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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杨 文 治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 副理事长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 ( 以下简称 《水保法》 ) 经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20 次会议审议

通过
, 已正式颁布

。

这是我国水土保持工作的一件大事
。

《水保法》 的公布施行
,

标豁着我国水

土保持工作走上 了法制轨道
。

我国疆域辽阔
, 山区和丘陵区约 占国土面积 的 2 / 3

。

在这类地区
, 由于长期 以来土地利用

不合理
,

乱垦
、

乱牧
、

滥伐
,
地面植被遭到破坏

,

因而都存在着程度不 同的水土流失
。

新中国成

立 以来
,

我国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虽取得了很大成就
,
但由于人 口迅猛增长

,

忽视工矿开发中的

水土资源保护和人们普遍缺乏水土保持 意识
, 因此 , “ 边治理

、

边破坏
” 的问题一直 得 不 到 制

止
,

局部改善
, 全局失调的局面未能得到扭转

,

水土流失面积扩大的趋势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

据

有关资料
,

全球每年从大陆注入海洋的泥沙约 1 50 ~ 2 00 亿 t ,
其中我国入海 的泥沙就达 1 7

.

8亿 t,

约占全球入海泥沙 的 1 / 1价 若再加 上淤积于河道
、

水库
、

湖泊中的泥沙
,

全国年平均土壤流失

量达 50 亿七
。

严重 的水土流失造成土地资源破坏和土壤肥力退化
, 影响了农林 牧 生产的发展

;
水

土流失造成水库淤积
,

河床抬高
, 通航里程缩短 ; 水土流失还造成生态环境恶化

, 因而影响区域

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
。

水土流失地 区
,

一般来说都是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
。

在这类地区
,
生态环境一旦遭到进一步

破坏
,

要重新建立起 良性生态循环
,
就要付出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
获取所谓

“ 经济效益
” 高得

多的人力
、

物力
、

财力来加以补偿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的公布施行
,

为合理开发
、

利用和保护 自然资源
, 推动水土保持事业 的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提供 了法律准绳

。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确立 了新 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
,

这就是 “ 国家对水土保持工

作实行预防为主
,

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因地制宜
,
加强管理

,

注重效益的方针 ” 。

这一新的水

土保持工作方针的确立为水土保持指明了方向
。

《人 民日报》 评论员文章
“水土保持预防为先

”

指出
, “ 预防水土流失

,

制止人为破坏
,

理应成为全社会高度重视的一件大事
” 。

我们体会
, “ 预

防为先
, ”
关键是要学好和宣传好 《水保法》 这

~

一重要的法规 , 强化全社会
,
特别是水土流失 区全

体居民和工矿企业全体职工的水土保持意识
, 提高遵守 《水保法 》 的自觉性

,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
“

防患于未然
” ,

自觉地停止陡坡开荒
、

乱砍滥伐
,

超载放牧等破坏地 面植被的不合理 的生产活动 ;

也才能做到工业
、

交通 的发展和矿产开发等工程与水土保持设施
“ 同时设计

, 同时施工
,

同时投

产使用
” ,

从而有效地制止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获取眼前经济利益的短期行为
。

只有这样
,

新

的水土保持方针才能落到实处
, “ 谁使用土地谁负责保护

,

谁造成水土流失
,

谁负责治理
” 的原

则
,

才能得到有效贯彻
。

与此同时
,

还应强化水土保待法的执法机构对水土保持工作 的监督
,

做

到有法必依
,

执法必严
,

违法必究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已颁布施行
, 我们应维护这一重要法规的严肃性

,

让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作水土保持这一改造 自然
,

为子孙后代造福 的伟大事 业中
, 发挥强大的

法制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