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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人们有一个

固化的观念：煤炭开发破坏

生态环境，采煤区煤粉飞扬，

凹凸不平，污水横流，寸草不

生。当今的采煤区真实情况

到底如何？煤炭开发对水土

保持及生态环境有破坏，但

有没有正面影响？为了全方

位了解煤炭开发对水土保持

及生态环境的影响，科学认

识煤炭开发产业，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经

济管理学院与自然资源陕西

省卫星应用技术中心以及陕

西煤业化工集团陕北矿业公

司等多家单位多学科专家，

专题研究了《榆林煤炭开发

对水土保持的影响》，对此问

题进行了全方位研究。

为了客观公正研究煤炭

开发对水土保持及生态环境

的影响，研究团队一是到榆林

煤炭开采区以及开采后的复

垦区进行实地考察，观察煤炭

开采区水土流失以及地表生

态状况；二是到自然资源陕西

省卫星应用技术中心调取了

榆林煤炭开采区 1990-2020

年长时间序列上的土壤侵蚀

及其变化的卫星图片，了解煤

炭开采区30年来水土流失及

生态变化情况；三是到榆林市

政府相关部门尤其是与煤炭

开发相关部门进行访谈，查阅

煤炭开发、水土保持、森林覆

盖、农业生产等相关资料；四

是到煤炭开采企业调研和座

谈，研究团队多次到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陕北矿业公司等企

业考察。

研究团队经过深入研究，

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有些结

论与我们常规认识完全不同。

1.1990-2020 年，榆林地

区主要流域径流泥沙显著减

少，近十年平均比九十年代

减少 86%。另外，植被覆盖

度明显提升，增加了 38.8%。

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趋优。

2.煤炭开采区域降水总

量增加，<30mm降水和降水

分散性明显增加。2004年之

后，<30mm降水占到总降水

次数的 70%以上，占总降水

量60%以上。这些指标说明

水土保持状态优化了。

3.1990-2020 年，神府开

发区、清水锦界开发区、金鸡

滩麻黄梁开发区、榆横北开

发区、榆横南开发区等5个主

要煤炭开采区的土壤侵蚀模

数均随时间逐渐减少。2020

年与 1990 相比，各个煤炭开

发区分别减少了 51%、61%、

52%、57%、48%。

为什么煤炭开发区的水

土保持及生态环境与人们常

规的想法不同而表现良好

呢？笔者带着这个问题专门

采访了研究团队相关专家。

研究人员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原因：

一 是 在 习

近平总书记既要

金山银山、又要

绿水青山思想的

指导下，煤炭开

采企业在开采煤

炭的同时，采取

了一系列保护措

施，如对采空区

或者废弃巷道采

用煤矸石固体废

物进行填充，防

止地表下沉；对

开 采 区 覆 土 造

田、植树造林等，

这些措施起到涵

养水分、减轻水

土流失的作用。

二 是 煤 炭

开发增加了当地

政 府 的 财 政 收

入，政府又从财

政收入中拿出更

多资金进行退耕

还林、植树造林

和 生 态 环 境 建

设。榆林地区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

就是一个最好的

例证。

三 是 煤 炭

开 发 间 接 改 变

了农业生产结构。研究团队

在榆林煤炭开发区发现，这

里的果树种植面积以及蔬菜

大棚种植面积迅速增加，而

果树和大棚毫无疑问改善了

水土及生态环境。榆林果树

面积以及蔬菜大棚面积增加

的原因，除了市场因素外，另

一个主要因素是政府对这些

产业的资金支持，而政府的

资金又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

煤炭企业，所以煤炭开发间

接改变了农业生产结构，农

业生产结构的改变又改善了

水土保持以及生态环境。

最近，以中国工程院院

士周卫为组长的课题评审组

对该研究成果进行评审和论

证，评审组认为：项目在定量

对比分析煤炭开发区内外的

土壤流失量，利用长时序、多

源化大数据分析明确自然降

水、植被恢复、煤炭开发在水

土保持中相互关系方面取得

了重要创新，为进一步揭示煤

炭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提

供了研究思路。认为项目研

究成果对煤炭资源富集地区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

济发展平衡有重要指导意义。

基于该研究团队的研究

结论，对于煤炭产业应有全

方位的认识，防止以偏概全，

做到“金山银山”与“绿水青

山”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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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理论

陕西榆林：

坚持绿色发展
引领乡村生态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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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临近，河北省衡水

市高新区一主题采摘公园迎来大

批游客。

近年来，衡水高新区不断探

索现代化农业发展新思路，打造

集休闲观光、果蔬采摘、配送、农

耕体验为一体的都市型现代休闲

农业旅游区，带动全域休闲农业

形成“面状”发展集群。该区每年

乡村旅游人数达10万人次，旅游

综合收入9000万元，带动1.3万

人就业。 崔志平 陈连胜 摄

临近春节，高锦武与婆姨商

量着列出了一个“年味十足”的

购物清单：“有鸡、羊、鱼……年

货都备齐了，就等四个娃娃们过

年回家了！”作为陕西省榆林市

米脂县高西沟村吃上“生态饭”

的受益者，高锦武这些年依靠家

门口的绿水青山，办起了农家

乐，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

在榆林，和高锦武一样吃上

“生态饭”的还有许多人，他们凭

借着身边不断向好的生态环境，

端起了“绿饭碗”，乡村旅游、山地

苹果种植等特色产业的稳步发展

更是让村民搭上了“致富快车”。

“榆林绿”由浅向深挺进

走进榆林市定边县十里沙村

的一片樟子松苗木基地，这里大

多是最近几年复种的新苗。已退

居二线的“治沙英雄”石光银闲不

下来，又开启了“复种”新征程。

为防止当地土地二次沙化，

近几年，石光银带领他的治沙公

司员工展开二次植树造林和低

产林改造，栽种了以樟子松为主

的优质树种100多万株，面积已

达5万亩，价值2000多万元。

回顾多年的治沙造林历程，

正是一棵棵茁壮成长的绿树，使

得榆林的绿色版图不断扩大，森

林覆盖率连年攀升，“榆林绿”由

浅向深挺进，陕西的绿色版图也

由此向北推进了400多公里。

据统计，2022年，榆林市完成营

造林及种草109.99万亩，全民

义务植树1000万株，建设生态

廊道430公里，打造森林村庄

50个、美丽乡村50个、生态振

兴示范村20个。

如今，榆林人的绿色“家底”

不仅更殷实，依靠这些“金山银

山”，无数当地人还在家门口端

起了“绿饭碗”，吃上了“生态

饭”，过上了好日子。

一碗越吃越香的“生态饭”

春节将至，眼看着山地苹果

价格继续上涨，销售量持续走

高，米脂县杨家沟村果农刘正旗

满心欢喜。

“去年雨水充沛，我种植的

500亩山地苹果，产量高且品质

好，可以过个丰收年了！”刘正旗

还盘算着，新的一年要打造苹果

观赏园和采摘园，让杨家沟山地

苹果品牌更响亮。

2022年，榆林市不断健全

完善生态价值转换机制，因地施

策开发利用，大力发展森林康

养、林果产业、林下经济等，有效

增加农民财产性、经营性收入，

推动农民群众吃上“生态饭”。

目前，榆林已发展各类经济

林355万亩，初步构建起红枣、苹

果、核桃、“两杏”等独具特色的经

济林果产业主框架，建立起集产

品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经济

林果产业新体系。去年，榆林全

市林草总产值达115亿元。

黄河岸边，佳县木头峪镇王

宁山村的枣树已成为村民口中

的“香饽饽”。红枣酒甘洌飘香，

在酿酒作坊里忙活的村民干劲

儿十足。“一天能做几十斤酒，一

年下来能卖两万多元。”王宁山

村村民张德龙高兴地说。

“目前，佳县枣林面积已达82

万亩，其中盛果面积达53万亩，有

机红枣基地30万亩。每年输入黄

河的泥沙量明显减少，整体生态环

境得到改善，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日

益凸显。”佳县林业局局长张志平

介绍。 （据《陕西日报》）

草莓大棚里，游客展示采摘的草莓。

农旅融合
乡村游正“热”

动 态各地 山东泰安：乡村振兴生态产业品牌联盟发布
1月14日，山东省泰安市乡

村振兴生态产业品牌联盟发布启

动仪式举行。据悉，乡村振兴生

态产业品牌联盟是政府、企业和

“三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在

资源统筹、网络体系打造、基础能

力建设等方面，可在合作中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各种利益主

体、各种市场要素的全方位、宽口

径、深领域的无缝对接，实现产

业、科研、金融和服务的效益最大

化。该联盟将为泰安市现代农业

的品牌化、高效化、产业化和价值

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助推泰安

市乡村振兴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

发展。 （据齐鲁网）

甘肃：举办乡村生态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培训班
1月 6日，甘肃省举办乡村

生态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培训

班。据悉，本次培训班围绕“乡

村生态振兴”重点工作，专项培

养能够“引领一方、带动一片、影

响一批”的高素质乡村生态振兴

人才队伍的培训班，在全国尚属

首次举办。此次培训班将为甘

肃省乡村生态振兴工作注入强

劲动力，并以此来推动建设生态

环境美好宜人、生态整治规范有

序、生态价值有效转化、生态文

化深入人心、生态治理体系健全

的美丽乡村。 （据中国甘肃网）

河北承德：创建60个
生态振兴示范村
去年以来，河北省承德市深

入开展乡村生态振兴示范创建

活动，成功创建了60个生态宜

居、产业兴旺的生态振兴示范

村。据介绍，参与创建的镇村高

度重视、多元投入，采取财政拨

一点、乡镇补一点、村里筹一点

的方式，努力破解资金瓶颈，让

有限的资金花在补短板强弱项

上。同时，充分发挥县区生态优

势，积极推动生态农业发展，带

动采摘、观光、民宿等农旅产业

发展。 （据《河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