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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lean small watershed will be an important work of soil erosion control in the fu-
ture. Hubei Province began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lean small watersheds in 2006, and more 
than 100 eco-clean small watersheds have been built.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eco-clean small watersheds in Hubei Province. Through the data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of typical eco-clean small watershed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lean small watersheds 
were studi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lean small watershed in Hubei Province,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were proposed based on effective experience in other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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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是未来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重点工作。湖北省从2006年开始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探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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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经建设了100多条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目前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已经成为小流域建设的主体。本文首先

总结了湖北省生态清洁小流域探索实践的过程，然后通过省内部分典型生态清洁小流域的资料分析和现场调查，

研究了湖北省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其它省份的有效经验做法提出了湖北省生态清洁小流

域建设的相关建议，为湖北省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加快开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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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清洁小流域是一种将水资源保护、面源污染防治、农村生活垃圾与污水处理有机结合的新型流域综

合治理模式[1]。2003 年北京率先开展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将生态修复、生态治理和生态保护相结合，建立

了水土保持“三道防线”，取得了显著成效。2005 年水利部在总结北京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控制非点源污染是

我国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任务，并首批在全国选择 10 个水库开展水土保持面源污染防治工作试点，其核心内

容就是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湖北省丹江口水库是其中之一；2006 年水利部发布《关于开展生态清洁型小流

域试点工程建设的通知》，在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81 个县(市、区)开展生态清洁型试点[2]，其中湖北

省包括大悟县路家冲、阳新县王子山、远安县九子溪 3 条小流域。湖北省从此开始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

持续探索和实践。 

2. 总体现状 

2006 年以来，湖北省在水利部、省政府和各级水利水利部门的大力推动下，结合“长治”、“丹治”、世

行贷款和坡耕地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水土保持项目，在三峡库区、丹江口库区、武陵山区、大别山区、幕阜山区

等持续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截至 2018 年底，全省累计在 11 个市(州)、30 余个县(市、区)开展生态清洁小

流域建设 100 余条，共治理水土流失近 2000 平方公里。2018 年全省 21 个县(市、区)实施了 27 条小流域治理，

其中 16 个县(市、区)实施清洁小流域 19 条，清洁小流域占小流域比例超过 70%，清洁小流域已经成为小流域

治理的主要方式。特别是为了确保“一库清水永续北送”，湖北省积极推进《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

水土保持规划》一、二期项目的实施[3]，大力开展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丹江口水库周边通过坡面整治、沟渠整

治、蓄水池整治、塘堰整治、溪沟整治等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拦截、过滤和净化流失的农田化肥、农药等面

源污染物，使南水北调工程核心水源区的水污染恶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2018 年湖北省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县

(市区)分布图，见图 1。 
在生态清洁小流域探索实践过程中，湖北省也逐渐形成了一些有效的治理模式，并形成了一些效果良好的

示范项目。例如，丹江口[4]、保康[5]、蕲春[6]、洪湖等县市根据清洁小流域理念，系统整合小流域内土地资源、

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和村镇等人口密集区开展“四治”(治山、治水、治污、治穷)，点(村
庄)、线(沟道)、面(水土流失、面源污染)统一规划，垃圾、污水、河道、厕所、环境同步治理，初步形成了符合

当地实际的水源区清洁小流域治理模式、生态旅游清洁小流域治理模式或平原湖区清洁小流域治理模式等，建

成了一批“天蓝、水清、景美、民富”的生态清洁小流域典型，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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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untries of constructed eco-clean small watershed in 2018 
图 1. 2018 年湖北省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县(市区)分布图 

3. 湖北省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存在的问题 

1) 建设模式有待进一步完善 
自 2003 年以来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已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以来，各地结合区域发展方向，创新思路，根据

当地情况积极探索，形成了多种实用的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模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北京、浙江、江苏、

广东等地初步形成了适合全省不同地区特点的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体系。目前，湖北省除了丹江口市胡家山等

个别生态清洁小流域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外，其他地区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尚不突出。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胡家

山生态清洁小流域“三道防线 + 五级防护”的建设模式也尚未在全省得到有效推广。各地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简单套用“三线防线”建设模式，与当地实际结合不够。 
2) 建设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主要包括坡耕地整治、荒坡整治、溪沟整治、小型蓄排引水工程、垃圾处置、污水处

理等工程内容。项目建设内容多而分散，监管难度较大，不少项目存在“重建设，轻管护”的现象。在个别地

方 “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的面子工程仍然存在。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水利、林业、国土、农业、发改等部门

各自为政，只针对本部门和本行业需求开展建设和管护，一方面造成重复投资，另一方也产生一些管理盲点，

不能保障流域管理的全覆盖。 
3) 投资力度尚需进一步加强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除了坡耕地治理、坡面水系建设、经果林建设、水保林建设等传统小流域综合治理内

容外，还增加了垃圾处理、污水治理等面源污染防治内容。根据北京、浙江等生态清洁小流域成熟地区经验，

每条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所需资金数千万元。目前湖北省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投入远远低于这一标准。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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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经济水平还较为落后，政府资金投入有限，另一方面，湖北省生态清洁小流域的建设与管理主要由政府

承担，民间资本较少参与其中。如何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生态清洁小流域的建设之中，使其建设投资来源多元化，

这方面的机制还有待形成和完善。 
4) 管护责任需要有待进一步规范 
垃圾和污水处理等设施的建后管护运行是生态清洁小流域效益发挥的重要保障，也是目前生态清洁小流域

建设的难点。目前，不少已建成生态清洁小流域内的污水处理设施大多由村委会或农民用水者协会自管，专业

化管理程度较低，经费保障不足，运行管护受到影响，已建的部分污水处理设施存在建而不用的现象。垃圾处

置也存在类似问题，一些村庄虽然配置了垃圾容器，但因没有专门运行经费保障，加之管理不到位、处理不及

时，闲置浪费的现象仍然存在。 

4. 湖北省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建议 

江苏、浙江等地是国内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先进省份，自然环境与湖北局有一定的相似性，通过对浙江、

江苏以及周边河南等省份典型生态清洁小流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结合湖北省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强化科技支撑，深化科学研究是先导 
强化科技支撑，因地制宜制定地水土流失和面源污染对策，是提高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成效的重要措施。

在江苏、浙江的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过程中，微动力污水处理、生物处理、等高调垦等技术被广泛使用。以浙

江安吉县为例，安吉县建立了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和监测点，与浙江大学合作开展库区水土流失和水体富营养

化的发生发展规律研究，与浙江农林大学合作开展不同毛竹林地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研究，与浙江省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合作开展板栗林水土流失治理技术研究。通过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低本高效、简单易行、群众接受

的水土流失治理技术，为水源区水土流失治理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湖北省自然环境“东西有别、南北迥异”，

更需要加强科学研究，因地制宜的制定符合各地区特点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模式。 
2) 制定建设规划，明确目标任务是基础 
2016 年正式实施的《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统筹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安排专项治理资金，综合治理山水林田路，以控制土壤侵蚀、保护水源、预

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为重点，制定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中长期规划；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等有关部

门因地制宜制定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方案”。2017 年省政府审批的《湖北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年)》(鄂
政函[2017] 97 号)已经把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作为湖北省水土流失防治的重要措施手段。因此，尽快完成和实

施《湖北省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规划》，统筹推进湖北省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作，是湖北省生态清洁小流

域建设工作深入开展的重要基础。 
3) 加强目标考核，落实主体责任是关键 
加强领导，开展目标责任考核，落实主体责任是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经验，也是保障湖北省生态清

洁小流域建设成功的关键。早在 1996 年《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就规定“各级人民政

府应建立政府领导人员任期内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责任制”。2003 年浙江省实施生态省建设战略，出台了《生

态省建设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和《生态省建设工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水利厅成立了由水利厅厅长担任组长、

副厅长担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全面推进水土保持等方面工作，开始落实水土保持目标考核。2010 年浙江省进一

步出台了《浙江省水土保持工作考核办法(试行)》。2015 年实施的《浙江省水土保持条例》提出要水土流失责

任终身追究制。2016 年，浙江省又率先在全国开展了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考核试点工作[7]。 
4) 加大部门协作、形成整体合力是前提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涉及水利、农业、林业、交通、环保、住建、国土等多个部门。江苏、浙江按照“整

合资源、打捆项目、各投其资、各记其功”的原则，由政府牵头，水利部门为主，农业、林业、交通、环保、

https://doi.org/10.12677/jwrr.2019.82019


湖北省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现状及问题分析 
 

 

DOI: 10.12677/jwrr.2019.82019 168 水资源研究 
 

住建、国土等部门共同参与，整合资金、各负其责，形成整体合力，推进生态文明清洁小流域建设。其中，水

利部门负责农田整治，建设、开挖疏浚生态河道，护砌渠道等工程，交通部门建设沿线道路，国土部门实施农

田土地平整及配套设施建设，农林部门进行湿地建设，环保部门整治环境卫生，住建部门对区域村庄环境进行

综合整治。通过加大部门协作，整合相关部门资源，做到治理一片、成功一片、见效一片。陕西、江苏、浙江

等地的生态清洁小流域的建设经验充分证明，唯有多方协作，多部门参与，才是做好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前

提。 
5) 吸引社会投资，鼓励群众参与是基础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投入资金规模大，不仅要充分整合水利、农业、林业、交通、环保、住建、国土等各

部门资金，而且还要通过制定自愿、自组、互助的优惠政策，充分调动镇村以及群众参与的积极性，积极吸纳

社会资本投资，拓宽资金投入渠道用于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以南京市为例，江宁区石塘、溧水区环山河和高

淳区国际慢城三个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除了政府各部门资金投入外，还广泛吸引了社会资本前来投

资开发农村休闲旅游资源，累计投入专项综合治理资金达 3.5 亿元，充足的资金投入保证了生态清洁小流域治

理的良好效果。广泛投入，是建好生态清洁小流域的基础。目前湖北省生态清洁小流域的建设还十分有限，每

条小流域治理投入仅数百万元，远低于其它省份投入标准，限制了生态清洁小流与治理效果的发挥，也极大地

限制了生态清洁小流域宣传示范作用的发挥。 
6) 严格项目管理，完善管护机制是保障 
在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建设中，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标准化促进工作。一是要严格项目管理，按照生

态清洁小流域功能定位，制定严格的项目管理制度，在项目审批过程中，严格把关，确保方案可行。二是要完

善管护机制，第一建立专门的管护队伍，与管护人员签订管护责任书，明确管理范围、职责和劳动报酬，做到

“主体明确、责任到人”，确保有人管、管得了、管得好；第二明确管护经费，把生态文明清洁小流域管护经

费纳入年度预算范围，市、县财政每年安排专项奖励资金，以“以奖代补”的方式对管护工作进行考核奖励。

坚持严格项目管理，完善管护机制是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建设的保障。 
7) 建立补偿制度，提升保护成效是保证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实施过程中不仅要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同时会对建设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进

行一定程度的限制，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必须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浙江省根据“谁受益、谁补偿”原

则普遍建立了生态补偿制度。补偿经费主要用于生态清洁小流域内农村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及处置，乡镇水

源保护长效管理及乡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管理、升级改造，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自然生态修复、

生态公厕项目、山塘水库加固、库区农民饮用水项目、水土保持项目、畜禽养殖场(点)取缔、垃圾中转站(场)建
设、污染防治技术研究及应用、河道整治建设、水源保护区标识标志、水源保护宣传教育等。湖北应加快制定

符合湖北经济发展水平的生态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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