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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发布）（一）水土保持是山区生产的生命线，是山区综

合发展农业、林业和牧业生产的根本措施。积极开展水土保

持工作，是山区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 黄河流域是全国水土

保持工作的重点。其中，从内蒙古河口镇到山西龙门，这一

段黄河两岸约十一万平方公里的地区， 包括陕西、山西和内

蒙古三省（区）的四十二个县（旗），水土流失尤为严重，

三门峡入库泥沙的百分之六十来自这块地区，因此，应该以

这块地区作为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集中力量把这

块地区治理好，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泥沙对三门峡水库

的威胁。同时，这块地区是光山秃岭、风沙严重、土地瘠薄

的低产区，集中力量把这块地区的水土流失治理好，就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发展农、林、牧业生产， 改善人民生活，根本

改变这块地区的贫瘠落后面貌。就黄河中上游而言，这块地

区是人烟比较稠密的地区，有人，有劳动力，并且已经积累

了一些控制水土流失的成功经验，这又为治理这块地区的水

土流失提供了便利条件。（二）保持水土，不单纯是点和线

上的工作，而主要是面上的工作。点和线的治理，在沟口和

支流上修筑河库拦蓄泥沙，只能对泥沙流入干河起一定的控

制作用，并没有解决山头山坡广大面上的水土流失 ， 并不能

做到土不下山。点线的治理和面的治理必须同时并举，配合

进行；并且应该更加强调面的治理的重要作用，治山、治坡

，根本控制和防止水土冲刷，保持广大面积的荒山、荒坡和



坡耕地上的水土，不使流失，真正做到土不下山。（三）治

理水土流失，必须依靠群众，依靠生产队，以群众集体的力

量为主，国家支援为辅。为此，就必须与当地群众的生产、

生活相结合，从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着手，调动广大群众

的积极性，来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多快好省

地兴办起保持水土的工程设施。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已经兴

办的工程设施得到群众经常的管护维修，免遭破坏。（四）

治理水土流失，要以坡耕地为主，把坡耕地的治理提高到水

土保持工作的首要地位。逐步改坡耕地为坡式梯田和水平梯

田，采取等高种植等耕作措施，保持水土。黄河上中游地区

的一些典型调查表明 ， 荒野无人的老山区，水土流失的程度

比较轻；居民点附近，山林破坏、水土流失就比较重；坡耕

地的水土流失，比同等坡度的荒坡更为严重，一般大百分之

六十到一倍。某些新开垦的荒坡地，在开荒的头一年之内，

水土流失量合一平方公里三点一八万吨，严重程度，十分惊

人。同时，坡耕地越种越瘦，亩产量越来越低。为了增产粮

食，群众也迫切要求治理坡耕地。治理坡耕地，同群众当前

的生产、生活是密切结合的，更有利于广泛地调动群众开展

水土保持工作的积极性。（五）当然，也不能放松荒坡治理

、沟壑治理和风沙治理。荒坡、沟壑和风沙的治理，应该以

造林种草和封山育林育草为主。在荒山荒坡上种树种草，牧

羊人是一支潜在力量，应该很好把他们组织起来，调动他们

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 。在封山育林育草的时候，也要

考虑到牧业的需要 ， 分期分批进行。在荒坡地上，特别是在

坡度较大的荒坡地上，种树种草，应该采取挖坑插栽和挖眼

点种的办法，不宜翻耕。否则，将造成更大的冲刷，树苗草



籽也存不住。 总之，治理的措施必须因地制宜，多种多样，

不同地区要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不能千篇一律，工程措施

、生物措施和耕作措施结合施行。在一个县、一个社、一个

队的范围内，先治理哪一块，后治理哪一块，要根据人力、

物力、财力的可能和效益的大小快慢，合理安排，次第进行

。（六）现有的各项水土保持工程和设施（包括植的树、种

的草在内），应该贯彻“谁治理、谁受益、谁养护”的原则

，认真地管理养护起来。山区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

队，应该组织有关的干部、有水土保持经验的农民和牧羊人

等，成立管理养护组织，制定修理养护的公约，负责督促检

查水土保持工程设施的管理养护工作。对用于管理养护水土

保持工程设施的劳动 ， 也要象其他农活一样，制定合理的劳

动定额，给以应得的劳动报酬；并且要建立一定的责任制度

，做到专人负责，经常养护，随坏随修。对于负责管理养护

的单位和个人，成绩显著的，还应该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

。（七）陡坡开荒，毁林开荒，破坏水土极为严重，必须坚

决制止。无论是个人、集体，或者是机关生产和国营农场开

垦的陡坡荒地，都要严肃处理，停止耕种；毁林开荒的，还

要由开荒的单位和个人负责植树造林，并且保证成活。今后

，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开垦荒地，一定要按照开垦规模的

大小，分别报经各级水土保持委员会批准。 在山区修筑铁路

、公路和露天采矿，都要事先规划好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

筑路和采矿的弃土也要有妥善的安排，避免水土被冲刷，河

道被淤塞。在山区采伐林木的时候，也要先做好更新的规划

，切实执行“谁采伐、谁更新”的规定，认真做好迹地更新

，避免由于采伐林木而招致水土流失。（八）加强水土保持



工作的领导。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各级党政领导，都应

该把水土保持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 放在重要地位，并且要有

一位主要干部具体负责水土保持工作。要总结以往的经验，

抓住那些保持水土成效显著的典型，加以推广，依靠重点，

推动全面工作的开展 。 要广泛宣传水土流失的严重危害，宣

传保持水土的重要作用和经济效益，做到家喻户晓，使广大

群众和干部自觉地积极参加水土保持工作。 省、 专、 县水土

保持委员会和它的办事机构，以及水土保持试验站，都要充

实和加强；没有建立和没有恢复的要迅速建立和恢复起来。

各地的林业工作指导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和科学研究机构，

应该协同水土保持试验站，加强水土保持的试验研究工作，

为发展山区生产和保持水土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指导

。 黄河中游重点治理地区的各县（旗）， 可以用精减的职工

和大中城市下放的人员，建立水土保持站和国营林场，搞水

土保持和造林示范，并担负社队水土保持工作的技术指导。

建站、设场的具体计划由各省（区）提出，报国务院水土保

持委员会审批。（九）黄河中游重点治理地区的四十二个县

（旗），都要制定自已的水土保持规划。根据本县（旗）的

人口、劳力、水土流失的面积和程度，以及治理的难易等情

况，制定长期的（比如二十年的）、近期的（比如五年的、

十年的）和今明两年的治理规划。长期的规划可以是纲要式

的，近期的规划要详细些，今明两年的规划更要详细些。这

块地区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也要制定自己的水土

保持规划。制定规划的时候，首先要安排好现有的水土保持

工程设施的加工配套和维修养护工作，使之发挥效益；而后

再根据可能的条件，安排新的工程设施的兴修。不要只贪图



搞新的，丢了现有的。制定规划的时候，要从下而上，从上

而下，上下结合。县（旗）、社、队制定规划的时候 ， 还要

照顾到本县（旗）、社、队境内的中小河流的上下游关系。

涉及几个生产队的 ， 由大队负责主持平衡；涉及几个大队的

，由公社负责主持平衡；涉及几个公社的，由县负责主持平

衡；涉及几个县的，由专、省水土保持委员会负责主持平衡

。各省（区）的农业、林业、水利等有关业务部门、试验场

站和黄河水利委员会都要派出人员，主要是科学技术人员，

重点帮助县（旗）、社、队做好规划。一定要实行领导、技

术干部和群众三结合的原则，保证水土保持规划做得更好，

更有科学根据，更切合实际。要求各县（旗）在今年六月底

以前，至迟在第三季度以内，把规划做好，同时报送专、省

和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十）本决定是为黄河中游水土

流失的重点治理地区制定的，其他省（区）也可以根据本决

定的精神，选择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做为自己的治理重点

，做出规划，加强领导，积极治理，并且坚持不懈，力争在

若干年内，制止水土流失，使山区的农业、林业和牧业生产

获得更好更快的综合发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