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土湖位于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西渠镇北部，北

至白土井，东西介于东平湖井与西河井之间，为古谷水

支流及井泉河的终端湖，曾是甘肃境内最大的湖泊。

后来河流环境发生变化，青土湖成为武威地区最大的

河流——石羊河的尾闾。发源于祁连山北部的石羊河

是甘肃省三大内陆河之一，也是注入青土湖的唯一河

流。

青土湖汉代以前叫潴野泽，也称百亭海。“潴”字在

古汉语里的释义为“水流停滞聚集的地方”。潴野泽在

《尚书·禹贡》和《水经注》里都有记载，称“碧波万顷，水

天一色”，它也是《尚书·禹贡》记载的11个大湖之一，

春秋战国时水域面积在2万平方千米以上，最大水深

超过60米，是一个巨大的淡水湖泊。

而如今的民勤县面积可谓不小，也只有1.62万平

方千米。潴野泽至西汉时由于气候变化水面缩小为

4000平方千米，面积仅次于今日的青海湖，也依然可称

得上是烟波浩渺。它的形状像一只巨大的龟，湖中还

有一座岛。《水经注》记载，在潴野泽以南还有一个武始

泽，与之有多条水系相连，面积约为潴野泽的十分之

一，它应当是潴野泽面积萎缩以后分离所致。武始泽

后来也不断缩小，演变为今日武威市区以西的海藏湖。

隋唐时期，潴野泽萎缩演变分离为东海和西海两

块水域，面积较大的东海仍然叫潴野泽，位于东海西南

方的面积较小的西海叫作休屠泽。此时的潴野泽面积

缩小至1300平方千米，也还具有一定规模，而休屠泽

水域只有它的一半大小。

明清时期潴野泽水域面积再次缩小为400平方千

米左右，并分离出一个较小的马营湖。此时潴野泽已

经更名为青土湖。至于西海休屠泽，按当地传说，匈奴

王休屠死后葬于此地，因而得名；后来随着水域面积萎

缩，演变为昌宁海，再后来成为一片干旱盆地，只是保

留了昌宁地名，今属于民勤县所辖的一个乡。

新中国建立之初，青土湖还有近百平方千米的水

域面积，那里也曾经是民勤人引以自豪的母亲湖。远

望一片碧波荡漾，草丰羊肥；近看几丛芦苇摇曳，鸟飞

鸭鸣。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石羊河上游耕地面积增加，

青土湖来水量减少，面积萎缩至70平方千米。但附近

的农民由于开垦退缩后的湖区耕地，生活还算富裕。

更由于民勤境内有如此大一个湖泊的气候调节，整个

周边地区也算是风调雨顺。

1959年因上游修建红崖山水库（亚洲最大的沙漠

型水库），青土湖由于失去补水而彻底干涸，变成了一

片湿地。至20世纪70年代末，又由于地表蒸发，周边

开垦，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植被枯萎，地表由于强烈蒸

发导致土壤盐碱化，青土湖逐渐由湿地、半湿地变为沙

化盐碱地，只是空留青土湖地名而已。至20世纪80年

代，国家出版的一些地形图上已没有“青土湖”这一名

称。

20世纪末，居住在附近村庄的农民，由于受到沙漠

化的风沙侵扰，生活日益艰辛。2004年大旱，石羊河出

现断流，红崖山水库干涸，库底朝天。青土湖一带更是

荒漠化加剧，风沙不断，100多平方千米的青土湖盆地

全部沙化，地表已被灰白色的流沙全部覆盖，沙层厚达

2~3米，在农区边缘形成了长达13千米的风沙线，成

为民勤绿洲北部最大的风沙口，常年风沙不断，当地人

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

大沙漠在青土湖沙地形成合围之势。附近村庄的农民

被迫陆续外迁，只留下旧村庄的残垣断壁。

青土湖一带的情况如此，而整个民勤县的状况也

不容乐观。从地图上看，民勤县处于腾格里沙漠和巴

丹吉林两大沙漠之间，石羊河流域形成的一条长长的

绿洲带将两大沙漠隔离，而随着当地生态恶化趋势的

加剧，两大沙漠有可能在此“合龙”。情况一旦如此，在

中国北方就会形成一片更大的沙漠，受到影响的就绝

不仅仅是民勤，也不仅仅是河西走廊，而是整个中国，

乃至全亚洲！

当地人常说:“民勤城，没北门。”其实不是没有北

门，而是北门被埋在沙漠之中了。此说法虽有夸张，但

也反映出民勤北线风沙危害的严重性。青土湖距民勤

县最北面的西渠镇志云村村庄不远，这里也是民勤县

与沙漠接壤、处于抗沙防沙最前沿的村庄之一。20世

纪90年代这里已被滚滚流沙掩埋，成为中国第三大沙

漠巴丹吉林的一部分了。当时的资料显示，包括青土

湖在内的民勤湖区，流沙以每年8~10米的速度向绿洲

逼进，沙化土地每年以2.3%的速度增加，即每年有7000

亩土地沦为沙漠。这一状况严重威胁了邻近乡镇的人

居环境和工农业生产及民左公路的畅通运行，给当地

群众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和心理压力。

究其原因，是民勤县境内唯一的地表径流为发源

于祁连山北部的石羊河，河流补给来源为山区大气降

水和高山冰雪融水，产流面积1.11万平方千米，多年

平均径流量15.60亿立方米。随着气候的变化和上中

游用水加剧，石羊河通过红崖山水库到达民勤的来水

量，每年都以超过1500万立方米的速度逐年减少，这

不仅使青土湖的补水断了源头，也影响了当地的地下

水系。这里的年降水量不到100毫米，而地表的年蒸

发量却高达3500毫米，因此，降水因素可以忽略不计。

由于失去上游水的补给、中和、冲刷和稀释，再加上下

游群众只能靠持续超采地下水维持农业生产，自然生

态就出现了恶性循环，愈演愈烈。从最下游的湖区五

乡镇开始，土地盐碱化面积逐年扩大，失去植被的土地

很快就被沙漠吞噬。

民勤历来是农牧并举，人均耕地多，六畜兴旺，但

由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不仅粮食种植失去根基，连

放牧也失去了地表植被。短短几十年间，民勤这片几

千年的绿洲富饶之地就陷入了“沙进人退”的尴尬境

地。

当时有学者指出，荒漠化是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

的全球性难题，这个难题在民勤表现得尤为突出。

2009年民勤境内的风沙线长达408千米，全县荒漠化

面积达到了94.5%。民勤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生态环境

恶化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

这一切变化发生在一代人之间，如此快速，如此无

奈。究其根源，除了大自然的气候变化因素之外，人们

对于水资源的不当利用和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就是主

因。这种违背了人与水的和谐，违背了人与自然合理

相处规律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报复。

来到这里的人们，无不感慨几千年来大自然气候

逆转的沧桑变化，同时也感叹人类对于自然过度索取

带来的恶果。

民勤的生态变化，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

注。

2001年，中央对民勤治沙问题作出批示，首次提

出：“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由此，民勤的

命运掀开了新的一页。

2006 年，国家级的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工程启

动。2月27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在武威的石羊河畔隆

重举行了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暨应急项目启动大会。

2007年初，国家发改委、水利部批复实施《甘肃省

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这个重点治理工程是国家

战略性生态治理工程。石羊河流域自东向西由大靖

河、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

西大河等八条支流及多条小沟小河组成，流域总面积

4.16万平方千米，占河西地区总面积的15.4%，其中耕

地面积625万亩。

规划指出，近20年来，全流域人口增加了33％，农

田灌溉面积增加了30％，粮食产量增加了45％，地区

生产总值（GDP）翻了约6倍，而水资源量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每年减少约1%，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尖锐。人们

为了发展经济，过度开发水资源，严重挤占生态用水，

导致流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民勤盆地现状绿洲面积

约1313平方千米，比50年代减少了289平方千米。在

石羊河流域，包括武威市全境和金昌市部分地区，水资

源的开发利用率达到172%，每年地下水超采约5亿立

方米，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地地下水的承载率。

其中民勤盆地超采近3亿立方米，其北部湖区生

态已濒临崩溃，“罗布泊”景象已经局部显现，部分群众

不得不移居他乡，沦为生态难民。如果再不进行抢救

治理，整个河西地区都面临着生态危机。

规划原则为：

（1）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

整，坚持改善生态与提高农民收入相结合，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以水权管理为核心，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

度，节约用水与提高用水效率相结合，建立健全水资源

高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3）坚持综合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

理，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分步实施；

（4）坚持控制灌溉面积与降低灌溉定额相结合，以

降低定额为重点；渠系节水与田间节水相结合，以田间

节水为重点；工程节水与管理节水相结合，管理优先；

常规节水与高新节水相结合，积极发挥高新节水的示

范作用；农业节水与综合节水相结合，推动流域全面节

水；

（5）政府引导与农民意愿相结合，充分发挥农民的

主体作用，让农民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

监督权；

（6）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生态效益 、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采取综合措施，实施重点治理。

并确定，该重点治理工程建设主要以中央投入资

金为主，总投资47.49亿元。重点用于灌区节水改造工

程，水资源配置保障措施和生态移民试点工程。

2007年10月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民

勤青土湖时指出，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要打好三套“组

合拳”，即上游涵养水源，中游管理调度，下游注水恢

复，将恢复生态、结构调整、脱贫致富相结合，建设全国

节水模范县和防沙治沙示范县。

此后，治理工程加快实施，当地党委和政府创新性

地建立完善了“国家有投入、科技做支撑、农民有收益”

的生态建设长效机制。

2010年11月30日，据《人民日报》报道:干涸沙化

半个多世纪的甘肃省民勤县青土湖重现碧波，出现约3

平方千米的水面，这标志着经过三年的生态治理，中国

三大沙尘策源地之一的民勤县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

有效遏制。

为了使青土湖重现生机，民勤县从治理当年9月开

始，向青土湖注入生态用水1290万立方米，由于沿途

蒸发和渗漏补给地下水消耗400多万立方米，最终入

湖水量860万立方米。青土湖重现碧波蓝色的水面微

波粼粼，稀疏的芦草顽强地在寒风中摇曳着，成群的红

嘴鸭、鹭鸶等野生水鸟都选择在此栖息，呈现出一派和

谐的自然生态图景……

随着治理工程的进展，2011年为改善青土湖区域

生态环境，通过红崖山水库调蓄，向青土湖下泄生态水

量1800万立方米；2012年下泄生态水量3000万立方

米；2013年下泄生态水量2000万立方米；2014年下泄

生态水量3300万立方米；2015年下泄生态水量2833万

立方米；2016年下泄生态水量3358万立方米；2017年

下泄生态水量3830万立方米。使青土湖水面达到26.6

平方千米。青土湖一带可见地下水位埋深由2007年的

4.02米上升为2017年底的2.94米，上升1.08米。

2015年，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任务提前全面完成，

建设工程通过省级竣工验收。青土湖一带形成旱区湿

地约100多平方千米。蔡旗断面过水量和民勤盆地地

下水开采量两大约束性指标、生态治理目标分别提前

实现，同时治理“三化”面积945万亩，实施退牧还草

1320万亩，开展治沙生态林承包经营180.9万亩，启动

实施千里沙漠生态大林带建设，当年民勤县被国家水

利部认定为首批国家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县。2016年武

威市被国家水利部命名为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

区，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

2018年5月，青土湖区10万亩芦苇蓬勃丛生。全

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229.86万亩，压沙造林面积

达到55.3万亩，天然沙生植被封育面积达到325万亩，

在408千米的风沙线上建成长达300多千米的防护林

带，民勤县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3%提高到

2016年的17.91%。青土湖、老虎口、龙王庙、勤锋滩等

大的风沙口得到有效治理。

民勤县红崖山水库加高扩建工程于2016年4月6

日正式开工建设，至2018年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库容

由过去的0.99亿立方米增加到1.48亿立方米，水库规

模由中型上升至大(Ⅱ)型，可有效提高水库调度调蓄能

力，缓解上游来水与灌区需水矛盾，基本满足红崖山灌

区农业灌溉及生态用水需求，并保证每年向青土湖下

泄生态水量3000万立方米以上，对于巩固扩大石羊河

流域重点治理成果、促进民勤县域经济绿色发展、维系

流域生态平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今，走进青土湖，远远就可望见的巨大纪念石碑

高耸入云，它不仅深深埋植于民勤人民的心底，也更是

27万民勤干部群众用坚强饱满的干劲和不屈不挠的意

志，在两大沙漠的交汇处矗立起绿色的钢铁屏障，抒写

了一部可歌可泣的治沙治水历史。

随着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工程的继续推进，青土

湖也越来越显露出“湖”的本色。至2017年，随着上游

的不断补水，这里已经呈现出26平方千米的湿地。在

湖区水域，这里原本已经消亡半个世纪的芦苇丛，在没

有任何人工种植和干预的情况下，又自然而然地成片

冒发了出来，生长繁茂，一片翠绿。显示出它们强大而

倔强的生命力。这里，已经成为甘肃生态治理的一个

缩影和典范。

如今青土湖地区已经被列为国家湿地公园，其远

期治理目标是恢复到100平方千米的水域。届时，这

里不仅将是甘肃省最大的水域面积，也是遏制当地沙

漠化的最大生态支撑。近年来，随着青土湖逐渐恢复

其本来的生态原貌，这里水面清澈、芦苇连片，野鸭成

群，已经成为人们考察、休憩和旅游的胜地。

在青土湖盆地以东，还有一座不高的山，名为苏武

山。据当地传说，当年苏武牧羊就在此地。近年有学

者撰文考证，汉代的苏武牧羊不在过去人们认为的贝

加尔湖附近，而是在匈奴人占据的河西走廊北侧的今

民勤境内。这里不仅有苏武山、苏武祠，也有白海。所

谓苏武牧羊地北海，应是白海之误传。这虽然只是学

术界的一种说法，却说明了这片土地上不缺少传说和

文化。

如今，青土湖的变迁，更是见证了当地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与风沙顽强搏斗，科学治理生态环

境，从生态难民走向脱贫致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伟大业绩！

（（（（（（（（（（（（（（（（（（（（（（（（（（（（（（（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人文甘肃》》》》》》》》》》》》》》》》》》》》》》》》》》》》》》》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第五辑）））））））））））））））））））））））））））））））

3 2024年6月1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赵淑娟 联系电话：0931—8926371 e—mail:253611572@qq.com人 文

曾任兰州大学学报主编，甘肃省文史馆副馆长，武威市副市

长，民盟省委副主委，省政协常委，省地方史志办副主任，省政府

参事。出版有《灾害学新论》《人类与水》等，并在《人民日报》发

表有长篇抒情诗《石羊河，我家乡的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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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的纪念碑上写着“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民勤的干部群众在常年不懈地治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