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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黄河流域的无定河、三川

河、皇甫川、定西县，海河流域的永

定河上游，辽河流域的柳河上游，以

及长江流域的葛州坝库区和江西省

兴国县等八个地区，水土流失最为

严重，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

较大。八片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地区，

总面积 8 万平方公里，其中水土流

失面积 6.3 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的 78.8% ，涉及 9 个省（区市），15

个地（盟、州、市），46 个县（旗、市），

其中贫困县占 81% ，

总人口达 700 万人。

经 国 务 院 批 准，从

1983 年起，将八片地

区列为全国水土保

持重点治理区，由水

利部和财政部负责，

进行集中连 片的综

合治理。由于八片地

区治理面广，工作量

大，因此分期进行治

理。第一期十年治理

工程，已于 1992 年结

束，并通过了国家验

收。第二期十年治理

从 1993 年开始，2002

年结束，目前第二期

治理工程 正在实施

之中。

水土保 持是 贫

困地区脱贫致富之道

我国 水 土保持

是以治理水土流失和小流域为基本

内容，进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整

治，改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条件，

促进区域经济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水土保持是我国基本国策之

一，作为保护和改善人类生存环境

的一项伟大事业，各级财政部门担

负着义不容辞的支持责任。一个时

期以来，尽管国家财政收支状况不

佳，收入增长缓慢，赤字不断扩大，

财力十分困难，但是为了帮助八片

地区进行水土治理，促使广大农民

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国家财政还是

从财力上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据

统计，从 1983 年至 1992 年，中央财

政累计拨付水土保持补助资金 3 亿

元。同时，地方财政也拿出一定数量

的资金，配合水土治理工程的实施，

同期累计投入 6 000 万元。第二期

治理工作开始后，考虑到水土保持

工作延续性强，治理周期长，任务

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中央

财政又相应加大了投入力度，1993

年资金投入增加到 4 000 万元，从

1994 年起，资金额度又增至5 000万

元。实践证明，财政资金的注入，既

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的紧缺矛

盾，启动水土流失的治理工作，又可

发挥引导作用，吸引和粘合各种资

金，增加水土流失治理资金投入。

十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

领导下，经过治理区广大干部群众

和水土保持科技人员不懈的努力，

八片重点治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共完成综合治理面积 2 万平方

公里，其中建设基本农田 30.32 万

公顷，水土保持林草 149.50 万公

顷，建成水保工程 54.49 万处。完成

土石方 6.14 亿立方米，总投工高达

2.95 亿个工日。

治理后的水土流失地区，面貌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之一，生

态环境明显好转，水土流失量减少，

林草覆盖率有了提高，人口环境容

量逐渐好转。治理区的植被覆盖率

由 10.4%增加到 51.4%。永定河流

域治理前年均入河泥沙 2.17 亿吨，

治理后仅为 0.53 亿吨，年均减少

75%。表现之二，生产条件大为改

善，人均基本农田增加，林果牧业有

了很大发展。过去治理区是千沟万

壑，荒山秃岭，今天呈现在人们眼前

的是梯田层层，山青水秀。人均增加

基本农田一亩多，无定河流域人均

增加经济林果 0.55 亩，三川河流域

人均经济林果达到 1.35 亩。表现之

三，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农林牧副渔

业全面发展。治理区坚持以控制水

土流失为宗旨，以提高经济效益为

中心，走治理与开发相结合的路子，

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发

展经济林果业和畜牧业，促进了农

林牧副渔各业的协调发展，改善了

农村产业结构，推动农村经济走向

市场。表现之四，农民生活水平得到

提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不少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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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开始奔向小康。治理地区粮食

总产量由 7.78 亿公斤增加到 14.88
亿公斤，翻了近一番。1992 年人均

产粮达到 673公斤，人均收入达 499

元。

在水土保持工作长足发展的同

时，各地还涌现出了一批通过小流

域治理脱贫致富的典型，山东省平

邑县大峪沟流域就是其中颇具特色

的代表。大峪沟流域是山东省黄梨

集中产区之一，总面积 22.02 平方

公里，其中水土流失面积 7.89 平方

公里，占总面积的 35.8%。由于过

去对小流域治理工作不够重视，致

使自然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群众

生活水平相当低下。自 1988 年以

来，该乡开展了治水保土、治山保地

和植树造林为主要内容的小流域治

理工作。累计投工 60.5 万个，投资

345 万元，其中群众自筹 311 万元。

综合治理后的大峪沟流域，果品总

产量达到 5000 万公斤，人均纯收入

1 600 元。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后，他

们开始向高产、高效农业迈进。近年

来，先后建起了矿泉水厂、金银花茶

厂和纸箱厂，年创利税 130 多万元。

群众自发联营兴办果品加工厂 42

家，并组建了拥有 140 台车辆的运

输队，年创利税 112万元。农民群众

反映水土保持和小流域治理彻底改

变了山村落后面貌，使他们告别了

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

投入多元化是解决资金紧缺的

有效途径

水土流失地区的乡村，大多生

产、生活条件差，群众收入低，资金

十分匮乏，而水土保持和小流域治

理需要大量的启动资金，因此，解决

资金供需矛盾是搞好水土保持工作

的关键。从各地实践情况看，采取投

入多元化方式，有助于筹措资金，是

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山东省临沂地区地处沂蒙山

区，水土治理任务重，资金需求量

大。由于经济不发达、财政资金不充

裕，他们就想方设法调动广大农民

的积极性，采取群众自筹为主，财政

支持为辅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

广东省经过多年的实践，初步

探索出一条多方集资的路子。他们

的作法是七个一点，即国家支持一

点，银行贷款一点，省财政拿出一

点，市县财政安排一点，乡财政匹配

一点，部门赞助一点，群众自筹一

点。

资金直接制约着水土保持工作

的广度和深度。当前，单纯依赖国家

或完全由群众自行负担都是不现实

的。应当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走投

入多元化的路子。

强化导向功能，加大投入力度。

水土保持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尤其是在减少入河泥沙量，

确保大江大河中下游地区城乡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各级财政应当给予支持，同时

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功能，

吸引和粘 合各种资金，促进水土保

持工作的健康发展。

改革投入方式，无偿有偿结合。

改革财政资金无偿投入方式，是加

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保证。从过

去情况看，无偿投入虽然起了一定

的积极作用，但其消极影响已越来

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受援者对

治理效果漠不关心，资金效益低下；

二是助长了等靠要的依赖心理，积

极能动性未能发挥。改变单一的无

偿投入方式，实行有偿和无偿相结

合，既有利于拓宽资金渠道，又可增

强治理单位的责任感。

加强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益。

首先，要坚决杜绝水土保持专项资

金的挪用、浪费现象，保证专款专

用。其次，做好治理前期准备工作，

论证充分，措施得力，方案可行。此

外，还要加强治理工作的监督管理，

巩固治理成果。

突出经济效益是搞好水土保持

的强大动力

过去由于只注意水土保持的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忽视经济效益，

重视前期开发治理，忽视后期综合

利用，农民群众 长时间得不到实惠，

看不见效益，导致治理积极性日渐

低落，不仅如此，治理成果得不到巩

固，造成 了一边治理，一边破坏，一

方治理，多方破坏，破坏速度大于治

理速度的不良局面。

如何将过去强迫命令型的水土

保持活动，改变为广大农民群众的

一种自觉行为，这是长期以 来未能

解决好的一个难题。80 年代中后期

以来，各级水土保持部门大胆改革，

积极探索，把治理水土流失与脱贫

致富融为一体，把水土保持的生态

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发展融 为一

体，探索出一条以小流域为单元，以

户包为基础。以经济效益为动力，以

预防为主的综合防治与综合开发相

结合的新路子。由分散性防治转向

小流域集中规模治理，由防护性治

理转向开发性治理 。使宏观生态 效

益、社会效益与农民群 众的微观经

济效益紧密结合起来。这种观念上

的改变，引发了水土保持工作的根

本性变化。从各地情况看，小流域治

理搞得好的地方，大多是抓住了经

济效益这一龙头，群众得到 了实惠，

从而调动 了他们治理 水土的积极

性，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

济效益三大目标的统一，其结果是

山青了，水绿了，人富了。

我国水土保持虽然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但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还很

大，治理任务还很重，治理难度加

大。我们相信，只要各级政府真正重

视，全民上下共同努力，“青山绿水

不是梦”，我国水土保持工作一定会

开创新的局面！

（责任编辑  张 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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