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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关区水土保持执法工作探究

朱进

毕节市七星关区水土保持监测中心　贵州　毕节　551700

摘要：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根本，以经济结构调整、开发特色产业为关键。

因此，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刻不容缓，新水土保持法的实施实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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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的实施，再借着胡锦涛同志

打造毕节试验区的东风，七星关区近二十年来的发展突飞猛

进，人民群众享受到了发展带来的红利 ---- 杭瑞高速、夏

蓉高速等多条高速公路的开通；飞雄机场和城贵高铁的开通

运营；夹岩水利枢纽工程、龙官桥水库等工程的完工；欣欣

向荣的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以及由基础设施建设带了水泥

厂、沙厂、石材厂等建材市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类

基础设施建设都为七星关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我们的城市在不断发展与建

设的同时，也会对城市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破坏，造成人为

的水土流失。在各类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废土废渣，如不加以

妥善处置，极易产生严重的水土流失，泥沙流入河道，造成

河道淤积和河床抬高，影响城市道路、排水等设施的正常运

行，进一步加剧了城市水土的流失，严重影响了城市生态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水土保持执法工作任重而道远，加

强执法工作力度刻不容缓。

近年来，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遇和前景，各级各部

门力抓基础建设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吸引了大批的外来投

资者来我区投资，使我区工业化程度大大提高，经济建设得

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这些成绩的取得在某种程度上

是建立在生态破坏及水土流失的基础上得来的。由于我区是

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各类开发建设项目的建设大大加剧了我

区石漠化、荒漠化的进一步形成，给资源环境带来不可挽回

的生态损失。因此，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刻不容缓，新水土保

持法的实施实势在必行，然而由于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新

水土保持法的贯彻落实需要各级各部门和我区一线水土保

持执法人员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

一、影晌水土保持执法的因素

1、水土保持监督执法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它还关

系到国家和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多个方面因素，水

保执法需要得到上级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2、各类开发和生产建设项目业主及群众的水土保持观

念淡薄。很多企业法人和群众的法律观念淡薄，不注重水土

资源和环境的保护，重开发轻治理，注重经济效益忽视社会

效益，不主动配合执法部门的工作，给执法工作带来极大地

困难。

3、执法经费不足，人手不够。我区水土保持一线执法

人员就 3 人左右，既要执法，又要负责宣传。由于企业、群

众等社会群体的不配合，这样大大地加大了执法人员的工作

难度。加之近十年来我区开发建设项目数量急剧上升，违

法企业增加，工作量加大，使得执法工作开展起来很举步维

艰。人员及经费都十分紧张，比如到距离城区 100 多公里的

镇（乡）（比如田坎乡、龙场营镇等）开展执法工作，来回

6 小时的车程，执法人员也只有 30 元 / 天的出差费，连基本

生活费都解决不了。

二、新水土保持法实施后，我区的水土保持执法
工作继往开来，攻坚克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
新成绩，主要做法如下：

1、自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年 12

月 25 日修订，2011 年 3 月 1 日实施）以来，贵州省出台了《贵

州省水土保持条例》以及一系列的水土保持监督执法政策规

范。我区水保办领导经过向区政府相关领导多次反复的汇报

后，区政府对我区水土保持执法工作极为重视，并且下发了

由发改、国土、环保、安监、水保等十多家单位联合执法的

文件，基本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基础，地方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相配套的执法体系，为我区的水土保持执法工

作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

2、为了给新水土保持法在我区的贯彻落实提供保障，

规范我们一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对项目业主进行有效的

宣传和维护水土保持执法的权威性，我办聘请了苯方律师事

务所的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对拒不履行水土保持法相关责任

的项目业主进行上门法律宣传和处罚文书的下达，见到律师

的项目业主对水土保持执法工作就越来越心生敬畏，水保执

法工作的开展就越来越得到项目业主的支持和配合了。

3、加强监督执法制度建设，提高执法水平和能力。根

据上级部门要求，我区积极推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督察

制度，坚持常规检查和专项行动相结合的原则，对违反水土

保持法的项目进行督察并下发执法检查通知，指令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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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完善相关水土保持手续。我们的执法人员通过工作中的学

习和实践不断提高自身执法能力，一是要严格我们的工作成

果，对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报批到验收过程严格把关 ; 二

是提高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要进一步加强

执法队伍建设，强化监督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及经验交流，

提高执法单位的技术装备水平，按照统一着装和执法装备的

要求，加强水保执法队伍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坚决查处违

法违规的典型案件，真正做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努力建

设一支规范、专业的高素质社会水土保持执法和监督管理队

伍。我区的水土保持执法工作成效得到了省水利厅、水保处

和市水保办的认可，我作为水保办分管水土保持执法的副主

任，2017 年、2018 年多次在全省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就我

区的水土保持执法工作成效作了经验交流发言，得到了兄弟

县市同仁们的认可。

4、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执法水平。我们

在加强执法机构建设的同时，围绕执法队伍的能力、作风建

设等方面对执法工作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使执法人员的执法

水平不断提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执法人员每一年都以不同形式参加各类法律法规培训

学校，加强我们执法人员自身的法律法规理论学习，依法行

政、文明执法、人性化执法是我们的行动准则。

5、进一步健全水土保持监督执法保障体系，" 预防为主，

保护优先 " 的方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结合新形势、新

情况灵活运用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武装我们的执法队伍，作为

第一线的执法人员，要对项目业主不定期加强法律法规的宣

传指导，同时对开发建设单位不履行法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等行为依法追究责任。

6、加强宣传，唤起全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忧患意识。我

们通过水土保持宣传进党校、进校园、进社区等方法，通过

对地方行政领导人员党校培训宣传、向开发建设单位领导进

行宣传，增强其水土保持法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感，通过新闻

媒体、广场、公园、展板等摆摊设点向群众宣传，增强公众

参与意识。充分发挥执法机构的执法职能和公众的外部监

督、企业的内部监督作用，由内到外形成一个牢固的监督体

系，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保护水土资源、生态环境和全

民监督违法行为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水土执法工作继往开来，成绩显著

自 2011 年 3 月 1 日新水土保持法实施以来，我区水土

保持执法工作开展情况越来越好，到 2020 年底，开展执法

检查 1600 多次，督促开发建设和生产建设项目编报水土保

持方案 1000 多个，已批复水保方案 600 多个，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 300 多个，查处或督促整改 120 余起违法事件，征收

水土保持补偿费 3000 多万元（2011 年以前每一年征收水土

保持补偿费 5 万元 --20 万元左右，现在每一年水土保持补

偿费征收在 500 万元以上，其中 2016 年达到 850 万元）。

通过上级领导部门、我区水保办领导和执法人员的共同努

力，现在我区水土保持执法工作已经步入正轨，项目业主

大部分能自觉履行水土保持法的相关条款，主动上门咨询

水土保持相关业务的开发建设项目业主越来越多，在环境

保护大环境的影响下，我区未来的水土保持执法道路会越

来越顺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的水土保持执法队伍

应以开发建设项目监督管理为突破口，督项目业主认真落实

" 三同时 " 制度。通过对我区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

审批、补偿费征收、执法监督，加强监督执法的规范化、制

度化建设。树立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道德理念，提高水保执法影响力，增强开发建设单位

水保意识，认真贯彻水土保持执法确定的 " 预防为主，保护

优先 " 的原则，从根本上遏制人为水土流失的发生。

总之，水土保持执法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一线

水保执法人员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我区的水土保持执法

工作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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