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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的水土保持专家

刘　海　峰　先　生
刘海峰先生 , 1939年出生于重庆市云阳县 , 1964年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林学系。 从毕业

分配到甘肃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工作至今 ,一直从事水保科研、教育、宣传、学会等管理和沙

棘产业开发等工作。 现为甘肃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副局长 ,高级工程师。

1978- 1988年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 ,专业上由前期量的积累到质的转

变 ,将大量的新思维、新观点、新科技 ,结合水保进行反思和创新 ,从战略和宏观上研究和实

践。 他参加的原国家农委下达的“黄土高原农业发展战略”项目 ,成为获国家农业区划一等奖

的重要部分 ;他代表全省水土保持方面参加的由国务院发展中心下达 ,省委、省政府承担的

“甘肃产业结构调整与布局”等两个项目成果均获省科技进步 3等奖 ,并正式出版 ; 1985-

1988年参加了“七五”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黄土高原综合治理”项目。 他在省委调研刊物等上

发表的关于甘肃三大流域水土保持工作战略部署的 12字建议 “侧重黄河、加强长江、重视内

陆”已被有关部门采纳 ,并变为现实。

1988年夏至 1993年初任景泰县科技副县长 ,在该县贯彻科技与经济之间的“面向”与

“依靠”的大政方针上取得进展 ,通过设立县科技进步奖和基金、配备科技副乡 (厂 )村长、给农

民评技术职称、作科技兴农决议、抓农广校、上项目和参政议政 ,产生了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该

县政府几年获得省、市农业增产奖 ,工农业产值翻了一番多 ; 1993年回水土保持局 ,在承担

“水利部黄河流域沙棘资源示范区建设”项目和分管沙棘工作的同时 ,在调研的基础上 ,决心

走出一条“以改革求发展”的路子 ,提出并在全省实施“沙棘系列成果产业化 ,建立扶贫和行业

支柱产业”系统工程 ,即将沙棘良种、造林、管护、研制、生产、营销等一系列环节的成果、潜力

转变成现实生产力。获水利部“九五”以来全国沙棘先进工作称号和奖励 ,并应邀参加于 1998

年在俄罗斯举行的第 3届国际沙棘研讨会 ,以“走沙棘产业化之路 ,资源大省再创辉煌”为题

在会上介绍了研究和工作进展。

他开创了甘肃全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的新局面 ,使之名列全国前茅。 一是将

文革中搞乱了的科研体制、队伍和工作 ,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纠

正 ,加强管理 ,获得了成果和人才双丰收。 50多项成果中 ,大部分获得省、地 (厅 )科技进步奖。

其中获各种殊荣和职称的研究人员 ,也在整个水土保持科技队伍中居领先地位 ;二是推动和

协助省水利学校和甘肃农大林学院 ,创办了正规的水土保持大、中专教育和成人教育 ,新培养

的几千学生 ,为水土保持事业注入了新的生机。

刘先生在从事管理工作的同时 ,不遗余力地兼顾课题研究和撰写科技文章 ,多有其独到的价值。 例如 ,

《水土保持经济观》、《将水土保持事业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等文 ;他撰写的《水土保持生态经济学》 ,丰富和

发展了水土保持科学 ,并陆续在甘肃省水利学校、甘肃农业大学开课 ,并由有关方面确定在全国水保中专交

流 ,兰州大学、《黄河水利》等几家出版社竞相约稿 ;《浅议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与生态平衡》一文 ,中国科学院

一刊按: “用生态平衡观点、系统科学方法……一家之言 ,颇有见地 ,发人深醒”。 中国社科院一刊按语 ,则将其

与李伯宁副部长和中国林学会论述的全国水资源、长江问题并列 ,推荐给社会关注。 其专著《水土保持发展研

究》文集 ,即将付印出版。

刘海峰先生还兼任中国工程院组织实施的国家级一重大研究咨询项目的甘肃组成员 ,甘肃省科技进步

奖行业评委 ,省科委专家顾问团成员 ,《水土保持通报》、《水土保持研究》两种期刊编委 ,并同石山、杨挺秀等倡

导成立了中国农业系统工程研究会 ,是甘肃省水土保持学会的早期主要发起人之一 (任过代秘书长 ) ,甘肃滑

坡、泥石流研究会副理事长 ,中国水保学会沙棘专业委员会常委、甘肃省高级专家协会成员。 也曾是省水利、

林学、自然辩证法等学术团体的积极分子或水保专业组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