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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幅员辽阔,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极易受人为活动、气候等各项因素的影响,导致生态系统恶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利于社会

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在现代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中,社会各界越来越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力度越来越大,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规模日益扩大,如退耕还林保护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等,使得我国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文章主要针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实

践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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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地理、水文、气候等条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生态系统多元化。

在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快速增长,自然资源已被大幅度开

发和利用,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很多地区的生态环境退化问题日益严重,

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必须大力实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

程。基于此,文章主要结合山水林田湖草系统进行了研究,介绍了生态保护

修复的原则,阐述了生态保护修复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策略及实践。 

1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的生态保护修复原则 

1.1系统性修复 

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过程中,技术人员必须认识到其系

统性,加强对山水林田湖草的全面保护,并将系统修复理念、全面保护

理念渗透到修复工作全过程中,根据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树立正确的服

务理念,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大力

支持
[1]
。 

1.2综合治理修复 

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实践中,技术人员需要树立全局意识,

提高顶层设计力度,将问题作为重点内容,根据生态退化、环境污染严重的

区域,需要合理地选择生态治理技术,确保技术的可行性,进一步提升生态

保护修复水平。 

1.3互补协调修复 

在生态保护修复实践过程中,技术人员需要深入分析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的实际运行状况,强化治理、修复力度,有效地提升生态修复的整体水平,

坚持统筹兼顾的原则,实现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 

1.4创新性修复 

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社会各界需要充分发挥出各方力量,全面开

展地质环境治理工作,实现土地的有效整治,强化污染防治力度,减少生态

环境污染问题,提高山水林田湖草修复保护的整体水平。 

2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的主要内容 

通过分析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要求,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相关部门

需要明确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脆弱区、生态保护红线区,以

此为基础合理地进行生态系统格局、质量、功能情况调查和评估工作,

为工程实施方案的有效实施提供依据。第二,大力开展生态修复技术研

发活动,建立健全生态修复制度,尤其要注重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工

作,不断完善生态保护修复的效果。第三,针对煤矿塌陷区、工矿废弃区

进行生态修复、复垦利用等,并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建立完善的江河湖

库水系格局,合理地调配水资源,有效地防治中小河流治理、山洪地质灾

害等,并针对特殊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全面治理,提高生态系统保

护修复能力。第四,深入调查、评估自然保护区物种资源分布、保护成

效、生态系统等情况,明确生物多样性、物种栖息地等地区的自然保护

区空窗区域,积极开展自然保护区工程建设工作,构建跨区域生态廊道,

进一步提升生态系统的完善性,还应该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第五,

加强对重点生态功能区、敏感脆弱区、保护红线区域的保护,为生态移

民、产业升级提供支持。第六,加强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的监测、评估、

预警、调控和管理工作,建立完善的保护、修复管理制度,形成系统信息

管理平台,为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支持,图1介绍了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保护修复内容构成。 

3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策略 

3.1全面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为了全面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相关部门需要转变传

统的保护修复模式,实行多种要素保护修复、综合服务功能保护修复的模

式,深入分析生态系统环境破坏的问题及原因,以此为基础统筹开展矿山、

土地开发利用和环境修复工作,还需要关注生物多样性、水环境、水土保

持等保护修复工作,如建设生物生存繁衍自然生态景观、生物廊道等,提高

生态保护修复技术的针对性,全面保护、修复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3.2因地制宜做好保护修复工作 

为了有效地解决现代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相关部门需要深入分析产业

结构调整方向、生态功能保护修复要求,从时间、空间等角度制定保护修

复措施,合理地安排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进一步优化区域生态系统格局。在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程中,相关部门应采取修山扩林、调田节水、治水保

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措施
[2]
。其中,修山扩林的重点是森林草原、矿山

生态系统修复治理,森林草原生态系统修复治理的重点是水源涵养区保

护、林业生态建设、水土流失和退化草原治理、森林草地禁伐、森牧保育

工程；矿山生态系统修复治理的重点是矿山土地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矿山保护保育工程。调田节水的重点是农村地区的土地整治、退化

污染土地修复治理等,农村土地整治的关键是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理、

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退化污染土地修复治理工程的关键是盐碱化土地、

沙化土地、石漠化土地治理等。治水保湖主要是针对江河湖泊、湿地、近

海海域生态系统进行丢无治理,如城镇污染、农村污染、禽畜养殖污染治

理,以及湖泊河流治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近岸海域修复治理等。生物

多样化主要针对森林生物、草原生物的多样性保护,湿地与水体生物的多

样性保护。 

3.3建立完善的实施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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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内容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综合性特点。

在水体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过程中,相关部门必须全面考虑水体流域生态环

境,以此为基础设计完善的修复方案,全面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同时,

相关部门还需要加强对生态保护修复全过程的保护,如基础建设、监测预

警、组织领导、资金流动、人员考核、公众参与等,不断创新生态保护修

复工作,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4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实践 

以“南太行(安阳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为例,2月

以来,安阳市克服疫情影响,强力推进南太行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

项目,相关领导赶赴现场调研指导,协调解决施工中存在的困难,并成立

综合治理指挥部,积极配合服务,为疫情期间复工手续办理、车辆通行开

通绿色通道,3月份复工率达到100%。以小兴安岭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为例,受疫情影响,工程试点开(复)工率达到95.4%,为了取得

更大成效,相关部门重点落实以下通知：第一,各地政府部门需要明确主

题指责,充分发挥出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明确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职

业职责,明确各个县市领导小组成员的职责,共同协调、解决实际问题。

第二,加强协作、管理。各级政府部门需要形成联动机制,全面推进试点

项目建设的有效实施,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确保程序的规范性、合法

性,及时针对竣工决算、项目资金管理进行审计。第三,严格监督问责制

度。政府部门实行通报、约谈、督查方式,严厉惩治未履职尽责、影响

工程试点进度和质量的行为,实现构建“两山三带多点”生态安全格局、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目标
[3]
。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生态保护修复内容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持续时间长,各级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创新并优化相应

的机制体制,强化生态统筹管理力度,明确项目主体职责,提高工程项目的

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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