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3·

交 流 探 讨农业开发与装备  2021年第10期

加强水土保持生态监测与水土保持监督执法的探析
马 强

（天水市秦州区水务局，甘肃天水  741000）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态环境以及水土保

持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之一。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来讲，水土是人们生存发展的关键，因此加强水土保持

生态监测与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对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

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从水土保持出发，探究在

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应当如何推

动水土保持生态监测以及监督执法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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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生物繁衍生息的基础之一，水土保持生态监测

及监督执法是保证我国水资源充足、避免水土流失进一

步扩大，治理现有水土流失，进而改善社会整体的生态

环境，为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贡献力量的关键环

节。在中国的水土保持过程中，生态监测与监督执法发

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贯彻落实对不同地区的生态

监测及水土保持工作的监督执法，才能够真正保证我国

等生态稳定、保障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1 水土保持生态监测与监督执法

在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水土保持的过程中，生态

监测和监督执法一直是约束社会各方的水土保持行为以

及治理水土流失的关键环节之一。从定义而言，水土保

持生态监测是指相关从业者对涉及到水土保持的数据进

行调查和分析的行为，其主要是从水土流失的角度出

发，将水土流失的发生、发展、有可能出现的危害、相

关损害后果以及如何保持水土等内容进行实地调研和

数据收集、分析、整理[1]。通过水土保持生态监测相关

数据分析，从业者能够针对该地区的水土流失情况进行

分类，并将该地区的水土流失情况、危害和可能发生的

影响及变化趋势制作成相关分析报告，用于有关部门进

行相关决策以及企业发展当中。而水土保持监督执法是

指由专门的监督机构进行监管以及执法的活动，其主体

主要是指人民政府相关行政部门以及其所授权的机构，

其主要从事范围是指针对各类行业生产经营行为所涉及

到的与水土流失防治以及影响防治效果等各类活动有关

的监督检查活动范围，并且针对企业的水土流失情况给

予一定的行政处理和处罚活动[2]。它是从国家的角度出

发，针对目前各行各业出现的水土流失防治不当以及破

坏水土的行为的一种有效惩治手段。

2 水土保持生态监测及监督执法的重要性

2.1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在21世纪初期，中国部分地区为大力建设经济曾一

度出现破坏当地环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进行经济建设

等不良行为。这些行为虽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

是也带来了水土流失严重、当地环境遭到不可再生的破

坏等严重问题，这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建设以及生态文明

发展都有较大的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我国大力提倡

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提倡绿色发展以及生态文明

保护。根据中央的相关政策文件，目前各地的水土保持生

态监测与监督执法能够基本覆盖到地区内的各类生产经营

活动，并且着重对各地区生产经营活动中与水土流失有关

的相关活动进行重点监督，在监督执法活动以及生态监测

中做到以预防为主，以保护优先，加大对于相关活动的审

核，保证当地的生态环境能够与经济协调发展。

2.2 生态文明建设发展

对于国家而言，经济建设是国家的硬实力，是国家

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但与此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作为

国家重要的软实力之一，也是保证国内人民生活幸福安

康、保证人民生活质量的关键环节。正是基于此，本文

认为水土保持生态监测与监督执法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地大物博、地形复杂，跨

越幅度大，部分地区为了保证生产生活出现了毁林、占

用耕地、滥砍滥伐等现象，这都为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

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在生态监测与监督执法越来越

完善的背景下，许多地区都认识到了占用耕地、砍伐植

被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自觉退耕

还林，地区内公民的整体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得到了显

著提升。

2.3 提升人民生活质量

进入21世纪中叶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从发展速

度转变为速度与质量并重，中国人民的消费倾向以及

生活需求有了较大的转变，对于自身的生活质量也有

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加强水土保持生态监测

与监督执法能够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于生态环

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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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加强水土保持生态监测与监督执法

3.1 制度建设

对于水土保持生态监测与监督执法而言，政府部门

的重视力度以及相关制度的健全完善直接关系其生态监

测与监督执法的完善程度。因此，本文认为，从国家层

面出发，应该加强对于水土保持生态监测与监督执法的

制度建设。

首先，政府部门应当从领导到基层工作人员重视起

水土保持生态监测与监督执法对于生态文明发展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并且积极听取专家的相关意见，制

定科学的水土保持生态监测与监督执法规划，对该辖区

内的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以及已发生水土流失的地区进行

重点监测，制定相关的保护计划。其次，政府相关部门

应当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通过加强各部门之间的

联系来完善水土保持的协调机制。该协调机制主要是由

水保部门、环保、农业、林业、财政等不同部门组成，

部门的负责人首先应当有水土保持意识，其次应当做到

积极与其他部门进行联系，将水土保持工作同负责人的

责任落实制度以及绩效制度进行挂钩，并且积极将社会

力量参与到水土保持的生态监测以及监督执法工作当

中。为了保证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工作的有效性，相关执

法部门可以将审查权力具体落实，以此来保证社会上水

土保持监督执法工作的顺利、高效开展。最后，政府部

门应当加强建设水土保持工作的管理制度，特别是水土

保持工作的生态补偿机制。在部分地区生态文明发展的

过程中，为了保证水土不流失势必要对部分地区进行一

定的经济让步，而为了水土保持，该地区人民生产经营

的利益不受损害，政府部门必须要建立健全且完善的生

态补偿机制，特别是对于水源区以及生态文明发展区等

不同区域内的生态补偿机制。

3.2 思想建设

对于水土保持生态监测与监督执法活动而言，思想

建设主要是从政府以及社会两个角度出发。首先，从政

府的角度出发，政府应当积极组织相关部门的培训以及

思想建设。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基层员工都应当积极参

与到水土保持的培训当中，了解水土保持的重要性以及

生态监测执法活动对于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意义，这样才能够真正令相关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当中

积极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内容，才能够真正将生态监测与

监督执法落实到具体政府工作当中。其次，从社会的角

度出发，社会团体以及国家应当加强在社会上的思想宣

传，加强对与水土保持工作、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通

过互联网以及自媒体平台等不同的宣传渠道来宣传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培养公民的生态文明理念。特别是

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微信、广播、电视及微博等不同

的媒体形式都能够成为国家宣传水土保持的重要平台，

而为了加强年轻群体对于水土保持工作的理解以及重视

程度，国家应当从年轻群体的信息接受渠道出发，在社

会上形成较强的水土保持宣传氛围[3]。

3.3 基础设施建设

水土保持生态监测与监督执法工作的基础设施建设

主要是以资金投入为基础，国家应当从以下几个角度出

发，加强对于水土保持工作的基础设施建设。首先，国

家应当积极推进水土保持工作的多渠道投融资机制的建

立，通过国家政策来调动民间资本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到

水土保持工作当中，扩大水土保持工作的群众基础，令

社会群众得到参与感。在此过程中，政府也能够扩大水

土保持工作的资金投入渠道，为基础设施建设打下良好

的资金基础。其次，国家应当从税收出发，完善水土保

持工作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国家应当对水土保持

工作的基础设施建设予以一定的税收减免和税收优惠。

另一方面，国家也应当通过财政补贴以及技术支持等优

惠政策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水土保持工作当中，落实

水土保持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配套资金，保证水土保持

工作的可持续发展。除此之外，在水土保持工作基础设

施建设的过程中，国家应当加强对于基础设施数据化的

建，设打造统一的国家数据管理平台，将各地的水土保

持工作以及水土流失情况以数据信息的形式上传到同一

平台当中，并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科学规划各地不同的

水土保持工作以及相关方案，不断完善我国现有的水土

保持规划体系以及各地的规划体系、标准体系。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基础下，水土保持工

作生态监测与监督执法能够保障社会公众的正常生产、

生活，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以及生活幸福感，对于

中国经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背景下，国

家以及各地政府部门应当积极从制度建设、思想建设以

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角度出发，加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与

监督执法工作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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