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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5年4月，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平顺县留村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开发典型 f刘黎平摄)

1 996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视察平顺县西沟村时

亲手栽下一棵柏树，并勉励全县干部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尽快绿化荒山 I池茂花摄)

1 994年1月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吕梁地区

充分肯定了当地拍卖“四荒”地使用权的做法

出“卖掉的是使用权．得到的是农民洽山治j

积极性”。图为江总书记在临县向干部群众。

“四荒”地拍卖和治理情况 (刘黎平扫



篚

1 995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视

察清徐县自石沟高效小流域

(李贵山摄}

1 997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温

家宝在吕梁地区考察拍卖“四荒”地使用

权和小流域治理开发情况

(武勇摄)

1 988年9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

视察隰县王翠新承包治理的小流域



90年代中期全省大力推广的径流水土保持林整地工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灵石县把光山秃岭的翠蜂山治理开发成

供人们游览参观的山顶公园

昔阳县大寨建设的高标准农田

河曲县曲峪村新貌



河曲县曲峪

村原党支部书记

王海元在治山治

承工地上

蔫藩．：0■：、

户包治理小流域创始人河益县苗混瞒和他

承包治理的新尧沟

中阳县刘家坪村召开拍卖“四荒”大会

f康继荣摄)

离石市王家沟小流域综合治理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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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5年，山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中科院

地理研究所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理系合作进行的

科研项目开始实施。图为中，加科研人员在晋西作

野外调查 (阎志生摄)

1 992年10月，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的3923项

目开工典礼大会在离石举行

1 996年，世行官员伏格乐等在偏关县验收由世

界银行贷款资助的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

中阳县张子山治沟骨干坝 9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省大力推广的人宇阐节水工程



989年+郭裕怀副省长(左5)带领省直有关单 省水利厅厅长赵生荣(中)深八汾河水库上游地

位领导检查省级重点汾河水库上游综合治理 区调查研究 冯九梁摄

国家重点治理区三JII河流域综台治理成效显著

国家重点治理区永定河上游浑源县大

面积造林绿化景观

水保监督执法人员现场查处人为水土

流失案件
(注图片除署名者外均为李志恒摄



序， 言

山西省总面积15．68万平方公里，其中80％是山区丘陵，有近70％的面积水

土流失严重。保持人类赖以生存的水和土，合理开发利用宝贵的水土资源，对于改

善山西生态环境，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兴晋富民，至关重要。在世纪之交的当今，人

口剧增，耕地锐减，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不少有识专家指出，保护和改善地球生态环

境，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已成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事业。党中央高瞻远瞩，江泽民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提出大抓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j建设生态农业，再造一个壮

丽秀美的新山河。实施这项伟大的新世纪工程，为水保战线提出了更加繁重而紧

迫的治理任务o 一， 。

?：
、

纵观新中国建立近50年的山西水土保持工作，全省人民在治山治水的斗争

中，于各个时期都创造了极具时代气息的新经验。一是坚持治理开发的综合性。

水土保持是一门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客观上要求治理的综合性。

半个世纪治理目的确保实现三大效益，即改善生态环境的生态效益，为大江大河拦

泥减灾的社会效益，为当地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经济效益。三大效益相辅相成，互

为因果。在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水保工作仍须坚持以经济效益为

中心，寓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于经济效益之中，三大效益共同发展。在治理开发上，

始终强调工程措施、植物措施、耕作措施相结合，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合理布

局。即使是植物措施一项，水保部门也坚持其综合性，既抓乔木也抓灌木，还抓种

革养畜；既抓干果也抓鲜果，还抓加工增值，发展小流域经济。从空间来说，坚持

山、水、田、林、路、房、梁、峁、坡、沟、滩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工程措施坚持坡沟兼

治，建设基本农田，既修梯田、坝地、滩地，也搞山地微灌及坝地、滩地变水地，坚持

因地制宜的综合性。二是坚持典型引路。山西是全国著名的老区之一，党在农村

工作中形成的培养典型、以点示范全面推动工作的方法，水保部门继承了这一优良

传统o 50年代树立阳高县大泉山治理和离山县水土保持规划的典型，60年代树立

昔阳县大寨大队治山治水三战狼窝掌建设大寨田的典型，70年代树立的河曲县曲

峪大队被誉为黄河岸边的一颗明珠，80年代树立以户承包治理小流域带头人苗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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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90年代树立吕梁地区拍卖“四荒”地使用权治理小流域典型，都折射出了时代

的光辉，代表了前进的方向，推动了整个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三是坚持水保工作

的开放性。先有思想解放，才有工作开放。山西省早在1925年就在东南部的沁

源、西中部的方山、西北部的宁武县东寨，由美国专家和中国教授进行指导与管理，

建立了全国较早的3个水土流失实验区。50年代苏联一些知名专家，不断来省指

导工作，总结当地农民防治水土流失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水保战线的科技人员

先一步走出国门，同加拿大等国进行水保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引进了先进技

术，培养了人才，在太原召开了国际性的水保学术会议。在引进外资进行水保综合

治理开发方面，先后引进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银行贷款两个项目，项目执行情况

良好。
‘ 。一

为全面记述本省水保工作发展历程、阶段特点、成败经验，《山西水土保持志》

编纂委员会在水利厅领导的精心组织下，于1997年初组织水保战线离退休和在职

专家、领导、科技人员，老中青结合，共有34人参加修志工作。首先在省史志办公

室指导下拟订了水保志编写大纲和编写规定，然后将各章节的编写任务、完稿时间

落实到人，写出初稿后几经编委修改、补充、调整，打印成册，最后聘请专家、学者审

核、修改、考证定稿。众手成书的《山西水土保持志》，内容全面，篇幅宏大，全面系

统地记述了山西水土流失、治理方略、防治技术措施、重点治理开发项目、科技与教

育、投入与效益、国际交流与合作、水保机构、先进集体与个人等情况，共有10篇

26章60余万字。编纂《山西水土保持志》，客观地记录历史，引思成败得失，以期
社会各界更多地了解和关心山西水保发展趋势，以供水保战线广大职工在再造秀

美山川的伟大斗争中，以史为鉴，作出更大的贡献。以供科研院校和社会有关方面

的专家、学者研究参考。

范 堆相

199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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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是资料性著述，对选编的水保资料，广采精取，选择反映山西水保事业

本质的资料，分类编排、编写而成。其作用在于记述历史，总结经验，为资政决策提

供参考o ‘：
‘。

二、本志编写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事必有本，言必有据，去伪存真，去虚

取实，尽力做到文风朴实，语言准确，内容翔实，具有地方特色和专业特点o

三、本志横排门类，纵述始末，力求横不断项，纵不断线，详今略古。上限到有

资料可考年代，下限至1997年底。本志分篇、章、节，节下分一、(一)、1、(1)4个档

次编排。凡大事要事，以时间先后为序，将事物产生、发展、结果如实记述，毋加褒

贬，寓意于文，寓理于事，寓评于记o

四、获得省科技一等奖、国家二等奖的前两名科技工作者，省劳动模范，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授级高工、省青年优秀专家j立传或简介。先进人物、先进集

体单位列名录。

五、名称、纪年、数字、计量单位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各章节前后一致。

历史上的地名、机构、职务、职业等名称，以所记事情的当时名称为准。称谓直

书其名，不加颂扬和贬义之词o ．，二 ．

一

．。

纪年，1949年前用历史纪年，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一律以

公元纪年。
’。+ ‘

凡可用阿拉伯数字且又得体的地方，均用阿拉伯数字o 4位以上数字，采用3

位分节法，节与节之间空开半个阿拉伯数字位置o 5位以上数字，尾数多零的，用

万、亿作单位。农历和辛亥革命以前历史纪年月日用汉语数字。

历史上使用过的计量单位，不便换算而使用得体者，仍用旧计量单位。

引原文加引号，转述大意不加引号，注明出处o ．．

采用夹注注释o

六、用国家公布的简化汉字，现代汉语书面语言，规范的标点符号。

七、采用第三人称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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