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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土流失的现状

水土流失是世界上最为主要的灾害之一, 它破坏土

地资源, 造成淤积、干旱、洪涝灾害, 引起生态环境恶

化。我国现在水土流失的面积达 492�6万 km2, 占国土面

积的 51%。其中水力侵蚀面积为 182�6万 km2, 风力侵蚀

面积为 188万 km
2
, 冻融侵蚀 125万 km

2
。水土流失遍布

全国各地, 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生。其中, 黄河流域多

年平均土壤侵蚀 3700万 t/ km
2
, 严重的河口镇至龙门区

间 15�6万 km2为多沙粗沙区 , 多年平均侵蚀模数在

5000 � 10000t/ km2, 最严重的达 50000 � 60000t/ km2。黄河

多年平均含沙量 37�4万 kg/ m3, 汛期高达 500 � 600万

kg/ m
3
,最高达 1600万 kg/ m

3
。每年有 16t泥沙输入三门峡

以下, 其中 4亿 t淤积在下游河床, 12亿 t入海。该区由

于煤炭开发建设, 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大, 在开采、储藏、

运输、转化过程中都会给环境带来一定的破坏, 据�神府

东胜总体设计报告 以及调查, 该矿区 1987 � 1997年排

弃的土石量 18700�7万 t, 1998 � 2000年为 16265万 t,

2001- 2020年为 14753�9万 t, 大面积的开挖原生地表,

破坏植被, 造成地面裸露, 地层结构受到扰动以及大量

堆放弃土弃石,使水土流失,沙化问题更为突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水库、塘坝淤积库容达 200亿

m
2
, 相当于损失库容 1亿 m

2
的大型水库 200座, 直接损

失 100亿元人民币。湖北省因水土流失造成水库、池塘等

水利设施的淤泥堆积, 使水库容减少, 蓄洪水能力下降,

相当于增大了洪峰流量。据调查, 长江上游地区现有大

中型水库平均年拦沙淤积 1�5亿 t, 折合 1�2亿 m3, 塘堰

7767t, 折合 5979�97万 m3。大渡河龚嘴水电站 13年累计

淤泥沙 2�32亿 m
3
, 占总库容的 1/ 3。泥沙淤积以及人们

不合理的围垦, 使湖泊调蓄洪水能力大大下降, 1949年

长江中下游共有湖泊面积 25828km
2
, 至 1977年仅余

1407km2, 减少近 50%。长江原有的 22个较大通江湖泊,

因大量不合理的开发建设已损失容积 567亿 m3, !千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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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流失防治对策
历史和科学告诉我们, 良化生态环境必须与水土保

持紧密配合, 水土保持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坚持山水田

林路统一规划, 综合治理, 连续治理, 必须坚持工程措

施、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筹兼顾, 这样形成

综合防护体系。这样才能保持水土资源,良化生态环境,

改变山区贫困面貌, 达到山川秀美的效果, 因而连续治

理, 综合治理、统筹兼顾才是治理水土保持和改善生态

环境的根本大计。为此, 应采取以下六项措施。

2�1良化生态环境

目前 , 我国江河水生态破坏使水灾加重的具体比

重, 还需要通过详细调查和研究才能确定。但是, 一些事

之省# 的湖北省的湖泊面积 80年代比 50年代减少

61%。50年代初期湖北有 332个面积在 333hm2( 5000亩)

以上湖泊,现已仅剩 125个,总面积 2520km
2
, 不足新中国

初期的 1/ 3。泥沙淤积和盲目围湖造田, 昔日!八百里洞

庭#已被大大小小的堤垸分割湖体变成 !洞庭河#。从 50

年代初到 1983年湖区的耕地面积由 1949年的 3975km2

增加到 1985年 5791km2, 使洞庭湖泊面积以 54km2的速

度锐减。湖泊面积缩减了 2/ 5,容水量减少 174亿 m3,降

低了近 40%。

1949 � 1996年,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 仅水

蚀面积由 50 年代的 116万 km
2
扩大到 1996 年的

182�6万 km2, 建国以来治理也不过 70万 km2, 待治理的

达 113万 km2(见表 1)。严重的水土流失将制约着可持

续发展, 加剧灾害发生, 导致环境恶化和贫穷, 因此, 查

清水土流失的原因, 进而采取有效防治则意义重大。全

国每年有 50亿 t沃土付之东流 , 北方土地的 !沙化#, 南

方土地的 !土化#, 损失耕地 6�67万 hm
2
( 100万亩)。江

河上游的严重水土流失, 带走大量的土壤 , 使山区土层

变薄, 质地变粗, 土壤结构遭破坏, 土壤的蓄水容积减

少, 甚至完全丧失蓄水能力, 致使暴雨时入渗减少, 径

流量增大。长江流域多数山丘地区坡度陡、雨量大、土

层薄, 极易流失, 坡地、荒山荒坡是造成水土流失的主

要源地。据调查, 长江流域现有坡耕地面积 0�11亿

hm
2
, 荒山荒坡和疏幼林地面积达 0�36亿 hm

2
,陡坡和荒

地的侵蚀模数达 10000t/ km
2 ∃ a以上, 面广量大。目前

黄土高原地区大部分陡坡地仍在继续耕种, 据调查山

西省尚有66�67万 hm2在 25%以上的坡地在耕种, 全省

年均向黄河输送泥沙 3�66亿 t。陕西省黄土高原区还有

42万hm
2
25%以上的坡地也在耕种, 年均向黄河输送泥沙

4亿t以上, 年侵蚀模数 8200t/ km
2
。据贵州省 1975年和

1980年两次森林调查资料证明, 全省石山面积由 1975年

的占全省总面积的 5%上升到 1998年的 9�6% , 该县的

纳雍县 , 已开始出现山川俱毁的后果, 水土流失迅速扩

展, 使全县 1�7万 hm2山地的土层冲光, 成为裸石山地,

当地称之为石化, 也就是将几十万年形成的有生产力

的山地变成毫无生产力的不毛之地。水土流失导致耕

地减少 , 土地贫瘠, 干旱频繁、粮食产量低, 严重地制约

着可持续性发展。水土流失成为山区群众生活贫困的

首要根源, 目前全国 200万贫困人口生活在水土流失地

区。

区

号

各带、区

简称

水土流失面

积10
6
hm

2

已治理面积

10
6
hm

2

待治理面积

10
6
hm

2

各区占全国

%

占本区水土

流失面积%

96年较
90年增

量

96年较
90年增

率

1990年 1996年 1990年 1996年 1990年 1996年 1990年 1996年 1990年 1996年 10
6
hm

2
%

& 东部平原带 59. 1733 69. 7442 28. 9934 35. 7037 30. 1799 34. 0405 36. 17 30. 03 51. 00 48. 81 3. 8606 105. 81

&_1 东北平原区 14. 0893 22. 7664 7. 5863 9. 3826 6. 5030 13. 3838 7. 79 11. 81 46. 16 58. 71 6. 8808 12. 79

&_2 华北平原区 18. 8518 18. 9653 9. 4059 11. 5466 9. 4459 7. 4187 11. 32 6. 54 50. 11 39. 12 - 2. 0272 - 21. 46

&_3 华中平原区 15. 5888 16. 5144 5. 6032 7. 4302 9. 9856 9. 0842 11. 97 8. 01 64. 06 55. 01 - 0. 9014 - 9. 03

&_4 华东平原区 5. 9983 6. 2227 3. 9988 4. 2886 1. 9995 1. 9341 2. 40 1. 71 33. 33 31. 08 - 0. 0654 - 3. 27

&_5 东南丘陵区 4. 6451 5. 2754 2. 3992 3. 0557 2. 2459 2. 2197 2. 69 1. 96 48. 35 42. 08 - 0. 0262 - 1. 17

∋ 中部高原带 77. 1527 112. 7780 23. 9452 33. 5795 53. 2076 79. 1985 63. 76 69. 88 68. 96 70. 23 25. 9910 48. 85

∋_1 西北高原区 65. 3115 65. 5842 19. 5376 25. 4811 45. 7739 40. 1031 54. 85 35. 38 70. 09 61. 15 - 5. 6708 - 12. 39

∋_2 西南高原区 11. 8412 47. 1738 4. 4076 8. 0984 7. 4336 39. 0954 8. 91 34. 50 62. 78 82. 84 31. 6618 425. 93

( 西部高寒荒漠带 0. 0876 0. 1420 0. 0312 0. 0381 0. 0564 0. 1039 0. 07 0. 09 64. 38 73. 18 0. 0475 84. 22

(_1 新疆区 0. 0876 0. 1420 0. 0312 0. 0381 0. 0564 0. 1039 0. 07 0. 09 64. 38 73. 18 0. 0475 84. 22

(_2 西藏区 - - - - - - - - - - - -

全 国 136. 4136 182. 6642 52. 9698 69. 3213 83. 4438 113. 32249 100. 00 100. 00 61. 17 62. 05 29. 8991 35. 83

表 1 中国各带、区水土流失面积与待治理面积

table soil and water loss areas and needed control areas in every zones and regions of China

彭珂珊 /中国水土流失的概况及其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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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已经表明生态破坏加剧了洪灾的危害, 甚至是 1998年

水灾形成的主导原因, 由于气候因素和全流域严重的水

生态破坏 , 导致 1998年洪灾损失高达 2642亿元人民

币。从目前看, 仅长江下游中下游部分河段和洞庭湖水

位已超过最高点 , 但流量并未超过或接近历史的最大

量, 洞庭湖湖口的流量只 25600m2/ S, 不及历史最大量

51900m3/ S的一半, 但危害大大超过 1931年和 1954年的

特大水灾, 治理水灾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创历史之

最。为此,国家急需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扼制水生态破坏

加剧的趋势, 为我国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

的资源和生态环境。1)加大森林建设力度。经验证明,在

相同的水灾条件下, 有林地区和无林地区雨后出现结果

截然不同, 有林地降水 250mm不会发生水灾, 无林地

20mm也会发生山洪暴发。事实证明, 森林破坏之后, 导

致洪峰流量迅速增加, 有效水大减。古人有句名言语,

!青山秃, 洪水怒#, 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一点, 就会受到大

自然的惩罚, 大力植树造林, 加快国土绿化, 改善生态环

境, 是防治水患的最有力措施。要认真贯彻执行江泽民

总书记 !大抓植树造林, 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 再造

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重要批示, 大力绿化, 在全

国营造植树造林的良好氛围 , 加大对生态建设的投入,

搞好十大生态防护林体系建设和长江、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林的重点治理, 解决生态保护严重滞后的问题。2) 继

续抓好农田基本建设, 管好基本农田, 充分发挥其应有

的增产效益。必须下功夫抓好三个环节, 一是建设好基

本农田, 二是种好基本农田; 三是管好基本农田, 三个环

节, 缺一不可。统一协调水保、水利、农机、农业等部门,

互相密切配合, 共同实施。严格按规范标准搞好工程建

设, 把 !三跑田#变成 !三保田#, 还要全面提高基本农田

建设质量标准, 人均 0�133hm基本农田即是追求目标,

又是限制指标, 要在洪灾之后全面重视农田基建的同

时, 下决心将坡地退耕还林还牧。搞好水土保持与生态

经济建设, 蓄水保土, 保肥增产, 在沟道修建谷坊、涝池

和淤坝地, 使沟内洪水减少, 过程缩短, 防止沟底下切,

沟头延伸,沟岸扩张。3)确定国家生态保护方针。应认真

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我国水资源问题的重要指示精

神, 加强水资源和水生态保护; 贯彻 !预防为主, 防治结

合#的方针, 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和教育的手段,

对各类资源开发建设活动进行生态环境监督, 防止造成

新的生态破坏; 贯彻 !谁开发、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

谁补偿# 的方针 , 明确开发建设单位的保护生态的责

任。4)充分认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不能只重视修水利

工程, 不重视生态保护, 国家在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的同时应当加大水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力度, 增加生态保

护的投入, 解决生态保护严重滞后问题。5) 抢救性的建

立一批生态保护区。应未雨绸缪, 抓紧保护江河源头与

沿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湖泊湿地等具有特殊生态功能

的区域, 确保水体的自然循环功能。对目前尚保存的总

量不丰富, 分布不匀的天然林和次生林资源加强保护,

对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和草场实行禁伐、划区保护; 严

格禁止各种破坏湖泊生态的开发建设活动。

2�2 坚持综合整治

1) 搞好流域水土保持规划。为了有效防治水土流

失, 水土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使农林牧业各得其所, 就

要通过规划, 依照水土流失规律, 安排各项治理措施,

明确具体要求和实施步骤 , 做到心中有数, 使治理工作

有计划的进行, 从而避免盲目性, 防止浪费, 达到工少

效宏之目的。要通过对流域进行规划 , 上中下全面布

置, 形成完善的防洪减灾屏障。在上游重点搞好水土保

持, 恢复森林植被, 在中游重点建设拦蓄工程, 进行科

学调度 ,调洪错峰,逐步退田还湖, 平垸蓄洪。在下游彻

底解决江河堵与疏问题。2)治山治水相结合 ,以治山为

主, 治山是本, 治理水土和防洪抗洪是标, 正确的做到

治山治水相结合, 治上与治下相结合。治标不治本, 洪

水隐患依然存在, 只有标本兼治, 才能收到全效, 治理

山区, 发展林业, 建设林带植被才是根本。林业、水利、

水保和农业部门要统一目标、方案和实施措施, 彼此要

协调部署和行动, 避免各自为政。3) 建立综合决策机

制。沿江的各种国家和地方资源开发建设规划和相关

的经济政策, 应充分考虑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需要, 进行

环境影响评估。各种开发建设活动, 尤其是一些水利工

程建设、农业和林业开发, 必须严格执行生态环境影响

评价和 !三同时#制度, 分析和掌握工程建设对全流域

水生态平衡的影响, 落实防治责任与措施。要通过科学

的论证和评估, 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度, 避免因重

大决策失误造成新的生态破坏。4)治理大小流域, 要在

国家有关部门统一领导下 , 各部门密切协作, 彻底纠正

!一家治理, 多家破坏#的现象。治理大流域与小流域要

相互结合, 以小流域为单元, 从上到下, 从坡到沟, 工程

措施、植物措施和蓄水保土耕作措施相结合, 山水田林

渠综合治理, 综合开发, 使农林牧业全面发展。5) 增加

和扩大上中游保持重点治理的范围, 重点是产沙区。也

可考虑建立 !水土保持特区#。同时还要加强大江大河

流域水土保持 , 加强产沙河流泥沙量淤积速率的调查

研究 , 为制定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和河道整治以及排

沙提供科学依据。6)加强水土保持的基础研究工作, 增

加水土保持的科技含量。加强理论的研究, 实现多学科

和多部门的合作, 水土保持科学属于应用科学分枝, 特

别是减灾的水土保持科学 , 不仅要研究自然规律, 还必

须同社会科学和交叉学科相结合, 要组织多学科、多部

管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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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多层次的合作, 发挥多方面和多渠道的积极性, 要

加强对水土保持科学基础研究 , 包括各类型区引发水

土流失主要因子的临界指标; 综合治理中各项措施合

理布局的最优方案; 治理措施的优化设计 ; 资源开发的

合理结构 ; 水资源的保护措施; 景观建设技术以及效益

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等 , 要从整个社会的发展角度来

研究防治水土流失问题, 应集中物力、财力和人力研究

急需的生产实际问题。7) 重视水土保持科学推广工

作。要建立一支科技素质和文化素质高的水土保持知

识产业队伍, 加大对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工作站的投

入, 编制完整的充实的水土保持技术册, 加强对农民的

技术培训 , 提高农民参与规划、设计与水保建设的积极

性。

2�3搞好小流域治理

我国小流域治理在连续多年治理的基础上, 无论是

在量的方面, 还是在质的方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已进

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表现在: 一是以梯、坝、滩为主的

基本农田建设特别是高标准机修梯田, 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 围绕基本农田采取的工程与生物措施, 逐步形成比

较完善的配套体系。二是以小流域为单元开始治理, 由

点到面, 逐步连片, 并已发展到按大流域统一规划, 大面

积集中治理。三是以户包治理小流域起步, 逐步发展为

户、专、群相结合, 同时出现股份公司、水保示范基地等

治理形式, 形成了多种形式的水保责任制配套体系, 加

快了治理速度。四是坚持治理与开发相结合, 在控制水

土保持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并涌现一批在小流域治理中

取得明显经济效益的典型, 加快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步

伐,促进了山区商品经济发展。继续搞好小流域治理、必

须: 1) 坚持小流域综合开发, 是山区发展农村经济的最

佳选择。四川省旺苍县在麻英流域进行小流域综合开

发, 苦战三年, 县乡财政投入 200多万元, 农民投工 250

万个 , 集资 200万元, 完成工程改土 200hm2营造树林

6660hm
2
, 四边桑 100万株 , 配套沼气池 445口 , 修路

23km。三年多的综合治理,使流域一举实现三大转变。一

是产业结构由单一粮食生产转为粮林牧协调发展; 二是

生产方式由刀耕火种转为精耕细作; 三是农村经济由掠

夺式转为生态型。2)实行流域综合治理, 必须以 !三化#

农业为基本要求, 一是农业区划园林化, 不仅要做到大

地园林化, 实现 !高山绿帽子, 低山针袋子, 河谷粮囤

子#, 而且做到村落园林化, 农民房前屋后庭院化, 把改

变生产条件和改善生态环境融为一体。二是多种经营布

局专业化。虽然山区农民居住分散, 交通不便, 但作为商

品的多种经营生产却不能只考虑自给自足, 搞百宝园,

必经一村一品, 一乡一色, 户成园, 组成片, 村成带, 乡镇

成规模。专业化生产的条件已经具备这种要求, 经营方

式必须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三是服务社会化。以技

术和流通为重点, 搞好产前、产中、产后社会服务, 无论

是巩固提高老的小流域治理承包户, 还是发展新的承包

户, 都应该把社会服务搞上去, 社会化服务搞好了, 效益

才能提高, 户包治理小流域才能向集中、连片的群体规

模发展。3)实行小流域综合开发必须以!三统三分#为主

要措施。小流域内统一规划, 分段开发; 政府统一组织,

分部门实施; 工程质量和完工时间统一进行, 农民分户

作业,谁建谁受益。4)实行小流域综合开发必须坚持!三

个结合#, 一是与脱贫致富与奔小康紧密结合; 二是提高

人口素质与计划生育相结合, 三是农村精神文明与物质

文明相结合。

2�4 提高防洪综合能力

1)扩大江河湖泊拦蓄洪水的能力。坚持贯彻和落实

党和政府关于灾后江河综合整治的有关政策, 对大江大

河中下游干堤之间及湖泊中的圩垸进行分类处理, 应采

取 !平垸防洪, 退田还湖, 以工代赈, 移民建镇#的措施,

扩大河道、湖泊储蓄洪水的能力, 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的安全; 2) 加强堤防工程建设。根据 !蓄泄兼筹, 以泄

为主# 的综合治理方针, 建立统一的建设规划, 分步实

施, 通过修水坝、堤防, 进行水道整治, 修建分洪道, 进行

水土保持工作, 采用蓄泄兼顾的办法防治洪灾。3) 进行

河道整治。河道整治措施一般包括加固加高河堤, 疏浚

河道, 疏导主河道, 修建导流堤等工程措施, 这是平原河

流防洪的主要措施, 如果与河流上游山区水库建设配合

使用,就能起到有效的防洪作用。4)搞好排水除涝。洪灾

与内涝经常发生, 使灾情加重, 造成农业生产损失成倍

增加。因此, 防洪必须除涝, 不排涝则影响防洪效益, 防

洪能减轻洪灾,促进洪水排泄。日本对排涝十分重视, 效

果显著。该国平原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 28%, 且大部分

属感潮地区, 低洼易涝面积占平原面积的 50% , 日本耕

地都有不同规模的除涝设施, 以保证农田生产, 减少暴

雨洪灾之损失。5)加快防洪水库建设进度。由于投入有

限, 水库建设速度缓慢。因此,已建的和规划的干支流水

库之间防洪标准不适应, 应根据 !蓄泄兼筹, 以泄为主,

上蓄下流, 标本兼治#的综合方针, 将防护治理开发作为

首要任务来安排水库工程建设; 6) 加大蓄洪区安全建设

力度。针对我国江河中下游蓄滞区具体情况, 分别建设

分洪建筑物, 隔堤等设施, 因地制宜地做好安全建设, 统

一规划, 分期实施, 确保在需要分洪时能适时适量分洪;

7)加强沿河流域的山地灾害的防御。避免山地灾害的发

生, 总结经验, 减少损失。下大力气建设控制性治理沟道

骨干工程, 也是减轻河道流沙见效最快的措施, 它不仅

有滞洪、拦泥、淤地等社会效益, 而且还可蓄水浇地, 解

决人畜饮水问题, 各地要抓紧规划, 多方筹资、保证将任

彭珂珊 /中国水土流失的概况及其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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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落到实处,全面提高河流的防洪能力。

2�5 加大执法力度

首先要遵循自然规律, 广泛宣传�水土保持法 、�防

洪法 、�环境保护法 、�水污染防治法 、�水法 、�森林

法 、�土地法 、�草原法 等法律, 加快�生态保护法 等

法制的制定, 不断提高全民的法制观念, 形成全社会自

觉保护环境、美化环境的强大舆论。各级水利水保部门

要抓好机遇, 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工具, 采用多种形式, 用

水土保持的正反典型实例, 面向各级领导、开发建设单

位和人民群众进行宣传。第二要全社会重视。逐步健全

以若干法律为基础, 各种行政法规相配合的法律体系,

严格执法, 强化法律监督, 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在查处造成水土流失案件时敢于碰硬, 并请人民法院对

违法案件强制执行。可采用现场办公,公开处理开矿、采

石、采沙、采土等造成的水土流失危害的案件, 达到教育

干部群众之目的。第三要建立一支素质好和业务过硬的

队伍。为了搞好水土保持监督执法, 要加强监督执法的

基础建设工作, 将重点放在建立一个素质好、业务硬的

队伍, 配备水保监督执法人员时, 注意将那些素质好、业

务强、能打开局面的人员充实到水保队伍中来, 在学历

上, 省级的水保人员原则上要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地区

级水保人员要求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县级水保人员要求

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第四要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权、

监督权、检查权、收费管理权。水土保持监督执法涉及部

门很多, 特别是与农业、林业、土管、地矿、物价等部门关

系密切。为此,要注重理顺与各部门的关系, 以争取他们

的支持, 狠抓大中型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审查工作。第

五要制定配套文件。基层的水保监督执法工作, 大多是

一些具体细小问题, 在操作过程中, 不能一味地死搬水

保法和水土保持实施条例的条文, 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

况, 制定适合当地实际的相关法规, 使执法人员在工作

中便于操作。第六坚持监督执法与治理相结合。除搞好

以小流域治理外, 还要根据国土整治的方案, 采取国家,

集体和个人一块上的办法, 制定政策, 鼓励单位和部门

承包水土流失、沙化、盐碱、渍化地, 并在资金和技术方

面给予支持,以利于治理。

2�6 增强保水保土意识

水是生命之源, 土是立国之本, 水土资源是人类赖以

生存的基础, 是兴国安邦, 富国富民的基础, 水土保持是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水土流失不光是一个生态问题,

同时对社会的发展有巨大的制约作用。黄河中上游 306

个县中 207个是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 现已形成生态环

境!越穷越垦越流失,越流失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局面,

更加剧了贫困。所以, 水土保持与人类活动有着密切联

系,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关键是要搞好水土保持, 只能加

强, 不能削弱。为此, 一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各主

管领导干部水保意识。充分认识水土保持在防洪抗灾和

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强化水土保持的时代紧迫感, 认真落

实 �1999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 , 各级

党和政府要把水土保持工作列于重要的议事日程, 纳入

目标考核期, 层层落实责任, 使这项工作落实到实处。二

要各单位和职能部门密切配合。水土保持作为一项系统

工程, 需要全社会和各有关部门的关心和参与, 水土保持

部门要承担起规划、检查、监督和技术指导服务的责任,

林业、农业、土地、交通、冶金、地矿、铁路等有关部门要按

照各自的职责, 做好本部门的水土保持工作。三要继续开

发和拍卖四荒。全国可供开发利用的 !四荒#资源 0�313

亿 hm2,通过包、租、卖、股等形式已被利用达 0�087亿 hm2

( 1�3亿亩) , 一些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 下岗职工走上

水土流失治理的新战场。同时要制定优惠政策,不断完善

各种类型的治理开发模式, 采取单独或股份合作形式, 购

买、租赁、承包!四荒#使用权。并完善服务,加强监督, 加

大改革, 搞活机制, 激发农民治理水土流失, 改变家乡面

貌,良化生态环境和改善生产条件的热情。四要加快水土

保持的治理速度。目前七大流域治理速度普遍慢,在长江

流域,已治理的面积只占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 1/ 10, 年

治理进度仅1�40% , 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

对治理环境的要求。因此要把治理水土流失和良化生态

环境, 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尽快建立水土保持发展基

金。加快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早日实现江河清澈、山川秀

美的宏伟目标, 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五要

改革投融资方式。拓宽投融资渠道,建立多层次、多渠道、

多元化筹集建设资金, 各级财政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改革投资方式和使用办法。建立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 可

用 !以奖代补, 以息代补, 先干后补#等多种补助办法, 提

高投资效果, 从实际出发, 可实行任务到村, 土方到人, 以

工计价, 允许外出经商、务工的群众以资抵劳。建立水土

保持效益补偿制度, 在水土保持生态受益区进行各种经

济开发和建设工程, 按一定的比例对水土保持生态效益

予以补偿, 实行!谁破坏, 谁治理#, 大胆引进外资, 稳定和

完善民办水土保持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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