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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江海涛

兵团第十二师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现阶段，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持续优化生态环境。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速度持续加快，但水土流失问题也日益严峻，对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生态系统质量等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

缺乏完善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制，会进一步加剧水土流失问题，不利于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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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1.监督力度不够

监督力度不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水土保持监督

管理的效率，是导致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效率低的主要原

因之一，由于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相关的部门不够重视监

督工作，使得在工作中出现许多的问题，特别是对没有

按照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就从事水土保持开发的项目没

有严格审批，让这些项目蒙混过关，这种项目不仅仅使

得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停留于表面形式，更重要的是影响

了生态环境的发展。

1.2.监督制度不健全

出现监督制度不全的情况，主要的原因是对监督制

度不够重视，没有对监督制度有全面系统的认识，直接

导致了建立的制度缺乏时效性和实用性，对水土保持监

督管理工作起不到促进作用，只停留在问题的表面，这

样一来就得不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工作也难以开展。同

时，有关单位犯了只在乎眼前利益却忽视了水土保持监

督管理的问题，没有完全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不注重

监督工作中的细节，阻碍了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的有效实

施，严重影响了对水土流失问题的防护和治理。

1.3.监督技术落后

时代在不断的进步，科学技术也在不断更新和发展，

出现了许多高科技设备，这些设备和技术走进了社会上

的各行各业，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出色的成效。

但是在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并没有充

分地利用现代化的高新技术来开展工作，依然是采取之

前较为传统落后的管理方式，这样不仅仅会阻碍水土保

持监督管理，对资源来说也是一种浪费，消耗了大量的

人力和物力资源，在有限的时间内做不到有效的监督和

管理。

2.加强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的对策

2.1.完善监管制度，实现标准化管理

第一，完善目标责任管理制度与奖惩考核制度。为

调动责任单位的积极性，相关部门需结合地区实际情况，

制定水土保持目标考核管理办法，将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工作列入年度重点工作，依据年度目标确定各个阶段的

工作重点，明确划分主体责任，合理设计考核细则与指

标，定期组织评估考核活动，公开考核结果。对于表现

优异的责任主体要给予表扬，对于表现较差的责任主体

给予批评。第二，完善项目监查制度。相关部门可通过

建立制度对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的流程、方式、频率

等细节性内容进行明确，将分级分类监督检查工作稳步

推行下去，依据监管对象的信用等级、特点等分级监管

市场主体，科学制定监督检查方案，合理控制监查频次，

进一步优化抽查程序，对抽查比例、频率等合理安排，

全面记录抽查结果。

2.2.重视宣传引导，加强社会监督

2.2.1.加大宣传力度

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水土保持监督管

理的重要性，向基层地区及时传递国家对水土保持监督

管理的最新政策与要求，构建由点到面的内部宣传机制。

相关部门可组织类型多样的宣传推广活动，充分利用世

界环境日、世界水日等特殊时间节点，在校园、企业、

施工现场等场所宣传普及水土保持知识，增强全民水土

保持监督管理意识，提升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的社会影响

力。例如，相关部门可充分利用电视、报刊、新媒体等

媒介广泛宣传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

知识，扩大宣传覆盖范围；深入学校组织开展以水土保

持监督管理为主题的宣传活动，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

式生动讲解水土流失的危害，增强中小学生的水土保持

监督管理意识；面向社会组织开展以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为主题的征文、知识竞赛等活动，鼓励市民积极参与。

同时，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可利用在线监管平台对企业的

实际情况进行动态掌握，对于部分企业缺乏良好水土保

持监督管理意识、不了解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相关法律法

规的问题，可开展现场宣讲工作，广泛宣传水土保持监

督管理政策法规，引导各企业充分认识到自身需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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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严格履行水土保持监督管理责任。

2.2.2.加强社会监督

为提高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效果，政府管理部门需充

分重视舆论监督，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站等集中

曝光人为导致的水土流失问题，利用社会舆论督促相关

单位认真落实水土保持方案。在具体实践中，政府相关

管理部门可邀请职能部门、开发建设单位的工作人员以

政风监督员的身份参与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增强其

监督检查的主动性。同时，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拓宽社

会监督途径，向社会公众提供电话、信箱等多种反馈渠

道，鼓励民众举报各类水土保持违法行为，监督评议水

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

2.3.加强水土保持监督管理能力建设，提高执法水平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需从明确

监管机构职责、提高监督执法水平、规范监督检查行为、

加强多部门协作等多方面着手，不断提升水土保持监督

管理能力。

2.3.1.明确监管机构职责。为有效推进水土保持

监督管理工作，相关部门需优化建设基层水土保持

监管机构，对机构的事前审批巡查、事中监督检查及事

后违法查处等职责进行明确；依据区域实际情况，利用

监管计划的形式对监管内容、监管方式、监管频率等进

行明确；配备充足的人员、车辆及其他专业化装备，依

据地区实际情况对水土保持监测站点进行合理布设，高

效、有序地开展监督管理工作，明确监测重点，在数据

库中分类存储监测数据。

2.3.2.提高监督执法水平

相关部门要落实持证上岗制度，认真组织上岗培训

活动；监督执法人员在执法全过程中要落实公正、文明

的要求，进一步提升监督执法能力。在具体实践中，相

关部门要严格落实执法公示制度，及时、规范地公开执

法信息，利用图文、视频等形式全面记录行政执法过程，

做好信息登记、存档工作，并根据时代发展要求，主动

创新监督执法理念和方式，宣传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

法行为。

3.结束语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是一项有难度的工作，它涉及了

许多方面的内容，正因为如此，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常常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得水土保持的监督管理不能

到达一个理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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