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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水土保持理念和生态
文明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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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所谓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主要是将土地整治的内涵与目标，

包括各项手段和效益有效综合，在原有的土地开发与整理的基

础之上，坚守生态红线，加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打造更加健

全的土地整治方式，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确保我国生

态文明思想得到更好的贯彻。当前阶段我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工作当中仍存在较多问题，影响最终的整治效果，为了减少不规

范现象的出现，本文重点分析水土保持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理

念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当中的具体运用，主要内容如下。

1 背景分析
通过加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力度，可以进一步满足我国各个

地区的实际创新需求，确保全要素得到良好的开发与利用，使现

有的土地资源得到良好利用。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重要基

础，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打造更加完善的生态环境，

为各个区域的健康发展奠定有利基础。同时，以空间重构作为重

要基础，加强乡村整治，可以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发展需求，提高

水土保持效果，为生态建设建设提供重要保障。

各个区域需要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情况，加强探索，并积

累更加丰富的工作经验，打造独具特色的生态工程，包括区域生

态修复工程等一系列项目，加大实践力度，确保各个区域的水土

保持效果得到更好提升[1]。同时，将水土保持理念与生态文明价
值理念运用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当中，可以充分体现出生

态文明价值。

2 水土保持理念与生态文明价值研究
2.1 水土保持理念
2.1.1 生态优先
为了不断提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效果，有关部门需要遵守生

态优先原则，并将环境保护、环境开发与环境治理等一系列工作

完美结合，将各个生态元素更好地渗透到治理细节之中，在提升

环境承载能力的同时，提高资源开发与利用率。在环境承载能力

允许的基础上，适当加大资源的开发力度，确保生态理念得到更

好落实，避免出现盲目大开大挖现象，形成更加稳定、和谐的农业

区域，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

2.1.2 打造“水土保持+”格局
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特点可以得知，从原有的平原一直到

城市郊区和山区，全部需要结合具体情况，遵守因地制宜原则，

并打造“水土保持+”格局，能够明显减少水土流失现象的发生。
为了从根源上减少水土流失现象的出现，相关部门还要结合“山、

水、林、田、草、路”等领域的具体规划情况，加大统筹规划力度，并

采取良好的治理措施，避免大面积的水土流失现象。

此外，相关部门还要以各个区域作为整治单元，加强统筹建

设，并结合乡村建设情况，做好土地整治工作。若某个区域内部

包含矿山，还要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加强标准化建设，在提高农

业建设水平的同时，打造更加完善的综合体，从而确保“水土保

持+”格局得到更好落实。通过加大综合治理力度，能够形成更加
稳定的社会发展格局，不断提高全域水土保持与治理效果[2]。

2.1.3 满足民生需求
结合水土流失现状进行全面治理，是以往水土流失治理的常

见模式，项目实施之后，虽然全域土地综合治理的面积增加，但

是水土流失强度明显下降，无法满足百姓的实际需求。因此，在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过程当中，结合水土流失强度，对原有的水

土流失治理工作模式进行大力完善，并根据现阶段的水土流失

治理情况，对原有的工作模式进行完善，以当地的民生需求作为

重要导向，在满足民生需求的同时，不断强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摘 要：为解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本文对水土保持理念与生态文明价值的具体体现进行研究，提
出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等保护原则，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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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此外，根据“治山、治水、治污”结合理念，充分认识到满足民

生需求的重要性，并加大实践力度，强化水土保持，在满足广大

百姓实际生产与生活需求的同时，不断提高其经济收入。比如，

根据广大百姓的实际需求，加大苗木培育力度，大力发展独具特

色的农业，并打造特色果业，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全域水土流失

治理的真正受益者，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满意度[3]。

2.1.4 因地制宜
遵守因地制宜的综合整治原则，结合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

加大日常整治力度，在提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质量的同时，做好

植物生态护坡保护工作，打造更加高效的节水灌溉模式，确保该

地区的生产环境与水环境得到更好改善[4]。同时，适当增加耕地
面积，并采用工程技术与生物修复等一系列措施，加大土地复垦

力度，确保土壤质量满足相关要求，在提高土地利用质量的同

时，确保土地资源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

对于废弃的矿山区域，加强综合利用，确保资源开发水平得

到明显提升，同时，加大生态保护协调力度，比如，可以在废弃的

矿山边坡位置，采用钻孔植草方式，不断提升边坡的绿化效果，

在坡面比较平缓的地段，可以种植围堰，围堰挡土墙采取植生

袋进行堆砌，然后在坡面使用锚杆 SNS主动网进行固定处理。在
植生袋的后侧还要回填种植攀援植物，确保矿山开采边坡植被

的自然恢复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提高废弃煤矿区域的生态修复

效果[5]。

2.2 生态文明价值
2.2.1 改善当前的生态环境
通过加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力度，并对农村面源污染进行有

效治理，有效落实矿山生态修复措施，可以明显减少旱涝灾害的

发生，确保水土污染治理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例如，在某试验

区域，通过加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前后，该地区的水土流失强

度显著下降，轻度侵蚀与重度侵蚀面积均有所下降，具体数据

见表1。

2.2.2 加快环境效益转化进程
通过全面推动环境转化，加强区域经济发展，可以确保全域

土地整治效果得到明显提高，政府相关部门通过大力打造公益

项目，并有效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实现荒山变良田的美丽愿

景，为乡村产业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2.3 趋势分析
2.3.1 加强顶层设计
以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作为重要引领，并加大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资源调查力度，全面了解资源底数，遵守因地制宜的原则，

制定出完善的土地利用规划，在完善国土空间布局的同时，加强

全域规划设计，不断强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效果[6]。

2.3.2 提高要素集聚效果
结合各个项目的具体合作情况，并以此作为重要基础，将产

业梯度要素完美结合，加强资源的优化配置，发达地区产业逐渐

向欠发达区域转移，让欠发达地区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发达区

域流动，进而更好地激发出欠发达地区经济活力，促进经济的全

面发展。同时，针对原有的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进行完善，加大各

项整治成本的回收力度，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加强土地综合整

治，建设美丽乡村。

2.3.3 完善建设模式
（1）结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特点可以得知，通过积极运用全

新的建设模式，将生态治理项目和资源、产业项目完美融合，可

以确保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得到良好解决，避

免出现资金匮乏现象，确保环境效益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转化

成经济效益，实现生态环境的资源化目标。

（2）针对原有的土地资源综合整治模式进行大力完善，可以
更好地展现出生态系统的修复功能，加大生态空间保护力度，打

造独具特色的修复格局，并根据山水林田保护特点，构建稳定的

修复大格局，不断提高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水平[7]。

3 结语
综上，通过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水土保持理念和生态文明

价值进行有效的分析，不仅能够明显提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效

果，而且可以确保水土保持理念与生态文明价值理念得到更好

落实，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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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试验区域 加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前 加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后

轻度污染侵蚀面积/% 63.54 34.21
重度污染侵蚀面积/% 20.67 6.54

表 1 某试验区域加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前后轻度污染侵蚀和重度侵蚀面积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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