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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土流失不但影响我国当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生态安全，也影响着西部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

施，已成为中国突出的环境问题。长江上中游的水土流失问题已严重危害着生命河的安全。加强宣传工作，增强全社会

的水土保持意识和法制观念，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水土流失治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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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世纪第一年 ，全国人大等 14个部门联合举办

以“搞好水土保持 ，再造秀美山川”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

组织“保护长江”记者采访团，围绕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建设与环境保护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和采访报道 。同时

今年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颁布 10周年 ，

全国人大常委会也要组织执法检查组对贯彻这部法律

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这两项工作都是为了进一步贯

彻落实这部法律 ，推动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事业发展

的两件大事。

    在我国，由于特殊的 自然地理条件和长期 以来一

些不合理的生产建设活动 ，大约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存在着水土流失问题，每年流失的土壤约 50亿 t。水

土流失流掉了肥沃的土壤 ，造成 了土地退化、石化 、沙

化 ，破坏了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流失的泥沙沉积

在中下游的河床和湖泊 、水库里 ，导致汛期水位高 、险

情多 、危害大。近些年来 ，我 国发生大范围的扬沙、沙

尘暴天气 ，都与水土流失 、生态恶化有密切的关系 ，给

我们一次又一次敲响了警钟。水土流失不但影响我国

当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生态安全，从长远来看 ，还会

影响西部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已成为

中国突出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水土流失、

生态恶化的严峻态势 ，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和综合

治理两手抓、两手硬的原则，加强宣传工作 ，增强全社

会的水土保持意识和法制观念，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

水土流失治理 ，这在当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河 ，是 中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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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河，她以近五分之一的国土流域面积养育着全国

三分之一的人口，也是我国重要的交通黄金水道。奔

腾不息的长江水不仅滋润着英勇的长江儿女，通过南

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将来长江还会成为我国西北、华北

地区的重要水源。保护、建设和利用好长江是关系我

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和中华民族命运的千秋伟业。新中

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经过流

域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

不懈奋斗，长江流域的治理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

经发展成为国家经济基础比较雄厚的地区。随着改革

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深入，长江流域迎来了历史上建设

规模和投入力度最大、形势最好的时期。以上海浦东

的开发为龙头，中游的三峡工程、上游的重点生态建设

所形成的以长江黄金水道为轴线的长江经济带建设，

步伐日益加快，必将带动流域腹地的经济开发，使流域

经济进入了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时期。

    但是，长期以来，对长江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生

态恶化往往缺乏足够认识。到80年代初，才开始引起

广泛关注，并由此引发过一场关于“长江会不会变成第

二条黄河？”的大讨论。现在，长江上游100万 krri2的

面积中有水土流失问题的占35%。严重的水土流失

破坏了农业生产条件、恶化了生态环境、加剧了洪涝灾

害，影响着城乡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制约着社会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与黄土高原一样，长江上中游的水土

·流失问题已严重危害着生命河的安全，备受世人的关

注，成为舆论的热点。1989年，经国务院批准，长江上

游被列为全国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实施了大规模的

重点治理（简称“长治”工程），而且成效显著，被广大干



部群众赞誉为“德政工程”、“富民工程”。

    同志们 ，1997年8月江总书记发出治理水土流

失，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秀美山川的伟大号召。1998

年，国务院批准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又将长江

中上游地区列为优先实施的重点地区。在进入新世纪
之际，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次中

华环保世纪行——保护长江生命河的主题定为“搞好

水土保持，再造秀美山川”，是一次运用法律监督，舆论
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形式，新闻媒体最多、范围最

广、历时最长的保护长江宣传采访活动，也是贯彻党中

央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战略部署的具体行动。希望记者

同志们结合目前西部开发和生态建设等主题，大力宣

传党中央和国家关于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的

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宣传坚持不懈地做好水土保持

工作对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宣传

长江流域各省（市）采取的有力措施，切实抓好水土保

持及“长治”工程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宣传广大干部群

众采取多种形式治山治水，治穷致富的感人事迹。对

人为造成水土流失等违法行为要批评曝光。通过强大

的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形式，切实

把水土保持国策意识和法制观念普及到广大人民群众

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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