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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土资源历来是兴国之宝，施政之本，是农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特殊
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农业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严重的国家之一，这种状况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恶化、土地退化的主要标志和我
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就进行了对水土流失规律的初步探索，为开展典型治理提供了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以
小流域为单元，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的经验。
1991年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使水土保持工作步入了依法防治的轨道。
1998～2000年国务院先后批准实施了《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对21
世纪初期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并将其作为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几年来，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国债资金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在一些水土流失严重
的地区，实施了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如长江、黄河等上中游的治理工程，退耕还林工程、防沙治
沙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建设工程。
对于改善生态环境，增加林草植被，减少水土流失，遏制沙漠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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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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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
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淮河流域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水土资源丰富，是国家重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
多年来，围绕着水土流失与生态治理的重大课题，水利部水土保持司、淮河水利委员会与有关部门协
作，共同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本书从调查研究、规划设计、探索与实践等方面系统总结出很多丰富的经验。
    本书可供从事水土保持工作的管理与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大专院校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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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调查论证　　加快推进淮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　确保淮河永久安澜和流域苟持续发展——淮河流
域土石山区水土流失防治对策研究　　在我国七大江河水系中，淮河是一条非常特殊的河流，虽然从
河流长度、流域面积看它只能排在第6位，但由于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水系变化、社会经济等方
面的特殊性，使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淮河蜿蜒1000km，流域面积达27万km2，跨湖北省、河南省、安徽省、江苏省、山东省5省。
这里生活着1.65亿人口，平均600多人/km2，其人口密度在我国各大流域中最高。
这里生产出全国1/6的粮食，1/4的棉花、油料；煤炭探明储量高达700多亿t，产量占全国的1/8；京广
、京九、京沪、陇海4条铁路大动脉贯穿其中。
淮河安澜与否，关系国家兴盛、社会和谐、百姓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把淮河治理放在全国水利建设的重要位置，治淮工作取
得了巨大的成效。
但淮河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彻底治理，特别是淮河中上游山丘区水土流失的治理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
视，潜在的威胁越来越大。
从长远看，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会进一步加剧水土流失，影响水利工程效益的发挥，而
且会阻滞淮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令人不安的是，防洪工程体系中的水土保持还没有提到治淮工作的重要位置，防洪体系建设与流域的
可持续发展还没有有机结合起来。
如果现在不及早重视淮河流域水土保持工程建设问题，不仅很难构建一个完整的淮河流域综合防治体
系，淮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难以维系，而且等到将来水土流失造成更大的危害的时候再回
头治理，治理的难度会比现在大的多，治理的成本也耍比现在成倍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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