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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防治水土流失势在必行

本刊编辑部邀请部分著名水土保持专家
、

教授
、

研究员
、

高级工程师笔谈 《水土保持法》 摘要

若名土坡俊蚀专家
、

中科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名誉所长朱显谨教授谈
:一个 “ 法 ” 的重

要不重要
,
首先决定于客观需要

。

我国水土流失如此严重
,
从这一点看

, 《水土保持法 》 是非常

重要的 ! 而且是绝对的
。

但是
“ 法 ”

有了
,

重在执行 ! 有法不依
,
或执法不严

, 那 就 又 等 于没

有
, 甚至适得其反 !

若名水土保持专家
、

映西省水土保持学会名誉理事长蒋德麟教授谈
:

水土流失是人类的公

害
,
对当代人民的生活生产

、

有极大的危害
, 又是关系到子孙后代兴衰存亡的大事

。

我国是世界

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 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1 / 6以上

,
每年流 失 泥 沙 数 十 亿

七
。

新中国建立后
,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

广大干部
、

群众积极开展水土 保 持 工 作
, 目前

1 / 3多的水土流失面积已得到初步治理
,
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但是
,
不少地方

“ 边治理
、

边破坏
” ,

甚至有的
“
破坏大于治理

” , 造成了新的水土流失
。

现在国家颁布 了 《水土保持法》 , 它标韶着

我国水土保持工作走上了法制轨道
。

我们要按照 《水土保持法》 确立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
, “ 预

防为主
、

全面规划
、

综合防治
、

因地制宜
、

加强管理
、

注重效益
” , 全面贯彻 执 行 《水 土 保持

法 》
。

预防为主是要加强保护和监督工作
。

为了推动 《水土保持法》 很好实施
, 必须树立全民的

水土保持意识
,
建议水土保持部门和新闻宣传单位

,
结合宣传 《水土保持法》 ,

大力宣传水土流

失对洪灾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和水土保持对防洪
、

防灾的作用等
。 《水土 保 持 法 》 第 3 条规 定

“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土资源
、

防治水土流失的义务
” 。

这就是说
,
水土保持工作不仅是

限于各级水土保持行政部门和有关业务部门的事
, 而是全国各族人 民

, 人人有责的大事
。

我们每

个人都要认真贯彻
、

监督 《水土保持法》 的实施
。

水利部衣水司离博文离级工程师谈
: 《水土保持法》 的颁布

, 它标敲着我国水土保持事业

已步入了一个新的法制阶段
。

这是我国水土保持战线上的一件大事
, 也是我国水土保持工作发展

新的里程碑
。

全国水土保持工作者无不欢欣鼓舞 ! 通过学习 《水土保持法》 , 我认为以下几个方

面尤为重要
,
更应认真贯彻执行

。
1

。 “ 预防为主
” 、 “

加强管理
” 的新方针

; 2
。

规定国务院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水土保持列为主要职责
,
采取措施搞好水土流失的防治工作 , 3

。

规

定将水土保持列入国民经济计划
,
并安排专项资金 , 4

。

加强监督管理
。

当前
, 不 仅 要 广 泛宣

传
、

认真学习 《水土保持法》 , 而且各级主管部门要迅速组织力量制定配套法规
,
使各项规定确

保全面实施
。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系王礼先教授谈
: 《水土保持法》 的重要特点是确立了新的水土保

持工作方针
,
它将预防

、

保护和监督工作提到首位
,
改变重治理轻预防的状况

。

我 们 贯 彻 执行

《水土保持法》 中
“
预嘛为主

” 的方针
,
对破坏水土资源

, 造成水土流失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

和控告
。

同时还需要建立水土流失监测网络
, 对水土流失动态进行监测预报

,
为水土保持宏观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
。

黄委会黄河中游洽理局翻局长孟庆枚高级工程师谈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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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又一辉煌成就
。

它的颁布实施
, 是我国水土保持史上新的里程碑

,
标愁着

我国的水土保持事业开始进入依法治理
、

依法保护的新时期
。

水土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 《水土保持法 》 把防治水土流失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
是

完全正确的
,

它为我们保持水土
、

拯救人类文明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

我们黄河中游治理局肩负着

整个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规划
、

治理
、

开发
、

监督
、

科研等工作任务
。

在贯彻实施 《水土

保持法》 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

黄河 中游地区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 区
,
特别是河 口至

龙门区间
, 即跨陕北

、

晋西北
、

内蒙古东南部约 10 万 k m
“
的多沙粗沙区

,

是黄河选床沙的主要来

源区
,
产沙量约占黄河总泥沙量的 3 / 4

。

同时 , 这里又是神府
、

东胜
、

准格尔旗三大煤 炭 基地

的所在地
, 近年来

, 随着煤炭的大量开发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十分严重
。

多年来
,
广大人民群众在

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
开展了水土保持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

,
水土保持业务部门的同志也为此付

出了辛勤的劳动
。

但是
, 由于水土保持工作长期以来无法可依

夕 一方治理
,

多方破坏的问题不能

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
乱砍滥伐

, 毁林开荒及建厂
、

修路
、

采矿等活动破坏水十保持的现象十分普

遍
。

《水土保持法》 的颁布
,

为我们依法搞好水土保持提供了法律依扣
, 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社

会环境
。

为了贯彻好 《水土保持法》 , 我们黄河中游治理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一是要加强 自身建设
,
健全和完善执法机构

, 学好 《水土保持法》 , 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素

质
,
实行

“ 预防为主
、

治管结合
、

因地制宜
、

全面规划
、

综合防治
、

注重效益
” 的方针

,
使 自己

的各项工作适应整个黄河中上游地 区水土保持工作的需要
。

二是深入持久的抓好宣传工作
。

宣传工作的总方向是面向各级领导
、

面向基层
、

面向农村
、

面向黄河中游水土流失区的大中型工矿企业及建设单位
。

要利用各种宣传手 段
,
诸 如 标 语

、

广

播
、

电视
、

宣传车
、

召开 《水土保持法》 宣传报告会等形式广造舆论
, 让全社会都来关心水土保

持事业
。

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内部宣传
,
不注重社会效应的宣传方式

, 以得到各行各业的支持
,

增强人们的水土保持法制观念
,

自觉遵守 《水土保持法》
。

三是加强区域性配套法规制度的建设
,
抓好典型案例的查处

。

制定出与 《水土保持法》 相配

套的黄河中游地区的有关水保法规
、

制度并予以实施
。

同时还要选择一些严重破坏水土资源的典

型案例
, 进行调查处理

,

用实际行动制止破坏
。

四是搞好执法试点的经验推广工作
。

从 1 9 8 9年以来
,
我们抓了晋陕蒙接壤地区 10 个县 (市

.

旗 ) 的水土保持执法试点工作
, 到 目前

, 这项工作已取得了很大成绩
,
尤其是晋陕蒙接壤区 10 个

县 (市
、

旗 ) 工作很有成效
,
他们在水保执法的宣传

、

机构建设
、

案例查处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经

验
,

我们将要把这些经验向整个黄河中上游地区加 以推广
,

进一步推动黄河 中游地区的预防监督

工作
。

映西省水土保持局张大全商级工程师谈
: 《水土保持法》 的颁布标赫着我国水土保持工作进

入了 “ 预防为主
、

综合防治
、

加强管理
、

注重效益
” 的新阶段

。

《水土保持法》 的贯彻执行必将

有效地推动我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
。 《水土保持法》 如何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

,
我认为

,

首先

要认真学习
,

广泛宣传 《水土保持法》
。

对水保执法人员讲
,
执法必先懂法 ; 对广大群众和干部

讲
, 只有知法才能守法

。

水土保持工作涉及部门多
, 群众性强

, 宣传工作不但要针对广大群众
,

还要而对各部门及各级领导
,
要增强全民的水土保持意识

。

第二是尽快制定与 《水土保持法》 相

关的配套法规
。

国务院要制定实施条例
,
各地还要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 只有 因地制宜的提出具

体要求才能有章可循
,
便于执行

。

第三是建立健全水保执法机构
。

再好的法规
,
如果

.

没有执法人

员执行
,
等于一纸空文

。

按照 《水土保持法 》 要求
,
要尽快健全各级主管机构

,
建立监督系统

、

建设监测网络
,
切实

、

有效地开展工作
。

第四
,
多方集资增加投入

。

除搞好预防监督外
,
治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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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的任务仍很艰 巨
,
绝不能放松

。

然而
,
水土流失与贫困相伴随

,
严重的水土流失地区均为

贫困地区
,
加之水土保持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远远大于其直接的经济效益

。

因此搞好治理
,
除

当地 众投劳投资外
, 国家也应考虑增加投入

,

另外还可设法多渠道引进外资
, 以加速治理水土

流失
。

我们还应看到
,

水土保持面广量大
,
影响因素多

,
任务艰巨

,
反复性大

,

不可 能 一 毗 而

就
,

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
。

而是要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大见成效
。

黄委会黄河中游治理局赵诚信商级工程师谈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土 保 持 法》 的颁布

,
这

是我国水土保持事业上一件大事
, 它标志着我国水土保持工作走上了法制轨道

, 从而把我国水土

保持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水土保持法》 是水土保持的基本法规

, 它用法律手段推动水

土保持事业的发展
, 它总结了我国 40 年水土保持工作和法制建设的经验

,
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和国

民经济发展提出的问题而形成的
。

《水土保持法》 确立了以 “ 预防为主
” 的水土保持方针

,
把预

防
、

保护和监督工作提到了首位
,

明确规定谁使用土地谁负责保护
, 谁造成的水土流失谁负责治

理的原则
,
明确了水土流失的防治责任

,
把水土保持列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各级人员的职责

,
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
安排专项资金组织实施

,
保证了水土保持工作持续稳定的发展

。

《水

土保持法》 把发展水上保持科学技术
,
培养科技人才也提到了一个重要位置

, 提高了水土保持工

作的地位
, 强化了监督机制

,

加强了各级水土保持工作者的责任感
。

《水土保持法》 内容全面
、

规定具体
, 切实可行

。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周佩华研究员谈
: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的颁布

,

这是我国的一件大事
。

《水土保持法》 的颁布
, 为顺利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创造了极为 有 利 的 条

件
。

首先 《水土保持法》 第 4条明确提出了
“
预防为主

” 的方针
,
这一点非常重要

, 它的指导思

想是防止新的水土流失发生 , 这正是过去水土保持效益不明显的关键间题
。

《水土保持法》 还明

确了违反本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 以及各级政府和水保部门的检查监督责任

,
使水土保持各方面

的工作有法可依
, 它标赫着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将走上法制轨道

。

特别是第 19 条明确规定了各有

关建设部门在建设项 目中必须同时搞好各项水土保持
, 以及水土保持部门应进行的监督

、

检查和

验收工作
。

这些条文的贯彻实施
, 必将扭转过去的被动局面

,
并将开创多家治理

、

一家监督的新

局面
。

当前最重要的间题是要维护 《水土保持法》 的严肃性
,
保证 《水土保持法》 的贯彻实施

。

特

别是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各省
、

区 , 应迅速掀起学习 《水土保持法》
、

宣传 《水土保持法》 和贯

彻执行 《水土保持法》 的高潮
,
使 《水土保持法》 深入人心

、

家喻户晓
。

再加上不断治理
, 我国

的水土保持工作必将取得长足的进展
。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卢宗凡研究员谈
: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

是我国

几十年来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和生产治理经验 的结晶
,
为我国今后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和生产治理指

明了方向
, 随着 《水土保持法》 的实施

,
我国的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和生产治理将步入一个新的阶

段
。

《水土保持法》 内容全面
,
规定具体

, 切实可行
。

1
。

经验的结晶
。

《水土保持法》 ,
共六章 42 条

,

由总则
、

预防
、

治理
、

监督
、

法律责任到

附则
。

从总体讲
,

既全面又完整
。

分章来讲
, 既深入细微

, 又明确具体
。

以第一章总则为例
,

明

确了制定本法的目的—
为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

,
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
减轻水

、

早
、

风沙

灾害
, 改善生态环境

,

发展生产
。

这既是制定 《水土保持法》 的 目的 , 也是我们水土保持科学研

究和生产治理工作的奋斗目标
。

同时对水土保持下了科学的定义一一是指对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

造成水土流失所采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
。

当然在这一章中
,
还详细阐明了水土保持工作的方针 ,

应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
安排专项资金

,
并组织实施 , 以及加强对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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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工作的宣传教育
、

普及水土保持科学知识
,
鼓励开展水土保持科学技术研究

,
提高水土保持

科学技术水平
,
推广水土保持先进技术

,

有计划地培养水土保持的科学技术人才等等
, 可以说

,

这都是我国几十年来水土保持工作经验的结晶
。

2
.

指明了方 向
。

这部 《水土保持法》 , 为今后 的水土保持工作指明了方向
。

如在第二章预

)j[ 中 ,
突出了增加植被

,
保护植被

,
禁止在 2 5

。

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的条文 ; 同 时明 确规

定开垦禁止开垦坡度 以下
、

5
“

以上的荒坡地
, 必须经县级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批 准 , 对 水

源涵养林
、

水土保持林
、

防风固沙林等防护林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 ; 在 5
“

以上坡地上

整地造林
,
抚育幼林

, … …必须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 防止水土流失

,
各级人 民政 府 应 当 采取措

施
,
加强对采矿

、

取土
、

挖砂
、

采石等生产活动的管理
,
防止水土流失 … … 等

, 这些都为今后的

水土保持工作指明了方向
。

3
。

跨入新阶段
。

随着 《水土保持法 》 的实施
,

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将跨入一个新的阶段
。

如在第三章治理中明确规定
,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水土保持规划

,
组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和单位有计划地对水土流失进行治理 ; 在水力侵蚀地区
, 应当以天然沟壑及其两侧山坡地形成的

小流域为单元
,
实行全面规划

,
综合治理

,
建立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 , 有计划地对禁止开垦坡

度 以下 , 5
。

以上的耕地进行治理
,
根据不同情况

,
采取整治排水系统

,
修建梯田

,
蓄水保土耕作

等水土保持措施
;
并要求签订水土保持承包治理合同

;
对水土保持设施

、

试验场地
、

种植的林草

和其它治理成果应当加强管理和保护… …等
。

总之 , 通过学习
、

宣传和实施 《水土保持法》 , 我

例的水土保持事业
,

将跨入一个新的阶段
。

贯彻执行水土保持法 造福子孙

哈尔茨东北软合金加工厂 张纵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