水体系和机耕道路等，提高耕地质量，改

善了田间作业、灌排及交通条件，由此产生新增耕地 44.13亩，可以平

衡配套设施占地 39.05亩。同时通过实施旱改水工程措施新增水田面积

83.89亩。项目的实施，土地利用限制性因素得到了解决，土地利用率、

产出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增加了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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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海镇巴达克村高标准农田建设

竹海镇喇谷村高标准农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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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海镇株东村高标准农田

案例三

龙里县刺梨种植产业

1.基本情况

龙里县位于黔南州中部、苗岭山脉中段，日照充沛，冬无严寒，夏

无酷暑，具有刺梨生长的适宜环境。龙里县有“中国刺梨名县”美称，是

贵州省人工种植刺梨起步最早、品质最好的刺梨生产县。现发展的刺

梨产业覆盖全县五镇一街道，以谷脚镇、洗马镇、冠山街道为核心主

产区。

2.建设规模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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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里县刺梨种植面积为 14.62万亩，挂果投产面积达 10.5万亩，盛

果期面积有 5.68万余亩，覆盖农户 7917户，其中 1000亩以上连片种

植刺梨示范基地 4个，500亩以上 6个。

3.建设方式

造林整地采用水平带状、水平沟等带状和块状整地方式，根据种植

要求采用逐台下移法进行表土剥离、回覆，确保表土得到有效保护利

用。挖坑时熟土和生土分开堆放，种植时收集周围表土填坑。同时，

保留沟道自然植被，维持沟道自然形态，沿产业道路、自然沟道等配

置蓄水设施，做好雨水集蓄利用。

4.治理成效

通过实施表土剥离及回覆、保留自然沟道原生植被、配套田间灌溉

与排水体系和机耕道路等，形成灌排结合、坡沟兼治的水土流失综合

防治体系，在发展刺梨产业同时，最大程度做好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

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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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带状造林整地

块状造林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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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保留及雨水集蓄利用

案例四

龙里县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项目

1.基本情况

项目地位于龙里县冠山街道办事处平西村铜鼓寨集体山、三合村双

坡贵州颐光山林生态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林业发展基地内，有刺梨种植

示范基地 400亩、省级保障性苗圃 150亩（山桐子、油茶、无患子）、

景观苗木苗圃场 500亩（樱花、高山杜鹃、竹子等绿化苗木）、林下

生态养殖场 200亩。项目实施采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建设油茶示

范基地。

2.建设规模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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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油茶 500亩，栽植油茶 53000株。建设内容主要有：林地清理、

整地工程、林木栽植、抚育等，企业配套实施林下种植、产业道路、

蓄排水工程等。

3.建设方式

造林整地采用穴状整地方式，挖坑时熟土和生土分开堆放，种植时

收集周围表土填坑。同时，保留山顶、沟道自然植被，维持山顶、沟

道自然形态，保留坡面原生乔木植株，沿产业道路、自然沟道等配置

蓄水设施，做好雨水集蓄利用。项目运行期间采取林下种植灌草经济

作物等措施，提高林草覆盖率，采用铺筑防草布，减少大面积杂草清

除造成的水土流失。

4.治理成效

一是通过采用块状整地，实施表土剥离及回覆，保留山顶、自然沟

道及坡面乔木植物等原生植被，配套灌溉与排水体系和机耕道路等，

形成灌排结合、坡沟兼治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二是林下种植头

花蓼、天麻、黑参等中草药，形成“以短养长、以山养山”发展模式，提

高林草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实现多种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的贵州现

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典型模式；三是运行管护中采用防草布代替人工

大面积杂草清除，提升水土保持效果，形成绿色可持续的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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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状造林整地

雨水集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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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顶、沟道及原生乔木植被保留及道路、沟道雨水集蓄利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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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种植头花蓼、黑参等中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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