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努力改善生存环境 加快实现良性循环

1 9 2 8年 8月1 2日接见全国第四次

水土保持工作会议部分代表时的讲话

万 里

这次会我看 开得很好
。

几 个部门的同志坐到一起
.

总结交流了经验
,

统一了认识
,

研究了 如强这一 }
一

作的措加
。

以后 这类的事还要开一 杀列的会
。

全国第三次水土保持 {
一

作会议
,

是 1 9 5 8年开的
,

2 4年没有开 了
。

有的省
、

市
、

自治

卜
一

讨水土 保持
一

「作 已经引起 J’ 爪视
,

做出 了不少的成绩
,

有了很好的经验
,

应该表扬
,

而且应 该坚持 下去
,

发扬光大
,

继续创造好的经验
。

但 匕
,

总的来讲
,

我们的国家对于水

土流失的防治
,

对 于整个资源和环境的保护
,

任重视不够的
。

环境在不断遭 受破坏
,

到

现 庄还没有制止住
,

更谈不到治理环悦
,

造成 良性三循环
。

所 以我今天要讲的
,

不光是水

土保持
, ;想从整个国土治理

、

环境保护方而
,

提清大家注意
。

首先
,

我想讲讲防治东土流失
,

治理国土
,

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

社会 主义经济建 设

也好
,

四个现 代化也好
,

离开那些录 丝本 的生产
、 `

曰占条件
,

就谈不 全弓
。

)人生产
、

生活

条件来讲
,

我们离不开儿个重要的资源
。

除 了阳光
、

空气以外
,

第一是水
。

我一向是把

水当成第一位的
。

因为没有水
,

什么生物 也没有
,

不要说人
。

水资源的保护利用
,

在当

于忆我们这个地球上很重要
,

在我们的国家 也是一个重大的国策
。

怎么样保护水资源
,

提

高水的质量
,

提高水的利川率
,

充分利用水资源
,

防止水害
,

大兴水利
,

这是我们长期

下变的一个国策
。

水土保持
,

扰是既要保水
,

又要保土
,

兴利除弊
。

建设四个现代化
,

没有
一

水利不行
。

自有 人类就与水害作斗争
。

我们历史上就有大 禹治水
。

为什么古代 人要

巢居穴处 ? 就是避免水淹和野兽
,

所谓洪水猛兽
,

我们今天不粟把这个问题轻视了
。

我

向钱正英同志讲
,

长远规划应当讲讲水的问题
。

.

( 昌克自
、

何麟 专门开了个专题会
,

李伯宁同志去讲了一次
。

) 李伯宁同志 已去讲了
。

4

没响能源不能建设四个现 代化
,

可是

没有水连人都不能活了
。

我们身上的重量
,

就有百多瓤 七八寸 ;澎水
。

没有水
、

土
,

没有

阳光
,

没有空气
,

什么生物都不能生存
,

连人也没
ha 三多是最普通

、

最基本的知识
。

可是
,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
,

有的人 就是不重视
,

这是不对的
。

希望今后要加强宣传
,

大家

都来重视这个问题
。

再就是土资源
。

这个重要性很明白
,

大地母亲
,

滋生万物
,

这是我国人民立国
、

生

存之本
。

还有生物资源
。

动物从鸟
、

兽到鱼
、

虫
,

植物从大森林到小小的藻类
、

微生物
,

都



是我们人类生存的资源
,

没有这个
,

人就不能存在
。

所 以如何爱护生物资源的问题
,

也

是一个极 为重要的问题
。

这里面有许多科学问题
,

有个生态平衡问题
。

最近许多地方老

鼠成灾
,

洞庭湖老鼠一下能捉多少吨 ! 可能是和用农药有关
,

猫头鹰少了
。

自然界内是

互相制约的
,

失去了一方
,

生态就失去了平衡
。

这些问题
,

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干部
,

需要

经常去想
,

要有这方面的知识
,

要按照 自然规律来办事
,

来指导工作
。

这样才不会犯错

误
,

才能把我们的经济工作真正搞好
。

再就 是矿产
。

这次机构调整
,

地质部改为地质矿产部
,

就是因为矿产也是有限的
,

同森林一样
,

有个 “
乱砍滥伐

” 问题
,

也就是乱开滥挖问题
。

森林乱砍滥伐
,

大家看得

见
。

矿产乱开滥挖的危害
,

同样对资源
,

对环境
,

对经济的危害都很大
。

空气也是一种资源
,

防止大气污染
,

也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方面
。

海洋 也是重要的 自然 资源
。

我们也是个海洋国家
,

已经有个保护办法
,

立了法
。

现

在
,

近海资源破坏 也是相当严重的
。

当然不只是保护
,

还有个利用问题
。

国家海洋局不但

保存 了
,

还要加强
。

对随便破坏
、

污染
,

你们计委要管
,

主要由计委管
,

国土局要管
。

科学研究方而
,

由科委配合
。

再一个就是人力资源
。

要讲优生法
。

还要加强培养教育
,

提高人的科 学
、

文 化 素

质
,

身体素质
。

要研究如何把人力资源很好的利用
。

总之
,

把以上讲的这些方面处理好
,

才能把四化建设真正纳入到 自然规律
、

科学规

律
、

经济规律范围
。

违反了是不行的
,

会出乱子的
。

这不是一年
、

几 年 的 间 题
,

而是

子子孙孙的问题
,

要一直搞到底
。

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中
,

就加强了这方面的机构
。

必

须 从儿个方面
,

加强科学研究
,

提高认识
,

提高科学手段
,

来保护
、

发展
、

利用这些资

源
。

只有这样
,

我们的事业才能建立在现代化的科学水平上
。

因此
,

在这些方面我们要

高度重视
。

第二个问题
,

要加强宣传教育
。

刚才钱正英同志代表协调小组讲到加强宣传教育
,

我 同意要很好地加强宣传教育
,

提高对水土保持
,

对保护环境的 自觉性
。

不仅报刊
、

广

播
、

电视等方面要宣传普及有关的科学知识
,

普遍地教育干部群众
,

而且要 从小孩教育

搞 起
,

小学
、

中学教育
,

其他教育
,

还有大学专门教育
,

都应有这方面的内容
。

要给教

育部打个招呼
,

今后在中小学教科书中要编有国土治理
、

环境保护的内容
。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
,

是坚持马列主义的
。

恩格斯专门讲过破坏 自然时
,

要受到 自

然界的报复
。

在座的各位读过恩格斯的 代自然辩证法 》 没有 ? 建议大家读一读
。

我今天

看 了 《红旗 》 杂志送来的文稿
,

有一篇是一个省委宣传部的同志写的关于西北地区土地

资源几个 问题的文章
,

这很好
。

我们不仅要宣传社会科学
,

还要宣传 自然科学
。

宣传教育问题
,

首先是向领导干部宣传教育
。

过去为什么忽视? 就是党政领导干部

不大懂这个事情
。

如果连这些基本知识都不懂
,

就没有资格当领导干部
。

首先要对党政

领导干部进行宣传教育
,

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
,

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

不然
,

下边技术

人员叫唤半天
,

池们不听人家的话
,

自己又不懂
。

大跃进时期
,

我们不是领着干的嘛
,

当时也是乱砍滥伐
,

后来受到加倍惩罚
,

直到现在还没有惩罚完
。

加强教育
,

主要是对

领导干部
,

提高他们的认识
,

才能加强对这个工作的领导
。

我同意你们汇报中提出的
,

要表扬好的
。

会上讲的儿个好的典型要表扬
,

报纸要刊



登
。

对坏的
,

你们批评 了没有? 该批评的要批评
,

你们是否不敢批评?

第三个问题
,

要加强法制
,

坚决保护各种资源
。

我们治理国家
,

没有法制不行
,

不

赏罚严明不行
。

没有这种精神
,

我们这个国家治不好
。

对于典型案例
,

要大 张 旗 鼓 地

搞
,

大张旗鼓地宣传
。

这次劫机事件
,

这边是表彰奖励大会 , 那边执行枪 决
,

一 个 不

留
。

对于乱砍滥伐
,

陡坡 开荒
,

当前要紧急刹车
。

回去后马上就办
,

坚决制止破坏
。

大

家要统一认识
,

一旦破坏
,

几十年翻不过身来
,

要受到加倍惩罚
。

好的
,

报纸
、

广播要

表扬 ; 处于不认识状态的
,

提高认识 ; 已经破坏的
,

当场总结经验教训
。

1 9 5 8年搞的
,

已经有了历史教训
。

最近搞的
,

要找儿个典型
,

大张旗鼓地从快
、

从重处理
。

不但要实

行法制
,

还要有经济制裁
。

该经济处理的
, 经济处理

,
该法律处理的

,

法律处理
。

同时

搞补救办法来补救
。

不要马马虎虎
,

要严格奖惩
,

按国务院的指示办事
。

哪个省如果不

抓
,

国务院就找省政府
,

要省长负责
,

省长负责制
,

首先要追究省
、

市
、

自治区负责人

的责任
,

追究领导责任
。

有的人随便伐树
,

占了便宜
。

必须规定它几条
,

不但占不了便

宜
,

还要吃亏
,

他就不干了
。

无论如何
,

不能让他 占便宜
。

什么
“
难受一阵子

,

舒服一

辈子
” ,

那不行
。

关于建议国务院制定一个简明法规问题
。

国务院 已经发布 了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建议每个省
、

市
、

自治区按困务院颁布的 《条例 》 规定
,

制定补充条例或实施细则
,

这

样更能切合实际
。

各省有这个权
。

如内蒙古可以制定一个制止破坏草原的办法
。

南方和

北方不一样
,
各省

、

市
、

自治区可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
。

制止资源和环境的破坏
,

应是打击经济领域中犯 罪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

第四个向题
,

要加强润查研究
,

制订规划
。

我们要通过调查研究
,

总结过去的经验

教训
,

包括老祖宗的
,

建国三十多年来的
。

例如
,

我们在治水方面
,

在世界 上 是 最 早

的
,

而且一直未间断
。

’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

要搞好这几方面的全国规划
,

区域规划
,

地区规划
,

县的规划
。

没有规划
,

乱治不行
。

规划要分清主要矛盾
,

次要矛盾
,

保证综

合治理
。

搞规划
,

没有科学知识不行
。

吕克白同志要牵个头
, 组织一批专家

,

把科学院

和大学组织起来
,

把各部门组织起来
,

一个个问题进行研究
。

各行业搞各行业的不行
,

都有片面性
,

要组织起来
,

总结经验
,

加强科学研究
,

组织协作
,

把长远规划
,

近期规

划搞好
。

协调小组就是如何执行规划
,

每年督促检查
,

搞点具体政策
,

保证规 划 的 实

施
。

至于国家拿多少钱
,

富了就多拿
,

穷了就少拿
,

反正都要干
。

我看过四川都江堰
,

竹笼装石头垒堰
,

搞妈搓
,

那时也没有混凝土
,

也干得很好
。

要因地制宜
,

就地取材
,

就地取人
。

只要给人民办好事
,

给人民讲清楚
,

取之于民
,

用之于民
,

不要搞浪费
,

不

要剥夺人民利益
,

全心全意为人民
,

发扬自力更生
、

艰苦奋斗精神
,

改造环境
,

改善生

产条件
、

生活条件
,

群众是欢迎的
,

也是可以办得到的
。

当然
,

大的水利工程
,

大的矿藏

开采
,

大江大河的治理等等
,

非国家投资不行
。

但局部的事情
,
小的工程

,

可以发动群

众来搞
。

第五个问项
,

要抓重点治理
。

首先要治理危害大的
,

对国民经济
,

对人 民生活危害最

大的地区或者项 目
。

全国要有重点
,

各省要有重点
,

各个地区
、

各个县
,

甚至每个公社也

要有重点
。

要治理
,

必须调查研究
,

有一平科学论证
,

搞出个规划
,

然后进 行 重 点 治

理
。

要求中央增列重点
,

是不是指钱的问题
,

将来 t’ 发了财
”
的时候

,

多给你们钱
,

现



在不行
。

我看
,

有的地方不用花多少钱
,

有的不用花钱
,

有的还可生财
。

农民富足了
,

想改造一下水利条件
、

土地条件
,

改造点环境都可以
,

这有必要
。

有钱出钱
,

有力出力
。

一个大队也要治理
,
你那个村里

,

臭水坑那么脏
,

蚊子那么多
,

就可以大家动手治理
。

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随时都有工作做
。

现在国务院内环境好多了
,

有花有草
,

这

是努力工作的结果
。

就是个家庭
,

也有个重点治理间题
,

有的家庭的伙房搞得很糟糕
,

也得重点治理一下子
,

搞干净
。

个人也有这个问题
。

现在是搞文明建设
,

需要大家齐心

协力创造好生产
、

生活条件
。

第六个闷题
,
要防治并贡

,

坚持不懈地摘
。

只要有人类存在
,

就有环境保护和治理

问题
。

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

要长期坚持
。

越搞会搞得越好
。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

我们过去 自觉地注意不够
,

对其科学性的认识也不够
。

工业发展 以后对环境 有 什 么 好

处 , 有什么影响
,

开始时哪个国家也不清楚
, 以后根据实践才认识

。

现在某些国家
、

某

些城市觉悟高一点
,

就保护好一些
。

全球要联合起来保护地球
。

现在说空气中二氧化碳多

了
,

谁知道有多大危害
。

噪声超过多少分贝
,

对人产生多大影响
,

这些知识我们远远不

够
。

国外的研究
,

说噪声超过 80 分贝
,

人长期生活在这个环境里
,

就会得心脏病
。

声和

音是两个概念
,

要分开
。

这些都是知识
。

现在人的寿命延长了
,

中国人的寿命比解放前

增加了一倍
,

瑞典
、

日本达” 岁以上
。

生活环境的改善和保护是个大问题
。

我们是个科

学落后的暑家
,

有些间题还体会不够
。

第七个问题
,

关键斑领导问题
。

领导间题又首先是认识何题
。

对国土保护
、

环境保

护姿提高认识
,

同四个现代化联 系起来
。

你连这些都不注意
,

还搞什么现代化 ? 要提高

认识
,

要指定专人负责
。

国务院分工要我负责
。

管这方面工作的
,

有国家计委
、

经委
、

水电部
、

地质矿产部
、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

林业部
、

农牧渔业部
、

海洋局
、

气象局
、

地震局
、

农业区划委员会等等
,

, ·

机构不少
,

要真正各司其事
,

提高责任心
,

千方百计提

高科学水平
,

提高管理水平
,

共同努力
,

把环境改造好
,

保护好
。

各省
、

市
、

自治区
,

耍有副省长
、

副市长
、

副主席专门抓国土整治
、

环境保护
,

包括水土保持
。

至于机构如

何设置
,

.

请各省
、

市
、

自治区 自己研究
。

我同意上
、

下机构不一定对口
,

因地制宜
。

你

们认为放在水利厅好
,

可以 ;
一

扩大范围
,

包括国土保护
,

放在计委也可 以
; 市里放在建

委也可以
,
有的省如放在环境保护部们也可以

。

或者专门成立一个领导小组或委员会也

好
。

有的省农委不取消
,

放在农委也可以
。

不作统 ~ 规定
。

总之
,

第一
、

思想要重视 ;

第二
、

组织要有保证
。

但总的编制不能增加
。

开始曾想国务院要设个国土整治机构
,

最

后还是放在计委
,

这是长远计划的基础嘛
。

各省怎么办
,

你们 自己去研究
,

要有组织保

证
。

至于一些具体政策
,
各省

、

各县都可按国务院指示精神去搞
,

’

农村环境保护也可 以

搞个乡规民约
。

最后
,

我想说说土地如何合理利用问题
。

湖北用页岩制砖
,

不用粘土
,

环 境 改 善

了
,

砖也有了
,

是个好办法
。

浙江绍兴拿最好的水稻田来盖工厂
,

我批了个意见
,

一

要制

止
。

为什么一定要把工厂摆在这里 ? 这就是国土科用得不经济
。

这类事要管
,

不 管 不

行
。

盖房子
、

建工厂随便卢好地都不行
,

城乡建设都要研究如何节约土地
。

我国人 口这

么多
,

最近全 国人 口普查
,

_ ·

是 l ,

03 卜 8 82
,
5 1 1人

,

这不得了
。

我 国科学文北水平低
,

加上

封建残余思想影响
,

计划生育想完全控制一胎也还很困难
。

当然
,

计划生育还要抓紧
,



不能放松
。

人离不开土地
, :
离不开蛋白质

。

烟叶种植面积
,

要坚决压下来
,

明年无论如

何要压到 1 ,

0 00 万亩以内
,

最好是压到 80 0万亩
。

因为烟叶不提供蛋白质
,

没有因为不抽

烟饿死人的
。

提高卷烟价格后
,

戒烟的人多了
,

身体好了
。

棉花
、

糖料面积多一点
,

问

题不大
。

这是土地怎样合理利用的问题
。

土的问题
,

不光是保育
,

土地质量如何提高?

一是防止污染
,

二是土坡结构的改 良
,

这个问题也要重视起来
。

四个现代化首先是科学

技术现代化
。

各级党委
、

政府都要重视起来
。 …

汇报中提到山区粮食减免征购问题
。

三中全会 以来
,

征购大大减少了
。

我 到 安 徽 工

作
,

首先减 山区金寨 县的
,

不但减购还增销
,

几年就上来了
。

我们全国现在每 年 进 口

1
,

5 0 0万 吨粮食
,

就是为了发展多种经营
,

调整生态平衡
。

汇报中还谈到具体经费间题
。

这里我就不谈了
,

钱部长讲的我都同意
,

就按你们的

办法去办
。

总的希望会后认真贯彻执行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

不折不扣
,

坚决贯彻
。

这有思

想认识问题
,

有领导间题
。

经过我们在座这一代人的努力
,

用十年时间是否可以转到 良

性循环 ? 不仅我们这一代
,

下一代也要努力
,

要坚持不懈地改善我们的环境
。

附

钱正英部长向万里副总理的汇报提纲

( 1 9 8 2年 8 月 2 1 日 )

这次全 国水土保持会议是 8 月 16 日开始的
,

参加会议的有两位副省长
, 1 2位农委副

主任和各省
、

市
、

自治区农
、

林
、

水
、

牧和水保部门的同志
,

以及重点地
、

县负责人
,

各流域机构
,

国务 院有关部委
、

科研
、

宣传
、

教育等部门的同志
,

共 2 50 人
。

会议 的 中

心议题是讨论贯彻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和耀邦 同志关于两个转变的指示
。

在讨论中
,

大家认为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的发布是很必要的
,

这次会 议 也 开 得

好
,

会上很多同志都强调水土流失的危害和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

总起

来说
,

水土保持是山区建设的生 命线
,

治理江河的根本措施
,

国土整治的一 个 重 要内

容
。

同时也指出它的长期性
、

综合性和艰巨性
,

认为过去工作是有成绩的
,

但也存在 着

不少问题
,

最突出的是一边治理
,

一边破坏
。

直 到 目前
,

局部地区的破坏
,

还很严重
,

破坏森林
,

陡坡开荒
,

使一些地方多年来的水土保持建设成果
,

毁于一旦
。

讨论中大家

一致认为
,

现在再不抓紧
,

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
,

不但山区面貌不能改变
,

而且还要

贻害子孙后代
。

会上
,

大家认真研究了如何贯彻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的部署
,

讨论了
“
全面贯彻

执行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

为防治水土流失
、

根本改变山区面貌而奋斗
” 的报告

,

凡



是我们 自己
;

能确定的事情
,

就不汇报了
,

’

现在仅就甜要向国务院请示 明确的几个间题作

一汇报
。

一
、

加强对水土保持的宜传教育

许多何题还是由于千部
、

群众对水土保持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

缺乏必要 的 科 学 知

识
。

为此建议
:

1
,

各宣传部门要持续地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教育
,

当前首先做好 《水土保 持工 作 条

例》 的宣传工作
,

要傲到人人皆知
。

同时建议教育部门
,

把它编入到中小学教科书中
,

使下一辈从小就有保持水土的科学知识
,

2
.

结合今后每年的文叽礼貌月和植树节
,

全国水土流失地区
,

都要开展一次广泛爱

护林木
,

保护水土资源的宣传教育活动
,

并检查 《森林法》 和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的

贯彻执行情况
。

3
,

各地在宣传时
,

要注意联系当地实际
,

表扬好的
,

批评坏的
,

用生动的实例作教

材
。

二
、

加强领导

建议如下 :

1
.

水土保持任务较大的省
、

市
、

自治区
,

光靠几个业务厅
、

局组成协调 小 组 来 领

导
,

是不行的
,

建议要 由一位副省长挂帅
,

或成立水保委员会
,

或成立领导小组
,

或成

立协调小组` 以便于能把各部口的力量组织超来
。

至于一些水保任务很重的地
、

县
,

则

应由党委和政府的第一
、

二把手亲自挂帅
。

2
.

各地水土保持的办事机构
,

不必勉强上下对 口
,

不要搞一刀 切
。

有的可考虑设在

计委或农委
, 有的省有水土保持局一级机构的可设在水保局

,

有的省林业或农
、

牧业任

务大的
,

也可设在林业厅 (局 ) 或农
、

牧业厅 (局 )
。

总之要根据实际情况
,

我们保证

一视同仁
。

3
。

为了便于小流域的统一治理
,

减少不必要的矛盾
,

建议有的可在一县范围以内
,

对

区
、

乡的行政区划作必要的调整
。

三
、

坚决保护
,

制止破坏
,

严明法纪

这是当前的关键间题
。

建议各地回去后
,

要对照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进行一次普

遍检查
,

并采取以下措施
:

1
.

解剖典型案件
,

进行严肃处理
,

并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
,

以教育广 大 干 部
、

群

众
。

2
.

对于一些发生大面积破坏水土保持的地区
,

要追究当地领导的责任
。

3
.

发布儿条简单明确的制止破坏的紧急法规
,

作为下面处理这类案件的量刑标准
。

四
、

里点治理

水土保持这几年工作中的一条重要经验
,

是按小流域
,

一条沟一条沟 地进 行 综 合

6



治理
,

集中治理
,

连续治理
。

鉴于当前国家力量有限
,

大规模治理的经验 也 不 足
,

因

之
,

我们提出
,

在坚决保护现有的基础上
,

进行重点治理
。

重点要层层抓
,

各级都要有

自己的重点
,

以便于总结经验
,

逐步推广
。

中央一级原来商定 7 个重点
:
即黄河中游的拿甫川

、

三川河
、

无定河
,

海河的官厅

水库上游
,

辽河的支流柳河
, `

南方的妇西兴国县和湖北葛洲坝库区
。

经过这 次 会 上 研

究
,

又加了个甘肃定西县等 8 个重点
。

这些重点加起来
, 、

也只有几万平方公里
,

而且还

要分成小流域
,

一年只治几条沟
。

列为重点的也不能由国家包办
,

仍应以 自力 更 生 为

主
,

国家只能给以少量补助
,

主要的是加强规划和技术指导
。

五
、

几项政策

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

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间题
,

是群众的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
,

缺

吃
,

缺烧
,

缺乏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

因之
,

在制止破坏的同时
,

还要创造解决这些

问题的条件
,

否则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间题
。

为此
,

我们在会议报告中提出 8 条有关政策

性的意见
,

现仅就 4 条主要的汇报于下
。

1
.

贫困山区要酌量减免粮食征购任务
。

2
。

从多种途径来解决农村能源
,

包括种植速生林草
,

改建节柴灶
,

办小水电
、

招气
、

太阳灶
,

推广烧煤等
。

3
.

把节约木材作为国家的一个长期国策
,

建议国务院能制定必要的政策
。

4
.

积极改善山区生产条件
。

建设基本农田丈 加强农业的技术指导和支援
,

改广种薄
收为少种高产多收

,

为退耕还林
、

还牧创造条件
。

仍要提倡农民每年搞一些劳动积累
,

并继续执行由于兴修水土保持工程而增加的产量
,

:
.

3一 5 年不计征购的政策
。

六
、

经费问题

近期国家不可能增加多少农业投资
。

因之
,

重要盯还是要集中力量
,

明确重点
,

加
强协作

,

把现有投资用得更好
。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中强调有关部门的协作
。

会议报

告中说了农
、

林
、

水各部门
,

要各负其责
,

各投其资
,

各记其功
。

讨论时有各种不同的

理解
,

回去后还要防止在经费上扯皮
,

昨天协调小组同财政部的同志一起商量 了几条意

见
:

1
.

水土保持是否作为基建项 目的问题
。

水土保持内容
,

大量是社 队自办的事业和小
型工程

,

由国家给以适当补助
,

属于农
、

林
、

水的事业费
,
不属于基建费

。

国家在水土

流失地区举办的一些基本建设
,

如三北防护林及大
、

中型水利工程
,

按基建工程的规定

列入各级各部们的基建计划
。

2
.

各级政府对其所掌握的农业有关经费
,

包括支援穷区
、

穷队的经费
,

有权统筹考

虑安排
,
用于水土保持

。

小流域治理的水保经费应包括林草建设
。

水电部和财政部联合

通知各地水保经费应 占农田水利事业费的 1Q %
,

一

这是最低的要求
,

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

的实际情况规定农水事业费使用的比例
。

3
。

当前的关键是我们各部门要真正从思想上重视水土保持工作
,

要防止和消除门户

之见
,

联合办点
,

不要分散办点
。

过去的毛病是你办 了点我就不投资
,

甚至减少或抽回

原有的投资
。

、

昨天
, 国务院有关部门在研究 8 个水保重点的规划时

,

取得了 很好 的协



贯彻落实十二大精神

开创四川水土保持工作的新局面

张 纪 淦

(四川省水利电力厅 )

四川省幅员总面积 56
.

7 6万平方公里
,

水土流失面积 38
.

43 万平方公里
,

占总面积的

6 7
.

7%
。

危害最严重的是盆地区
。

这里人多地少
,

人 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6 n 人
,

每人

平馋耕地仅1
,

07 亩
。

垦殖率高达 3 2 %
,

部份区域达 44 %
。

区内坡土集中
,

全省水土流失

严重的坡耕地占早地的70 %左右
,

半数以上分布在本区
。

加之红色丘隆土层瘩薄
,

水土

流失后果严童 {必须迅速防治
。

这个地区在四川省农业生产上占有重要位置
,

当前生产和

水土保持任务都很重
。

这个地区在全省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也占有 重 要 位

置
。

在水土保持工作中
,

它应是全省重点拍理的地区
。

盆地边缘山区
,

断层发育
,

岩石破

碎
,

谷深坡陡
,

物理地质现象发育 , 加之覆被差
,

暴雨强度大
,

滑坡
、

崩塌
、

泥石流等

为害频繁 , 又是许多河流的上游和发源地
。

加强这些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
,

不仅对当地

片司卜减卜书抬城 p司片月 p 司亡二之肚二龙称司卜月片司片减片减卜成片司卜幼七司卜书卜司 p 司户目片阅户目卜司片司冲幼 ) 司 p 闷上二之卜月卜绍卜口卜月卜月公= 松司卜城

议
。

8个小流域治理属于事业费
,

在农水费中列项目
,

由水保协姗小组统一审批计划
,

统一使用经费
,

包括林草建设
,

不包括水利墓建项 目
。

林业部原来在这些地点的经费一

概不动犷并且尽量加强哪合奋希望各地方也不要把原来用于这些地点的经费抽走
。

使用

经费要订合同
,

明确责任
,

确保效益
。

以上意见
,

是否恰当
,

请指示
。

O 无 O
O O

l
一

“
万` 总理这篇“ 《讲话”

,

原编在本刊 ` ” , ”年篇 5期的 “ 全国第四 l
署 次水王保持工作会议文件选登

” 栏内
,

之后接到 水利 电力部有关同志在寄 来的修 苦

;
改稿 中、 。示

:
只 作参考

,

不得刊登
。

我们遵嘱忍痛抽下
。

不久
,

《中 国 水 土 保
;

昙特》 1 9 8 2年第 6 期上登 了这篇
一

《讲话》 的摘妥
,

有些省区又相继全文印发
,

读者 薯
O O

葺问我仍
,

《水土保持通报》 为什么不登万副总理这篇重要 《讲话》
,

并提 出恳切 夏
蓦的建议

。

经书面请示
,

承蒙万副总理同意
,

这期特于补登
, 。 飨读 者

。

不 是 之 县

夏处
,

敬请谅解
。

夏
薯 去年 1 2 月

,

四川
、

广 东等省相 继召开 又全省水土保持工作会议
,

文件很丰富
。

薯
O .

育 . 合万副芯理这篇 《讲话》 ,

我们分别从中选登几篇
,

使之互相 辉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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