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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的水土流失情况正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本世纪初，

沙尘暴频繁的光顾让我们意识到，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性。本文从水土保持工作

的战略目标以及水土保持工作的发展趋势入手，分析了当前我国产生水土流失情

况的一些原因，极其应对方案，深刻的明确了水土保持工作的长久性极其重大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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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国土面积位列世界第三位，用地大物博这一词汇来形容我们的国家，

自古就是不二的选择。然而，我国同时又是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人口数量接近

全球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加之我国有许多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这样一来，

平均分配到每一位公民身上的土地面积就十分有限了，可谓是寸土寸金。这种情

况下，是经受不起水土流失的。况且水土流失还会使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因此，

水土保持的工作刻不容缓！必须被提上日程，成为我国一项持久坚持的战略性目

标。

一、水土保持工作的战略目标

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水土生态环境的破坏绝非一日形成的，同

样，想改变这种现状，也需要假以时日，这是一项长久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行动准则

对于环境的治理，对于水土的保持，最终的受益者，都是人民，所以，在治

理的过程中，也要特别注意以人为本这一行动准则。不能恶意的损害人民的利益，

一味的谋求水土与环境的彻底转变。如果这样，即便扭转了当今水土与环境的局

势，也是毫无意义的，这无异于买椟还珠，丧失了水土保持工作最根本最直接的

目标和意义，使一切的工作流于表面，流于形式。如果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

那么，不如什么都不做。

（二）坚持可持续的发展观

治理水土，虽然不能以人民的利益作为代价，但同样，亦不能为了实现财富

而置环境于不顾。这是一项此消彼长的工作，如何在其中寻求一种平衡，需要我

们深思熟虑。过去，为了谋求发展，一味的向自然索取，过渡的开发才酿成了今

天的结果。所以，我们决不能再重蹈覆辙，要以不破坏环境为前提进行发展，继

而逐渐改善环境，改善水土。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工作的指导，走一条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于水土的治理工作，不能采取“一把抓”的方式，要借鉴经验，但又不能

完全依靠经验，依靠书本，依靠现成的例子，需知，尽信书不如无书。不能以本

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来应对工作。对于我国广袤的国土，山地平原，抑或盆地河流，

不同地形，要以不同的方式去治理，即便相同的地形不同的地区，也要根据当地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寻找出一种合适的方式进行治理，做到对于具体的

情况，以恰当的方式应对之。

二、水土保持工作的发展趋势



水土保持、治理工作的开展，绝对不是靠国家，靠政府颁布相应的法规政策

来实现的，这要靠全民的参与，才能够得以达成和实现。如今，我国在水土改造

和生态平衡方面已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日后依然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取

得这场战役的胜利。

（一）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

环境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保护环境就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

是对我们自身切实有利的事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有效缓解土地压力，为了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国家和政府采取了一种不顾客观规律，不注重对于自然的保护，一味向自然索取

的发展方式，围湖造田，退林还耕。如此一来，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和水土环境

的平衡。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对于能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其中也包括对于木

材的需求。不加节制的过度砍伐，造成了大规模的林地变为荒地，水土严重流失。

如此一来，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和水土环境的平衡。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沙尘暴就

是最好的证明：没有了植被的固定，泥土被轻易的吹到天空；没有森林的阻挡，

风沙的脚步就遍布大江南北。大概也正是因为这样，国家和政府才开始真正的重

视水土问题的重要性。

水土保持的工作与我们每个人也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很多人觉得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这种思想是大错特错的，应对人民进行教育，从自身做起，转变观

念以及生活习惯，尤其对于林区、牧区的人民来说，让其了解什么样的行为会对

环境、对水土造成破坏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土流失的

问题。

（二）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当一个社会逐渐发展，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之后，其生产力也必须有所提高，

并与之相匹配，落后的生产力显然是会出现问题的。

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活方式向来以游牧为主：牧民们以一种粗放的方式进行放

牧，让动物在草原上自由的啃食青草，等到一片草场被动物消耗殆尽以后，牧民

们便迁徙到下一片草场，继续重复相同的生活。可见这是一种几位落后的生产方

式，显然与现代文明的社会是格格不入的。而且过度的放牧会导致植被越来越稀

少，植被对地面土壤的固定能力下降，土壤很容易随着雨水被冲走，流入江河中。

随着土壤的逐渐减少，植被的生长能力也逐渐减弱，周而复始，形成了恶性循环，

久而久之，便造成了土地的荒漠化。流入水中的泥沙又会对水源造成污染，并且

形成河道的淤积，每当遭遇洪水之时，这些淤积就变成了严重的潜在危险。

由此看来，落后的农业生产成为了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的最大绊脚石。尤其对

于粗放型的畜牧业来说，一定要有所改变，要做到科学的规划与管理，不能采取

一种放任的态度。对于破坏的草场，要进行维护，恢复其往日的生机。而对于牧

民，也要改变游牧的方式，定点放牧，同时又要积极的恢复植被。

三、小结

水土保持工作是我国目前一项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影

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的优劣。因此，我们更要对其予以重视，从方方

面面配合国家、政府做好这项工作，而受益者亦是我们自身。只有全民参与并行

动起来，才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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