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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small watershed governance is to complete the regional small watershed soil erosion control, high-quality 
small watershed governance work,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gional na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small watershed in Yanqi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as an example, and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puts forwar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current	landscape	of	the	small	watershed	management	project,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solution	strategi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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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食河小流域治理前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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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流域治理的主要目的在于完成区域性的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高质量的小流域治理工作，可以对区域的自然环境、社会
环境、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论文以中国北京延庆区菜食河小流域为例，通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以及文献资料的
分析，提出菜食河小流域治理项目管理现存问题，并提出具体解决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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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延庆区菜食河小流域的地理位置所属中国北京市延庆

区，海拔 700m，总面积为 13.67km2，小流域治理面积约为

13km2，菜食河流经怀柔、延庆两个县的深山区域，且河流

两岸的山峰较为陡峭。菜食河小流域的地貌有丘陵、河谷交

错、地表破碎、冲沟较多等特点。总体来说，该治理项目面

对的地势起伏较大且山坡陡峭。菜食河小流域是延庆区重要

的生态涵养区域、水源保护区域，重点发展方向为休闲观光

农业。因此，结合当地区域实际情况，深入分析菜食河小流

域治理项目，改善其生态环境的同时，有助于四海镇经济、

资源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2 菜食河小流域治理项目管理现存问题

2.1 主沟道防护坝破损
菜食河小流域的主要沟道依次穿过海字口村、菜食河

村、四海村，通过对实际地区的考察，现阶段，海字口村的

主沟道防护坝有明显的破损情况（如图 1 所示），菜食河村

的主沟道则缺少防护坝，四海村的主沟道防护坝也出现一定

程度的破损。这样的主沟道一旦遇到汛期很容易导致洪水进

入村中，甚至泛滥成灾。

图 1 海字口村的主沟道防护坝

2.2 沟道内生活、建筑垃圾较多
菜食河小流域主沟道海字口村段，附近的村民将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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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垃圾直接倒入沟道中，经过长时间的累积，这部分沟

道的垃圾较多，对河道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不仅污染河道

的生态情况，污染海字口村生态环境，还会阻碍汛期泄洪、 

行洪。

2.3 梯田破损程度严重
菜食河小流域表现出严重破损的梯田主要有三部分，

分别在海字口村南侧及西南侧沟道以及菜食河村东南侧，部

分梯田的石坎处有严重的坍塌情况，造成坡面的水土流失，

不仅面源整体污染情况严峻，还会对土壤、蓄水等方面带来

影响，加大村民日常耕种的难度 [1]。

总体来说，菜食河小流域存在轻度土壤侵蚀、梯田等

区域的水土流失情况严峻；海字口村等局部路段缺少防坍塌

设施，部分主沟道的防护坝破损；土质岸坡在雨季会受到冲

刷侵蚀，留有洪灾隐患，不仅容易出现水土流失，还会影响

村民的正常出行与生活。因此，在落实小流域治理项目期间，

会将上述问题视为重点，强调构建菜食河小流域的生态清洁

系统。

3 菜食河小流域治理项目问题的解决对策

3.1 生态修复区治理措施
海字口村西侧的沟道整体生态环境较好，但由于沟道

位置与村民活动的范围距离较近，因此容易出现村民侵占生

态保护范围内的土地进行农耕活动的情况，为防止村民活动

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安设标牌的位置应在海字口村西侧。

安设标牌的主要目的是提醒村民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

因此为破坏生态修复区的原有景观，应制作出相对自然的标

牌，防止过分修饰等情况的出现。

标牌可采用天然矿石，长度保持在 1.8m 左右，宽 0.15m，

高度为1m，标牌内容应包括：封育范围：海字口村；封育措施：

封禁标牌等字样，其中的标语可设计为：禁止滥砍滥伐、非

法侵占林地，禁止偷猎打猎，禁止放牧破坏等人为活动以及

违者必究、支持举报奖励等。

3.2 生态治理区治理措施

3.2.1 梯田
修建、维护梯田的过程中，要遵循就地取材的原则，

针对当前出现的水土流失问题进行处理和整治，按照地势、

地貌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布设工作。修复梯田的总面积

为32.16hm2，其中海字口村为25.49hm2，菜食河村为6.67hm2。

石坎的纵向排列需要设计出足够的坡度，用以梯田排水，不

需要额外增加截水沟，坡度的大小需要实际地面情况进行调

整，且修复梯田的材料可采用干砌石，并保障干砌石之间相

互咬合。施工过程中，砌体需分层开展，干砌石之间的竖缝

要错开，保障石块稳固没有松动、不平等情况 [2]。

3.2.2 村庄排洪渠
村庄中的排洪渠经过多年的使用和自然环境下的侵蚀，

出现局部损坏的情况，为强化排洪渠的结构，保证其功能的

充分发挥，在设计排洪渠时，可按照专业图纸进行（如图 2

所示）。排洪渠的断面采用混凝土结构，宽度 0.4m，深度

0.3m，基础厚 0.3m，底宽 1m，两边挡水侧宽 0.3m。其中，

基础需铺设 100mm 的碎石，充当垫层。

图 2 排洪渠设计断面图

3.3 生态保护区治理措施

3.3.1 防护坝
菜食河小流域的发源地在四海镇海字口村附近，全长

50.81km，有记录的年平均径流量为 4700 万 m³。菜食河小流

域的主流沟道是菜食河，属于白河支流的一部分。建设防护

坝的过程中，该项目主要构建海字口村与菜食河村的防护坝。

建设海字口村防护坝期间，相关技术人员需要针对水

利数据进行收集和计算，遵循防护坝埋深不小于 1.2m，地

面高度不小于 1.3m 的标准，对原有已经破损的防护坝进行

拆除，将挡墙设计的高度为 2m，并采用重力式浆砌石结构，

以此保障防护坝能够符合防洪抗灾的要求。

建设菜食河村防护坝期间，需要考虑到沟道两侧的耕

地问题，重新构建防护坝期间，可采用干砌石挡土墙的结构，

依据水利的计算与分析，保障地面高度不小于 1.3m。综合

菜食河村的实际情况，该项目的干砌石防护坝的地面高度为

1.4m，结构总高为 2.1m，挡墙部分采用块石砌筑。开展干

砌石挡墙施工工程期间，干砌石整体建设需分层进行，竖向

的缝隙要错开，保障石块之间的连接稳固，不能出现石块松

动的情况。为确保层面的基本水平提升，施工期间要合理采

用厚度不同的石块，且保障砌体的表里一致。

3.3.2 河道清理治理
清理河道的工程项目主要是负责清除河道内部的垃

圾、自然枯枝落叶和杂草。河道治理项目在主沟道清理淤积

870m³，其余的支沟道清理淤积 740m³，通过对河道的整体

清理，能够降低垃圾和自然落叶等对沟道内部水流的阻碍效

果，保证河道的顺利和通畅。一方面达成沟道防洪的效果，

另一方面实现自然环境的美化与整改。通过对现场实际情

况的调查，结合上下游并未出现淤积的阶段，全面设计纵坡

清淤，根据“渣土不外运”的生态治理原则，施工人员需要

与村庄负责人进行沟通和协商，将挖出的杂草等垃圾统一运

送到村内的垃圾箱或专门的垃圾处理场所，交由村镇统一处

理。清除出的土、砂石、砾石则可以就近掩埋，或是对低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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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进行处理 [3]。

3.4 治理后期管护措施

3.4.1 管护目标
生态修复区域的管护目标主要是针对标牌的管理。通

过相应的管理措施减少人为活动对生态修复区域的影响，禁

止和避免放牧、耕种等人为行动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以此

保证修复区域的生态环境得以缓慢恢复。为保障管理工作的

顺利推进，乡镇政府部门、村委会要加大对生态修复区域管

理工作的宣传力度，让村民们能够了解小流域生态修复区的

建设目标，以此保障区域治理的效果能够达成预期，实现对

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

生态治理区域的管理目标则包含多个方面。菜食河小

流域的治理工作主要包括田间、排洪渠等设施的治理，这就

要求完成治理工作后，有关部门需要制定专门的人员对这部

分设施进行管理和养护，以此保障其正常运转并充分发挥作

用。通过对村内基础设施的保护，可以进一步推动生态治理

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展现出小流域治理工作的优势。

生态保护区域的管理目标则主要围绕建设防护坝、清

理河道等方面进行。通过对沟道的顺理，可以有效提高生态

保护区域的沟道水文形态级别，再通过日常的管理工作，减

少和避免沟道内随意占用沟道的情况，保障沟道周围没有垃

圾随意堆放等情况，以此维护沟道两侧的生态环境。

3.4.2 管护措施
明确管理主体的职能，结合各个工程的种类，对产权

责任主体进行明确。结合该治理项目的实施情况，产权责任

主体包含村民、乡镇和水务局三个方面。

由于村民能够在梯田，道路建设等工程项目中直接受

益，所以这部分的后期养护工作可以交由村民负责管理和看

护：乡镇政府的有关部门则需要安排专门的人员，定期对

小流域的沟道进行维护管理，保障相关的公共设施能够正常 

运行。

小流域管理组织形式需要由水务局，以及乡镇有关部

门进行联合看管，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小流域管理养护制度，

并针对各个工作环节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再制定相应的

管理看护措施。水务局以及相关财政部门需要负责监督管理

机制的资金统筹系统和管理机制安排，乡镇有关部门则需要

将具体的工作措施落实到个人，以此保障相关工作能够顺利

推进。

结合中国北京市小流域后期管护政策的要求，针对小

流域内的每个行政村都需要安排专人对村庄内的绿化建设

进行维护，并明确相应的工资标准和管护时间 [4]。

3.4.3 管护责任
小流域治理项目的每个阶段，环节都有不同的工作重

点，依据区域指导，乡镇统筹的原则，应积极落实水土保护、

沟道建设等环节的运行管护工作，相关工作人员和有关部门

则要承担起自身职责，在明确职责划分的同时，高质量完成

相应的管理、养护工作。

首先，村委会的职责在于制定管护制度，结合管护目

标落实具体工作人员的养护要求和措施，保障相关人员能够

明确自身职责和日常工作内容，并将整理好的文件、资料定

期报送至镇政府以及当地水务局；针对水土保持工作要进行

严格的监督和检查，明令禁止一切人为破坏行为，并对自然

因素导致的损毁进行调查和分析，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修复申

请并按时提交，以此完善小流域治理项目的档案管理。其次，

乡镇政府有关部门要明确自身职责，做好日常管理工作，定

期对管护情况、建设损毁情况进行调查，相关工作人员还要

着重核实文件内容。定期组织专门工作人员向当地水务局等

有关部门汇报情况。最后，区水务局主要负责后期的管护指

导工作，依据小流域治理项目的实际情况，制定内容明确的

管护清单，再从专业角度出发，审查维护技术方案，进而监

督后期维护、修复等工作的进行，做好工程验收工作。

4 结语

通过安设标牌、梯田与村庄排洪渠等方面的建设工作，

菜食河小流域的土壤侵蚀、水土流失情况得到有效控制；借

助防护坝、河道清理治理等工程，实现对生态保护区域的治

理；而后期管护制度的完善，更是在项目后期维修、养护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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