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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蒙阴县委 、县政府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和 “两工”逐步取消的形势要求 , 从加快本县农村经济建设出发 , 把发展

民营水土保持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生态先进县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 积极探

索 , 创新机制 ,激活民间资本投入水保生态建设 ,走出了一条民营水保发展的新路子。介绍了发展民营水保的具体做法

和经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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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阴县地处山东省东南部的沂蒙山区腹地 , 是个典型的山

区县和革命老区县。全县 11个乡镇 、 53万人 , 总面积 1 605

km2 ,境内山岭众多 、沟壑纵横 ,山地丘陵面积占总面积的 94%,

水土流失面积达 1 231.5km2 ,占全县总面积的 76.7%。严重的

水土流失导致土地瘠薄 ,水库 、塘坝等水利水保设施因淤积而

功能降低 , 自然灾害频发 , 生产力下降 , 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

展。近年来 , 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与帮助下 , 县委 、县政府高

度重视水土保持工作 ,把保持水土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

行动 、作为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工作来对待 , 认真抓了

生态农业 、机制创新 、预防监督和精品小流域建设等大事。 适

应农村税费改革和 “两工”逐步取消的形势要求 , 我们尊重群众

的首创精神 , 积极探索 ,创新机制 ,激活民间资本投入水保生态

建设 , 走出了一条发展民营水保的新路子 , 带动了各项水保工

作的开展 , 使全县水保生态建设进入了发展速度快 、治理标准

高 、建设质量好 、综合效益佳的时期。目前我县已治理小流域

29条 , 总面积 611 km2 , 2004年项目区内农民人均纯收入 3 781

元 , 较全县平均水平高出 21%, 初步形成了山清水秀 、林茂粮

丰 、群众增收的良好局面。我们的具体做法如下。

1　实行拍卖承包和无偿赠送相结合 ,推进 “四荒”治理开发

我县 “四荒”面积大 , 仅荒山就有 24 133 hm2 , 植被稀疏 , 水

土流失严重 , 过去治理进展缓慢 , 其主要原因:一是没有明确的

政策规定 , 群众怕变的顾虑很重 , 不敢大胆投入 , 短期行为突

出;二是荒山多为远山 、瘦山 , 造林成活率低 、治理难度大 、效益

低 , 影响了群众投入的积极性 , 有的荒山几易其主 、几度开发还

年年栽树不见树。针对存在的问题 , 我县制定了鼓励 “四荒”开

发的政策 , 坚持从实际出发 , 不拘泥于形式 , 不搞一刀切 , 哪种

方式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有利于加快水土流失治理 , 就

采取哪种方式。按照各村现有 “四荒 ”的多少 、治理难易程度 、

预期效益大小 、交通条件等因素 , 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如下 3种

主要治理模式。

(1)实行拍卖承包开发 。对于见效较快 、群众有一定开发

积极性的荒山 、荒滩 , 实行公开拍卖承包 , 承包期一律在 30年

以上 ,有的达 50年 ,并允许继承和转让。坚持谁承包 、谁投资 、

谁治理 、谁受益 , 对开发成果依法给予保护 , 这就使投资治理者

吃上了 “定心丸” 。全县拍卖承包荒山 8 666.66 hm2 ,全部按照

水土保持有关标准进行了治理 , 其中承包 “四荒”面积在 10 hm2

以上的大户达 180个 ,承包面积 3 000 hm2。岱崮镇桃树良村伊

永成通过竞争承包荒山 10 hm2 ,投入资金 10万余元修梯田 、筑

路 、打井并栽植果树 1万株 , 年收入达 5万多元 , 成为荒山治理

开发的带头人。

(2)推行无偿赠送开发。对于开发难度大 、无人愿买 、长期

闲置的远山 、瘦山 , 在签订治理责任书 、明确治理期限和标准

后 ,以零价格直接赠送给有条件的村民开发。对于其中特别难

治理的荒山 ,采取 “肥瘦搭配”的方式进行赠送 , 把邻近的部分

山岭地连同荒山一同送给群众治理开发 , 或者将瘦山送给相邻

的承包大户 ,由他们一并开发治理 , 这样就使大量拍卖不出去

的荒山落实了治理责任。全县已赠送荒山 5 333.33 hm2 , 其中

70%已经达到林地的治理标准 , 实现了以乔木为主的林木覆

盖 ,植被茂密 , 保持水土的能力大大提高。 野店镇东梭庄村村

民伊永旺兄妹 8人成立了 “伊氏集团” ,采取股份制联合购买荒

山 100 hm2 , 村里又把 40hm2难以开发的瘦山赠送给他们开发 ,

目前他们已投入资金 150万元 , 发展经济林 24.66 hm2 , 营造水

保林 70.66 hm2 , 建水利水保工程 19处 , 并建立了波尔山羊繁

育养殖基地 , 使 140 hm2的荒山变成了山清水秀 、综合效益显

著的生态农业开发区。

(3)鼓励企业和城镇居民搞开发。对于一些治理规模大 、

投资多 、技术要求高的荒山 、荒滩 , 鼓励工商企业和个人投资开

发。曹庄煤矿是我县的骨干企业之一 ,为拓宽非煤产业发展路

子 ,采取企业协调 、职工入股 、承包经营的方式 ,在旧寨 、联城等

乡镇购买荒山 330多 hm2 , 投资 380万元 , 通过栽植经济林和水

保林建设生态农业旅游区。 蒙阴福源酒业有限公司先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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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乡镇购买 “四荒” 100 hm2 , 投资 190万元 , 栽植速生杨 80

hm2和蜜桃等果树 20hm2。据统计 ,全县工商业户 、机关干部等

城镇居民参与 “四荒”治理开发的已达 1 059人 ,投资额达 3 100

万元 , 承包治理开发面积 1 466.66 hm2。

2　推行水利水保产权制度改革 ,调动民间资金投入水保生态

建设

　　我县降水量少 , 降水时空分布不均 , 常年有 6 ～ 9个月缺

水 , 过去就有 “十年九旱 , 靠天吃饭”的说法 ,旱季许多地方林木

无法正常生长 , 而雨季又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近年来 , 我们

把水利水保基本建设作为农业发展的命脉来抓 , 坚持不懈地组

织群众治山治水 , 尽管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 但与群众生产和生

态改善的巨大需求相比 , 现有工程的保障能力仍然有很大差

距。究其原因 , 主要是原来集体建 、集体管的 “大锅水”机制 , 存

在权责不明 、产权不清 、利益分配不均的弊端 , 已很不适应市场

经济发展的要求 , 相当一部分水利水保设施特别是小型工程长

期得不到维修管护 , 老化 、退化 、失修严重 , 有的甚至遭到不同

程度的破坏。为寻找一条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发展路子 ,

我们在总结少数群众自发建设小型拦蓄工程经验的基础上 , 以

小型水利设施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 , 以建立 “明确所有权 , 搞

活使用权 , 放开建设权”为改革的主要内容 , 以农民投入为主要

渠道 , 大力兴办各类民营水利水保工程。 县委 、县政府先后出

台了《关于加快民营水利水保发展的意见》、《关于鼓励发展民

营水利水保的政策规定》以及《对民营水利水保工程贷款给予

贴息的办法》等文件 , 明确了发展民营水利水保工程的政策规

定:一是对原有水利水保设施实行公开拍卖和租赁。对原先由

集体兴建的小型水利水保设施 ,根据工程造价和开发价值的大

小合理作价 , 公开竞标拍卖 , 拍卖后给予确权 ,可以继承 、转让 ,

允许对外提供有偿服务 ,这就调动了群众购买水利水保设施的

积极性。全县已累计拍卖小型水利水保设施 2 200处 , 收回资

金 9 600万元。对不宜拍卖的大中型工程 , 在所有权不变的情

况下 , 采取租赁 、承包的形式搞活经营使用权 , 在合同期内由经

营者自主管理 、维护和使用 , 经营者投资建设的配套设施及其

收益归经营者所有。二是按照 “谁建设 , 谁所有 , 谁受益 ”的原

则 , 放开水利水保工程建设权。 规定所有水利水保工程项目 ,

只要符合水土保持规划 ,办理必要的审批手续 , 都可以民建 、民

有 、民营。由于政策对路 , 因此调动了群众建设的积极性。 孟

良崮下的垛庄镇横山后村 , 部分群众共同投资兴建了 56个塘

坝和蓄水池 ,增加蓄水量 7 300m3 , 解决了果园灌溉问题。近几

年 , 全县农民自发投入 1.2亿元新建水保工程 6 700处。

3　创建农业经济合作社 ,提高民营水保发展的组织化水平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 , 水保工作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新

问题 , 主要是:税费改革后村集体收入减少 , 且存在利益不直

接 、受益不均的问题 , “统”起来搞水土保持的功能弱化;农户分

散经营 、土地零散 , 一家一户力量单薄 , 各行其是 , 很不适应整

个流域连片治理的需要。针对存在的问题 , 我们在继续搞好

“四荒”治理开发和水利水保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 , 从完善农村

经济运行机制入手 , 积极探索建立和依靠农业经济合作社搞好

水土保持的路子。建立合作社的主要做法是:“政府引导 , 能人

牵头 ,双向选择 , 自愿组合”, 有的以居住相邻为纽带 ,有的以地

块相邻为纽带 ,有的以致富项目为纽带 ,通过推荐 、自荐产生牵

头人 ,由牵头人和农户之间相互选择 , 自愿结为合作社。 每个

行政村一般有 2个以上合作社 , 1个合作社少则十几户 , 多则几

十户 、上百户 , 社内成员之间可以互换土地;1个合作社的土地

集中成 1 ～ 2个大片 , 为连片开发治理打下了基础。全县有 9.6

万户农民自愿组建了 1 800个农业经济合作社 , 占全县农户总

数的 68%。我们把合作社作为推动民营水保发展的新的强大

力量 ,积极引导他们发挥自身优势投入水保生态建设。

一是鼓励合作社建设水保工程。入社群众地块相连 , 利益

一致 ,以合作社为单位兴建工程 , 家家投资 , 户户受益 , 而且账

目及时公布 ,资金使用效率高 ,花多少钱办多少事 , 群众心里明

白 ,因此能极大地调动群众投入搞建设的积极性 , 实现了由 “要

我干”向 “我要干”的转变 , 各合作社都纷纷大搞农业基本建设。

野店镇南晏子村 6个合作社 , 投资 21万元 , 使用挖掘机大干一

冬春 ,整修出水平梯田 40多 hm2 , 全部达到水保治理标准 , 无论

是投资还是治理规模都相当于过去 10多年的总量。 截至目

前 ,全县的合作社累计投资 6 500万元 , 建设水利水保工程

4 074处 , 显著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二是支持合作社发展林果业。 合作社成立后 , 入社群众通

过自愿互换 ,将原来分散在七八处的土地集中为每户 1 ～ 2个

大片 , 1个合作社内所有农户的土地连成 1 ～ 2个大片 ,使连片

种植 、规模经营 、优化结构成为可能。有了合作社作为依托 ,入

社群众发展的胆子大了 、思路宽了 、劲头足了 , 促进了投资大 、

风险大 、收益高的林果业发展。蒙阴镇熊家万村人均只有 0.04

hm2山坡地 ,是个典型的库区村 , 原来全村没有任何经济林 , 建

立合作社后各社很快就发展蜜桃 17.33 hm2。联城乡许家沟村

张兆军是个果树技术员 , 过去因为自己发展林果不成规模 , 想

发展但没办法 ,成立农业经济合作社后 ,每户土地集中成大片 ,

在他的带动和指导下 , 全村新发展果园 26.66 hm2。目前 , 全县

的合作社共栽植果树和生态林 290万株 , 使 49.33 km2的山岭

得到了绿化。

三是促进了水保项目的实施。 成立合作社之前 ,水保项目

的具体组织实施是由村两委负责的。由于各村班子情况不同 ,

有的软弱涣散 ,有的凝聚力 、号召力差 , 项目建设速度慢 、效果

差 ,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成立合作社后 , 虽然村两委仍然负责

协调工作 ,但组织施工全部由合作社负责。由水保部门与项目

涉及到的合作社签订严格的项目管理合同 , 将资金直接拨给合

作社。有限的项目资金到了合作社后 , 能够起到 “引子 ”的作

用 ,带动群众投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资金 , 而且全部是自己出

工 ,减少了开支。项目落实过程中 , 水保部门只负责规划设计 、

技术指导和检查验收 , 具体施工全部由合作社自行组织。由于

是 “自己建自己用” ,故群众能自觉地严把质量关 , 建成了一批

批 “精品工程” 。双河峪村位于中央专项资金水保生态建设项

目区内 , 成立合作社后 , 群众自觉投入 15万元 , 户均投资在

1 500元以上 , 新修水平梯田 80 hm2 ,全部种植了经济林。野店

镇流域治理项目区中的北坪村飞跃一社 , 建能蓄水 27万 m3的

水库 1座 , 总投资 32万元 , 我们为该社提供了 5万元的补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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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 其余部分全部是群众自愿投入 , 户均投入资金 2 800元 , 投

工 210个。

4　几点体会

经过近几年的探索与实践 , 我们对发展民营水土保持有了

一些新的体会和认识:

(1)发展民营水保 ,能够解决传统水土保持工作面临的资

金难 、管护难和受益难的 “三难”问题。政府投入的资金十分有

限 , 民间资金潜力无穷 , 放宽政策 , 敞开闸门 , 把民间资金引入

水土保持领域 , 能够发挥农户的投资主体作用 , 解决资金投入

问题。近 3年来 , 我县投入水土保持的民间资金达 2.5亿元 ,

是政府投资的 13.5倍。由于坚持 “谁建谁有谁受益”的原则 ,

农户拥有所有权 、使用权和经营权 , 受利益的驱动 , 群众自觉加

强了管护和经营。 3年来 , 全县民营水利水保工程的经营收入

达 3 000万元 , 以此为基础滚动发展 ,又新建工程 1 639处。

(2)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 有利于民营水保的深入发展。

建立农业经济合作社 , 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 起到了凝聚

民心 、汇聚民智 、积聚民力的作用 ,为建设水土保持工程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近 3年来 , 我县以合作社为单位投入水土保持的

资金达 1.8亿元 ,户均 1 900元。合作社建设水保项目后 ,都依

托水保工程实施了致富项目 ,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3)发展民营水保 , 必须强化管理 , 防止造成新的水土流

失。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技术性 , 不能因为是

民间投资就放松管理甚至放任自流。我县所有民营水保项目

全部实行了规划审批 、标准监管 , 对重点工程建档立卡 、跟踪管

理 ,对项目建设全过程进行监督 , 特别是严防个别人打着水保

的旗号乱开垦。与此同时 ,我们加强了对民营水保工程投资者

权益的保护 ,严禁任何单位 、任何人向他们乱摊派 、乱收费 , 并

且严厉查处对民营水保工程的破坏行为 , 让投资者安心发展。

(4)发展民营水保 ,必须加强扶持引导 ,确保工程质量。为

进一步调动民营水保建设的积极性 , 我们制定了 “两免费一奖

励”办法 , 2年来免费为 3 200处水保工程提供了规划设计和技

术指导服务 ,为 800处水保工程兑现了 “以奖代补”资金 625万

元。在服务过程中 , 我们坚持分类指导 ,努力引导群众提高治

理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在山地采取 “山顶防护林戴帽 , 山坡经

济林缠腰 ,山下小平原成片 , 山间小塘坝成串”的小流域开发治

理模式;在砂石丘陵区采取 “变荒为耕 , 变零为整 , `三保 ' 梯田

成片 ,路渠树木相连”的土地资源综合开发治理模式。在工程

布局上 ,做到上下游兼顾 、长短线结合 、抗旱与防涝并举 、开源

与节流并重;在区域性项目建设上 ,实行 “山 、水 、林 、田 、路 、渠 、

电”统一规划 、综合配套治理。特别是在小流域综合治理开发

上 ,以治理荒山荒坡和沟壑为重点 ,以缓坡改梯 、陡坡退耕还林

还草为突破口 ,大力营造水土保持林 , 修建拦 、截 、蓄等水利水

保工程 ,实现了 “山变青 ,水变绿”的目标。

[作者简介 ] 李万来(1962-),男 , 山东蒙阴县人 , 工程师 , 从事

水土保持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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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泉县京津风沙源区的水土保持生态建设
杨海燕 ,潘久明

(平泉县水务局 ,河北 平泉 06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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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平泉县把京津风沙源区治理工程作为改善生态环境 、发展县域经济的战略举措来抓 , 7年来共完成了 24条小

流域 、135 km2水土流失面积的综合治理 ,已探索出成功的治理模式 ,县域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介绍了成功的做法与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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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上植树种草保水土 ,坡地退耕还林调结构 , 川地节水灌

溉增效益 , 沟川闸沟筑坝护堤岸 ,远山封禁治理搞修复”, 这是

平泉县连续 7年实施京津风沙源区治理工程 , 加大水土保持生

态建设力度探索出的成功的治理模式。

平泉县是河北省东北部冀辽蒙 3省交界处的农业大县 , 是

京津地区的风沙屏障区和水源涵养地 , 搞好水土保持生态建

设 , 不仅是平泉县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 而且是保障京津地区生

态安全的大事。平泉县总面积 3 308km2 ,其中水土流失和沙化

土地面积 1 600km2 , 严重的水土流失制约着县域经济和社会的

发展。自 2000年以来 , 平泉县把京津风沙源区治理工程作为改

善生态环境 、发展县域经济的战略举措来抓 ,按照 “改善生态保

产业 ,产业发展促生态 ”的总体思路 , 以小流域为单元 , 共投资

4 290万元 、投工 213万个 , 完成了 24条小流域综合治理 , 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 135km2 ,全县形成了 10个 667 hm2(万亩)、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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