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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１９４９年以来江淮分水岭区域综合治理情况和有关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可发现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有了长足进步,综合治理成效显著.但在多种因素限制下,目前区域综合治理在思想观念、协调推进、环境

保护、产业升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要想进一步提升该区域综合治理开发水平,需要不断强化基础设

施保障,有效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实施美好乡村建设,改革创新综合治理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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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江淮分水岭区域(以下简称“岭区”)受
自然条件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于其他地

区.如何尽快改变岭区面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已
是当地政府所面临的头等大事.本文试在分析总结

１９４９年以来岭区综合治理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

讨岭区未来综合治理开发的对策.
一、岭区综合治理研究现状

岭区是长江与淮河两大流域的分界线,地处暖温

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年均降水量９００~１０００mm,
雨量相对充沛,但受冷暖空气频繁交汇的影响,降水时

空分布不均,年内和年际差异极大.区域地形呈狭长

状,西高东低,丘陵起伏,岗冲交错,且土壤黏性大,肥
力低.特殊的气候、地形和土壤条件,使岭区成为自然

灾害易发地带和经济发展落后区域[１].近年来,学界

同仁针对岭区实际情况,围绕综合治理目标,开展了相

应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环境保护研究方面,杨文斌等分析了自然经济

系统波动性和人类不合理经济活动与岭区生态脆弱

性的密切关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

策.茆长荣等从地质、气候、植被、土壤因素等方面探

讨了岭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并按照系统工程的原

理提出了改善岭区生态环境的对策.

在农业发展研究方面,蒋跃林等分析了岭区水分

条件和干旱灾害规律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并提出

了岭区防御干旱和合理开发利用气候资源的对策;李
光恒分析了岭区农业生态旱、薄、瘦等脆弱性特点的

成因机理,并提出了促进岭区农业生态良性循环的对

策;李宏亮等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岭区农业循环

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价,并提出了创新农业循

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
在综合施策研究方面,姚君泽分析了岭区区情和

综合治理的优势与劣势,提出了改善生产条件、优化

农业模式、推进科学技术等综合治理开发工作思路;
王自革分析了岭区自然条件和发展现状,提出了因地

制宜、调整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的综合治理开

发工作思路;樊明怀等通过对岭区前期综合治理的总

结,提出了围绕生产发展工程、民生改善工程和生态

文明工程的重点治理开发工作思路.
目前,虽然学界在岭区综合治理研究方面取得了

明显成绩,但仍存在一定不足.其主要表现在:偏重

于对策应用研究,理论性和前瞻性不够;偏重于局部

问题研究,综合性和全面性不够;偏重于一般层面研

究,开拓性和创新性不够等.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全

面深化岭区综合治理研究,以服务于岭区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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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二、１９４９年以来岭区综合治理情况回顾

(一)岭区前期(１９４９－１９９６年)初步治理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即着手对岭区

进行治理,把解决缺水易旱问题摆在首要位置.当

时,岭区人民在各地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开展水利设

施建设.但岭区岗丘纵横分布,高低不一,且沟谷多

呈u字形,宽度大,深度小,加之岭区植被稀少,土壤

透水性差,降水多顺坡流走.特别是岭区降水不均,
一般集中在６－８月份,其他月份降雨极少.所以,岭
区蓄存地表水的条件极差,所开建的水库、塘堰、水井

大部分时间均处于干涸状态.为此,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末,国家有关部门开始从大别山区向岭区实施引水工

程,相继兴建了佛子岭、磨子潭、响洪甸、梅山、龙河口

等５座大型水库,开挖了淠史杭渠道,最终建成了全

国著名的淠史杭灌区.后来,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和

７０年代末又相继兴建了驷马山引江灌溉工程和女山

湖引淮灌溉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对于保障岭

区农业生产用水一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
受当时我国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水利工程建设

标准相对偏低,配套设施不完善,后续防护管理又缺乏

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保障,其工程效益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减弱.以淠史杭灌区为例,灌区干渠有许多修建

时遇岗切岭的边坡,其中不少边坡深度达１０m 以上,
坡降比一般在１:２~１:２．５之间.因开挖过程中土层的

动力稳定性受到破坏,加之岭区土体具有吸水膨胀、失
水收缩的特性,致使淠史杭灌区渠道边坡常年失稳,不
时产生系列滑坡体,甚至出现面积甚大的滑坡群,从而

造成渠道日益堵塞,引水效益逐步下降[２].
在岭区前期初步治理过程中,各地政府仅仅重视

经济发展,没有认识到环境保护的必要性.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末,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岭区开始无节制开垦

荒丘荒岗,过度顺坡粗放种植,结果造成严重的水土

流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为了提高粮食单产,岭
区各地普遍滥施化肥与农药,致使土壤性能进一步恶

化.同时,岭区不少地方为追求眼前经济效益,又滥

采滥挖矿石、建材,造成局部地区山体裸露,一遇暴

雨,泥沙俱下,危害甚大[３].
从岭区前期初步治理的实践看,因缺乏科学发展

理念,当时岭区治理没有综合施策,治理指向比较单

一,基本局限于水利建设和粮食生产,而对于其他方

面特别是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缺乏综合治理的规

划与举措,结果出现“边治理,边破坏”的窘境.
(二)岭区后期(１９９７年—)综合治理情况

由于岭区前期治理没有综合施策,到了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整个岭区依然水利设施薄弱,生态环境

脆弱,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区域经济发展滞后.为了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１９９７年安徽省委、省政府正式将

岭区列入省级重点综合治理开发范围.从此,岭区治

理开始步入一个新的时期.具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１．“四把”工程建设阶段(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
针对岭区穷在水上、困在路上、荒在岭上的客观

现实,重点实施“把水留住、把树种上、把路修通、把结

构调优”等“四把”工程.
在“把水留住”工程上,坚持兴利与除害相结合,

合理采取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努力实现对岭区水资源

的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全面节约和有效保

护.在“把树种上”工程上,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

重点,大力发展和培育森林资源,努力发展规模化、集
约化的生态林业和商品林业.在“把路修通”工程上,
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不断加强岭区公

路基础设施建设,全力落实“村村通”工程,努力创造

岭区居民出行便捷的交通条件.在“把结构调优”工
程上,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大力建设特色优势农

产品生产基地,加快农产品的转化及深加工步伐,努
力提高农产品附加值[４].

２．“三生”工程建设阶段(２００８—)
在岭区“四把工程”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各地

政府进一步重点加强“生产发展工程、生活改善工程、
生态文明工程”等“三生”工程建设.

在生产发展工程上,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全
面增强蓄水抗旱能力;积极推进土地整理,切实增加

耕地面积;努力转变农业种养模式,不断发展优质高

效农业.在生活改善工程上,全面实施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保证人畜饮水水源水质达标;统筹安排农村公

路项目建设,建立健全乡村道路网络体系;积极推广

新能源,着力提高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
在生态文明工程上,控制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化肥、农
药污染,防治畜禽养殖污染,减少秸秆焚烧污染;大力

开展植树造林,积极发展林草混栽,逐步构建点、线、
面相结合的高效林业生态体系;认真落实改水、改厨、
改厕、改圈工作,积极稳妥推进村庄整治,努力建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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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家园[５].
经过后期２０年的综合治理,岭区农业和农村基

础设施日益健全,区域水利、生态、交通条件明显改

善,农业结构逐步优化,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三、１９４９年以来岭区综合治理成效与问题调研

分析

(一)调研基本情况介绍

此次调研采取抽样问卷形式,调研内容主要指向

岭区居民对综合治理的满意度.调研范围包括岭区

六安市(金安区、霍邱县)、淮南市(寿县)、合肥市(肥
东县、肥西县、长丰县、巢湖市)、滁州市(南谯区、定远

县、凤阳县、全椒县、来安县、天长市)等４市１３个县

(市、区)居民.被调查对象中农村居民占５６％,城镇

居民占４４％.共发放调查问卷５００份,收回有效问

卷４８６份.
(二)综合治理总体绩效调研分析

１．“把水留住”,水利设施明显改善

调研数据统计显示,被调查居民中,５１．４４％对区

域治水成效感觉满意;４１．１５％认为区域内大中型水

库基本得以加固治理,农田灌溉设施建设力度加大;

３３．５４％认为新建的水库、堤坝、池塘等设施能够较好

地保存地表水资源;３４．９８％认为区域治水使水源分

布不均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这些数据表明通过实

施“把水留住”工程,岭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

足进步,并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２．“把树种上”,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调研数据统计显示,被调查居民中,５０％对区域

环境治理成效感觉满意;５６．９９％认为区域内植被面

积大大增加,绿化覆盖率显著提高;３２．１％认为区域

内生态多样性得以有效保护,变化明显;３３．１３％认为

环境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涝灾害.这些数据

表明通过实施“把树种上”工程,岭区生态防护体系初

步形成,并产生了积极影响.

３．“把路修通”,交通状况明显改观

调研数据统计显示,被调查居民中,５２．２７％对

区域道路治理成效感觉满意;６０．４９％认为乡村道路

状况明显改善,公路覆盖率大幅提升;４０．５３％认为区

域道路治理后出行比以前方便快捷.这些数据表明

通过实施“把路修通”工程,岭区交通网络初步形成,
“行路难”的问题得以基本解决.

４．“把产业结构调优”,农业结构明显优化

调研数据统计显示,被调查居民中,４６．０９％对区

域产业结构优化成效感觉满意;２５．７２％认为产业结

构优化带动了农民就业岗位的增加;３２．９％认为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有利于农民向小康社会迈进.这些数

据表明通过实施“把结构调优”工程,岭区农业转型开

始起步,农村经济发展有了新的起色.
据安徽省岭区综合治理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提供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３年底,以合肥、滁州、六安、
淮南４市１６个县(市、区)１００个重点治理乡镇为主

的岭区,自１９９７年综合治理开发以来共新建和改建

３万立方米以上的蓄水塘４．５万口,除险加固水库

８００座,新增蓄水容积１０．９３亿立方米,改善和扩大农

田灌溉面积４０７．２万亩;造林面积增加５６０多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到２３．５％,与全省的差距减少了６．２个

百分点;新建改建公路２．３８万千米,“村村通”实现率

达１００％;粮经作物比由综合治理开发前７１．３:２８．７
(１９９６年)优化调整到５６．３:４３．７(２０１３年),农林牧渔

业产值比由综合治理开发前６２．６:３:２５．４:９(１９９６
年)优化调整到４２．７:５．９:４３．６:７．８(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３年

岭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８６００元,连续３年超过全

省平均水平[６].
(三)综合治理存在的问题

１．综合治理的宣传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受传统思维影响,不少岭区居民仍习惯于粗放式

的治理方式.调研数据统计显示,被调查居民中,

７３％认为生活改善工程重要,３３．７％认为生产发展工

程重要,２５．５％认为生态文明工程重要.这说明岭区

居民虽然期盼生活改善,但对于生产发展、生态文明

与生活改善的关系在主观上还缺乏全面的认识.

２．综合治理的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虽然岭区综合治理在重点区域已取得显著成效,
但从整体看非重点区域的治理尚需进一步推进,“三
生”工程建设有待进一步协调.调研数据统计显示,
被调查居民中,３３．９５％对岭区综合治理整体效果感

觉一般,８．８５％感觉不满意,还有极少数感觉非常不

满意.这说明治理效果与不少岭区居民的期望值之

间仍有较大差距,综合治理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

３．自然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保护

岭区自然生态环境经过多年治理,“穷山恶水”的
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但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修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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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再加上岭区保护措施的系统性与

科学性以及执行力度尚有欠缺,致使整个岭区的自然

生态环境仍然比较脆弱.调研数据统计显示,被调查

居民中,５０％认为岭区生态环境尚需进一步全面彻底

治理.
４．农业科技含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虽然岭区农业结构经过多年调整,在提质增效方

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从整体看市场开发力度不够,
规模化经营程度不高,尚未形成链条较长的特色主导

产业.调研数据统计显示,被调查居民中,３３．９５％认

为农业科技含量偏低,农村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这说

明岭区农业还需进一步转型升级,加大科技投入,以
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四、岭区未来进一步综合治理开发的对策

(一)不断强化基础设施保障

一是加强水利基本建设.一方面,要小处着手,
在适宜地点打井、挖塘、筑坝,大力开展小型水利工程

建设,努力创造蓄水条件.另一方面,要大处着眼,进
一步加大各灌区续建配套力度,全面实施水库除险加

固工程,特别是要新建一批大型水利骨干工程,从根

本上改变岭区缺水的状况.二是加强农田基本建设.
根据岭区中低产田土壤贫瘠的成因,进一步采取综合

措施进行治理,切实提高农田地力,实现高标准集中

改造和高效益连片开发.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全
面实施土地复垦整理,合理扩大农田面积,有效促进

土地资源集约利用.三是加强交通设施建设.按照

“乡镇１小时上高速”的目标,加大投入,全面构建以

高速公路为主轴,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村道交织成

网的辐射状岭区公路交通体系.加快村庄内部道路

整治,大力扶持村组道路和机耕路建设,逐步提升“村
村通”工程建设标准.四是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完善

岭区信息化服务体系,加快建设高速、宽带、大容量的

信息基础网络,大力提高信息终端在岭区的普及率,
积极打造各类信息服务平台.

(二)有效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一是封禁生态修复区.在低山、岗坡及人烟稀少

地区,实行全面封禁,绝对禁止人为开垦、放牧、乱砍、
滥伐等活动,充分发挥大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

能.二是规范开发建设行为.在人口相对密集的生

产、生活区域,树立环保至上的理念,杜绝人为开垦所

导致的水土流失现象,控制农药、化肥施用,加强污

水、垃圾治理,尽量减少人为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三是维护河道湖库周边生态平衡.在河道两侧及湖

库周边,保育植被,恢复湿地,维护生态平衡,有效发

挥灌木和水生植物的水质净化功能.四是构建水土

保持林草防护体系.按照因地制宜原则,积极实施退

耕还林、退耕还草工程,广泛推广林草套种,大力培育

绿色植被、生态防护林、农田林网.五是强化小流域

地区综合治理.在小流域地区,实行治坡与治沟相结

合,切实采取水土保持技术措施、林草措施与工程措

施,形成多元化防治措施体系,有效保护、改良和利用

小流域水土资源.
(三)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一是努力发展立体生态农业经济.在畈冲平地

主要种植粮食、油料和蔬菜;在缓坡地带主要栽培花

木、药材和苗圃;在岗顶薄地、陡岗坡地主要开发经果

林,利用作物和林果生长之间的时空差异,节约资源,
改良土壤,形成立体生态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二是大

力开发绿特农产品.结合岭区各地实际,针对有品质

特色、开发价值和市场前景的农产品,实行高标准、严
要求的绿色生产,积极开展系列绿特品牌创建活动.
三是精心培育生态农业旅游市场.依托岭区各地生

态资源和地域文化资源,着力发展旅游农业、生态观

光农业、休闲度假农业和森林旅游农业,加大对外宣

传推介力度,将岭区打造为具有独特魅力的生态农业

旅游园.四是积极发展庭院生态经济.大力引导农

户在房前屋后、空坪隙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加工

业,利用沼气技术循环利用资源,打造生态庭院,增加

农民收入.五是全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大力建设绿特农产品生产基地,切实加

强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不断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

素,有效培育农业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通过“专业

化布局,规模化生产,社会化服务,市场化运作”的路

径,逐步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的农业产

业化经营格局.
(四)着力实施美好乡村建设

一是明确目标,全力推进.以“生态宜居村庄美、
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作为岭区乡村深

度综合治理的目标,不断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努力把

岭区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家园.二是因地

制宜,合理布局.以农村社区化为方向,优化村庄布

局,加大整合力度,构建以中心村为主体的岭区村庄

体系.对于位置优越、基础较好的村庄,要加大中心

村建设和培育力度,重点完善基本乡村公共服务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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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服务功能;对于因地制宜保留的自然村,要注重保

护田园风貌,突出乡村特色,改善人居环境.三是典

型示范,特色发展.加快各类特色村庄试点建设,逐
步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种植型、养殖型、林业型、
旅游型、保护型等村庄,辐射带动岭区各地村庄走特

色发展之路.四是崇尚文明,净化乡风.树立“美好

乡村,文明先行”的理念,进一步健全村规民约和村民

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岭区村民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乡村文明创建机制,破除陈

规陋习,弘扬文明新风.
(五)改革创新综合治理机制

一是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深化改革,还权赋

能,稳妥推进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构建产权明晰、
权能明确、权益保障、流转顺畅、分配合理的农村集体

土地产权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岭区农村土

地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培育岭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逐步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组

织形式为补充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二是构建治理

多元投入体制.积极争取国家重大项目支持,加大省

级财政专项扶持和市县财政配套支持力度,确保岭区

在资金、项目等方面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广

开筹资渠道,通过产权改革、贴息、补助等措施,鼓励

和支持社会资本以租赁、承包、拍卖、转让等形式,投
资岭区农业生产、林业开发、荒地治理、水利建设等项

目.三是打造农业科技支撑平台.针对岭区农业主

导产业发展的实际问题,聚集跨学科、跨部门、跨领域

的科技资源,实行协同攻关,加大科技成果转化与推

广力度,运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改

造岭区传统农业,通过“互联网＋”模式大力发展岭区

智能农业.四是优化农民自主创业环境.依托“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制定和出台符合岭区实

际的扶持农民自主创业的各种优惠政策,大力开展创

业指导与服务,引导、鼓励和支持岭区农民围绕治理

开发的目标任务干事创业,有效激发农民群众在岭区

综合治理开发过程中的重要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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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JianghuaiWatershedRegionalComprehensiveHarnessingSince１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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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analyzingJianghuaiwatershedregionalcomprehensiveharnessingandrelevantsurveydata
since１９４９,the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oftheregionhas madegreatprogressandachieved
remarkableresults．However,duetothevariouslimitationfactors,therearestillsomeissuesintheareasof
ideologicalconception,coordinatedprogres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industrialupgrading．Inorderto
furtherenhancethelevelofcomprehensiveharnessinganddevelopment,itneedstoconstantlystrengthen
infrastructuresupport,effectivelyprotectthenaturalecologicalenvironment,andcontinuouslypromote
industrial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Meanwhile,vigorously implementing the beautifully rural
construction,andreformingthecomprehensiveharnessingmechanismisalsodesired．

Keywords:Jianghuaiwatershed;comprehensiveharnessing;effectiveness;problems;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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