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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

直属机构： 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国民经济

的发展，发挥治理水土流失对于加快贫困山区脱贫致富、保

护国土、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作用，特就加强水土保持工

作通知如下：一、增强对九十年代治理水土流失的紧迫感，

进一步加强领导。我国人口众多、水土资源相对匮乏，水土

流失问题历来比较严重。目前，我国仅水力侵蚀未治理的面

积就有一百七十多万平方公里，治理的任务十分繁重和艰巨

。而且，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经济的快速增长，水土流失

和水土资源紧缺的形势将更加严峻。因此，各级人民政府和

有关部门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水土保持是山区发展的生命

线，是国土整治、江河治理的根本，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基础，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进一步增强

对水土流失治理的紧迫感，把水土保持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

日程，加快水土流失防治的速度。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人民

政府，要建立每年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及上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报告水土保持工作的制度，并建立政府领导任期内

的水土保持目标考核制，层层签定责任状。二、认真贯彻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加强预防监督，建立和

完善各项监督管理制度。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特别是水土流

失严重地区要充实加强水土保持机构，切实负责地做好归口

管理、综合治理、监督、监测和科研教育等工作。农业、林



业、能源、交通等有关部门和大中型工矿企业要积极支持水

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并认真完成本行业、本单位应承担的

防治任务。要建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制度，凡在山区、丘陵

区、风沙区新上的生产建设和资源开发项目，都要有水行政

主管部门水土保持机构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各级计划部门

在审批项目时要严格把关。要建立健全水土保持预防监督体

系，监督人员在执法中必须持各级人民政府颁发的检查员证

。同时，在水土保持经费中安排２０％的资金用于预防、监

督和管护。三、多形式、多渠道增加投入，大力开展水土保

持。水土流失的治理，要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以地方投入

、群众投劳为主，国家适当扶持。国家基建、财政和农业综

合开发、以工代赈中分别用于黄河中游、长江中上游等全国

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的资金，要继续安排，专款专用。对已

经发挥效益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要按照库区流域防治

任务的需要，每年从收取的水费、电费中提取部分资金，由

水库、电站掌握用于本库区及其上游的水土保持，由所在省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检查验收。对水土保持资金要依据

受益快慢，逐步实行有偿扶持、滚动周转使用的办法，将回

收的资金继续用于水土保持。此外，继续实行谁投资进行综

合治理，新开发的土地归谁使用和经营的政策，调动各方面

投入治理水土流失的积极性。对以户包为基础，集体、个人

相结合的多种形式承包治理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的使

用权，要长期稳定不变。四、抓好重点，以点带面、全面推

进。各地和有关部门都要在《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纲要》的指

导下，制定本地区、本行业的水土保持规划、计划，确定治

理的重点，扎扎实实地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当前国家治理的



重点是黄河中游和长江中上游，以及其他水土流失严重的地

区。在继续花大力气抓好现有重点治理区的基础上，有计划

地逐步扩大重点治理区。各地也要尽快明确自己的治理重点

，积极创造条件开展重点治理，并以点带面，推动面上治理

工作的开展。对重点流失区的治理以及生产建设和资源开发

项目中的水土保持措施等，要建立责任制，把项目和资金落

到实处。对一些工矿企业过去造成的水土流失，要作出治理

规划，限期完成。 国 务 院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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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