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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黄河流域城市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伟大事业。党的二十大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为各地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以高水平保护

助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2020年5月，总书记视察山西时发表重要讲话，勉励山西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

新路来，乘势而上书写山西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山西省作为全国重要

能源基地，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生态问题成为制约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吕

梁市是革命老区、资源大市，同时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腹地，受水

土流失、采矿活动的持续影响，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质量亟待优化提升，生态治理任务

较为艰巨。

基于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原则，开展吕梁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并协同推

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和生态廊道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也是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抓手，更是保障生态安全和民生福祉的重要任务。

根据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对国土空间规划的统筹安排，吕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牵头组

织编制《吕梁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深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

《规划》是落实《吕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和《山西省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关于生态修复目标指标、修复分区、重点工程等内容的

专项规划，是一定时期内吕梁市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的总体安排，同时也是指导县

（区）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重要依据。规划范围为吕梁市行政辖区内全部国土空间，总

面积约2.11万km²。规划基期为2020年，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近期到2025年，中

期到2030年，远期到2035年。



贰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包括吕梁市行政辖区全部区域，总面积2.11万平方公里，包括离石

（市政府驻地）1区，孝义、汾阳2市，兴县、临县、柳林、石楼、方山、中

阳、交口、交城、文水、岚县10县。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近期至2025年，中期至2030年，远期至2035年。



山河多娇 英雄吕梁
叁



农田

类型主要有河流湿地、库塘湿地和次生湿地，面积共47.54平方公里。

“三山、六丘、一分川”的自然地理格局

地貌

森林

湿地

河流

灌丛

以吕梁山为界分为黄河支系和汾河支系，流域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
以上的黄河一级支流5条，汾河一级支流4条。

森林生态系统面积4925.76平方公里。

西部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中部为吕梁山脉，东部为太原盆
地的组成部分，地势较为平坦。

吕梁是全国全省的优质小杂粮生产基地，是著名的“杂粮王国”，
是全国全省优质马铃薯生产基地，面积5277.91平方公里。

主要有寒温性落叶阔叶灌丛和温性落叶阔叶灌丛两大类，面积共
2574.95平方公里。

地形地貌图 河流水系图 林地分布图

草地分布图 森林公园分布图 耕地分布图



东部平川区生态空间
面积小且破碎

中部山区水源涵养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功能下降

西部黄土丘陵区生态系统脆弱

受人类活动影响，生态空间与农业空间、

城镇空间冲突，蓝绿网络连通性不高，绿色

廊道树种单一、存在混交林比例低，断带问

题。农田防护林与河岸林亟待更新、提质。

村庄绿化模式单一，乡土树种少。

吕梁中部山区植被较好，森林覆盖率

达到38%，存在森林基线高且分布不均衡、

林分多样性差，天然林水源涵养能力下降、

生态网络联通性不足，珍稀动物栖息地受

到威胁的生态问题。

西部黄土丘陵区梁、峁、塬、沟、坡纵

横交错，黄土地表切割严重，植被覆盖度低、

森林面积小质量差且分布不均衡、人造林成

林率低，生态系统十分脆弱，水土流失较为

严重，土壤侵蚀面积占比高，局部洪涝灾害

频繁发生，河道水质被污染。



碧水蓝湾，红林白鹭，
城园相融，景似天成。

肆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围绕国家“三区四带”

中“黄河重点生态区”和山西省“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保护修复格局，

落实生态保护修复主要任务和重大工程，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筑

牢黄河中游生态屏障。通过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推动吕梁市生态系统结构和

功能持续优化，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加，黄河（吕梁段）生态环境全

面改善，吕梁山生态屏障功能极大提升。

总体目标

2030 中期目标2025 近期目标
市域水土流失情况明显改善，沿黄

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基本完成、国土绿化工程实施完
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全
面完成。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使全
市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逐步构建高
品质国土生态格局，生态系统安全性稳
定性显著增强。

全面实施监测预警和绩效考核机制，

基本形成精细化管控体系生态保护修复

协调机制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基本建立逐步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

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生态保护与

高质量发展示范效应初显。

2035 远期目标
到2035年 ，全面构建成生态宜

居的高品质国土生态格局，生态环

境根本好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实现“碧水蓝湾，红林白鹭，城园

相融，景似天成”的幸福吕梁。



构建“一屏两带多廊”的市域生
态保护修复总体格局

伍



“一屏” ：即吕梁山绿色生态屏障。

“两带” ：即沿黄水土流失生态治理带、汾河水系生态治理带。 

“多廊” ：即水系和生物迁徙廊道。

构筑”一屏两带多廊“的生态修复格局



以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确定的修复分区和市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总体布

局为基础，综合考虑区域自然本底、主导生态服务功能及主要的生态胁迫问题，以

黄河流域和吕梁山为基础单元，突出自然地理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通性，结合

行政区划，划分六大生态修复功能分区，指引吕梁市生态修复进行整体保护、

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衔接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和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生

态修复重点区域，基于生态修复总体布局和修复分区，针对生态问题识别和

综合评价结果，统筹相关部门生态修复任务区域，参照子流域分水岭和乡镇行政

边界划定生态修复重点区域。全市共划定16个生态修复重点区域。



针对修复需求，确定生态修复对策
陆



加针对吕梁市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生态问题和生态修复

需求，确定主要生态修复对策。

生态空间生态修复
 实施森林改造与质量提升，全面提升森林生态质量，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
 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加强河湖库和湿地修复。
 加强历史遗留矿山生综合治理，恢复区域生态环境。
 开展多流域综合整治，提升水生态环境质量。
 采区“自然修复+人工辅助”修复措施统筹推进草原生态治理。

农业空间生态修复
 积极开展土地综合整治，提高耕地质量。

城镇空间生态修复
 开展城镇水体治理和修复。
 完善城镇绿地系统，增强城市绿道、绿廊、河流水系连通性。



      在吕梁市生态修复总体格局下，统筹全域“三类空间’生态修复，总体部署
生态修复任务，加强生态廊道和生态网络建设。聚焦保护重要生态空间、修复受
损国土空间，在确定的吕梁市生态修复六大重点区域基础上，根据生态问题的紧
迫性、严重性和生态系统的退化程度和恢复能力规划规划部署了“7+2”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重点工程。

黄土丘陵沟壑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重点工程

黄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与林地提升重点工程

黑茶山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工程

关帝山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工程

高庙山水土保持与矿山生态修复重点工程

汾河平原水环境生态修复重点工程

矿山生态修复治理重点工程

构建重要生态廊道和生态网络体系

建设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监测评价体系

7

2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柒



 巩固国家“三区四带”生态安全格局
 减少水土流失
 涵养水源，调节气候
 保护生物多样性
 整体提升生态系统服务

 有效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

 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拓展就业渠道，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

 传承革命老区文化，创新未来发展
 促进社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
 提高水土流失地区资源利用效率
 创新生态经济发展示范模式
 扩大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生态效益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捌



积极出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工
程管理、资金保障、监测监管等政策文件，
制定科学绿化、森林生态补偿、土地综合
整治、矿山生态修复、公益林管理等方面
的政策措施。

逐步建立完善生态修复规划工作协调管
理机制。落实规划纵向刚性传导与横向
指导衔接。市、县级政府应将生态保护
修复和相关产业发展的空间需求纳入国
土空间规划。

加强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合作，建立专
家智库，形成专业咨询团队，为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提供技术服务和支撑。

强化生态修复和保护部门联动机制，强化
生态修复保护监测系统建设，建立健全实
施主体信用评价制度。

加强规划实施政府主导，落实地方责任。
实行系统管理，构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管
理机制。

强化资金保障

严格评估监管

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科技支撑

创新政策体系

落实规划传导

各县市区政府要加大对生态修复重大工
程资金支持力度。多方筹集资金，拓宽
投融资渠道，激励和规范社会资本参与
生态修复项目建设和管理，形成资金投
入合力。



美丽吕梁 邀您共创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涉版权问题
请与吕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系。本次
成果为公众版，最终以审批文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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