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 西 省 水 土 保 持 条 例
(⒛13年 7月 笳 日陕西省第十二属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规  划

第三章 预  防

第四章 治  理

第五章 监测和监督

笫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章 总  则

第-条 为了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 ,倮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减轻水、旱、风沙灾害,玫善生

态环境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倮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及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 ,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水土保持活动或者从事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生产建设等活动的单位和+X,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水土保持工作实行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科

学管理、注重效益的方针 ,坚持谁开发利用资源谁负责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负责治理和补偿的

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水土倮持工作协调机制,研究解决水土保持工作的

重大问题 ,将水土保持工作纳人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证水土倮持专项资金和工作经

费 ,组织实施水土保持规划确定的任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和完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责任制 ,将水土保持工作纳人目标责任考核

体系 ,对所晟部门、下一级人民政府水土倮持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奖惩。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水土保持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林业、

扶贫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有关的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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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水土倮持工作机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群众性科技

组织,开展水土倮持科学研究、试验示范和技术推广、培训、指导、服务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参与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在资

金、技术、税收等方面予以挟持 ,保障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参与人的合法杈益。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水土倮持宣传和教育工作 ,普及水土倮持科学

知识,增强公众的水土倮持意识。

新闻媒体应当做好水土倮持的公益性宣传 ,中、小学校应当将水土保持基本知识纳人教育内

容。

第九条 单位和个人有保护水土资源、维护水土倮持设施的义务 ,有权举报破坏水土资源和水

土保持设施的行为。

水行政主管部门收到举报后 ,应当及时查处 ,并将查处情况向举报人反馈。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水土倮持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 划

第十-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本省水土流失调查。水土流失调查包括水土流失的分

布、类型、面积、成因、危窨及变化趋势、防治情况及其效益等内容 ,调查结果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后向社会公告。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据水土流矢调查结果划定并公告本行政区域的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林草覆盖率百分之四十以上、土壤侵蚀轻度以下以及江河源头区、水源涵养区、饮用水水源区、

基本农田倮护区等水土流失潜在危险较大的区域 ,划定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林草覆盖率百分之四十以下、土壤侵蚀中度以上以及人口密度较大 ,自 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

脆弱,水旱风沙灾害严重 ,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等水土流失严重的区域 ,划定为水土流

失重点治理区。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水土倮持规划,跨区域或者流域的水

土倮持规划由其共同的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流域管理机构编制,报本级人民政府

或者其授权的部门批准后 ,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小流域综合治理、淤地坝建设、沟道造地应当编制水土保持专顼规划 ,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按照审批杈限报批后组织实施。水土保持专项规划应当符合水土倮持规

划。

编制水土保持规划和专顼水土保持规划 ,应当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第+四条 有关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城镇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土地开发整

理、工业园区、水电梯级开发、旅游景区等方面的规划 ,在实施过翟中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编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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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渝当提出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的对策和措施 ,并在规划报请审批前征得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

同意。

第三章 预  防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水土保持规划和专项规划 ,采取封育保护、自然修复、退耕还林

(草 )等措施,严格保护植物、沙壳、结皮、地衣等 ,加强对取土、挖砂、采石等活动的监督管理 ,预防和

减轻水土流失。

禁止在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开矿、采石等扰动地表、诱发地质灾

害的活动。

第十六条 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的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人均耕地五亩或者基本农田二亩

以上的地区,禁止在二十度以上的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

已在禁垦的陡坡地范圃内开垦种植农作物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退耕还林(草 )计划 ,

逐年退耕 ,还林还草 ,恢复植被。

禁垦范围由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告。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据《陕西省封山禁牧条例》的规定 ,将已经退耕还林(草 )

的区域划人封山禁牧区的范围,向社会公布 ,并采取措施 ,加强管护。

在封山禁牧区域禁止损毁、擅自移动封山禁牧的标志、设施。

第十八条 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种植经济林的,应当在县级以上农业、林业、水利等行政主

管部门指导下,科学选择树种 ,配套布设生态林 ,合理确定规模 ,采取修建截水沟、蓄水池、排水沟、

等高植物带、边坡种草、水平阶或者垄沟种植法等水土倮持措施,防止造成水土流失。

第十九条 在禁垦坡度以下、五度以上的荒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应当采取修建水平梯田、坡

面水系整治、蓄水倮土耕作等水土保持措施 ;在禁垦坡度以下、五度以上的坡地上植树造林、抚育幼

林、种植中药材 ,应当采取修建水平梯田、水平阶、鱼鳞坑、竹节水平沟、营造等高植物带等水土倮持

措施。

第二十条 生产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应当避让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无法避让

的,应当提高防治标准,优化施工方案和工艺 ,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损坏范围,缩短施工周期和地表

裸露时间,有效控制水土流失。

第二+-条 涉及土石方挖填、扰动地表等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

负责编制或者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经建设项目审批机关的同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审批。

其他规筷较大的取土、挖砂、采石等扰动地表的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作业单位

和个人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报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中煤炭、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

矿产资源勘探的水土保持方案 ,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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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按照水土倮持方案确定的预算 ,在基本建设投资或者生产费用中专项

列艾水土倮持经费,用于水土流矢预防和治理。

第二十二条 占地面积在三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三万立方米以上的生产建设活

动,应当编制水土倮持方案报告书。

前款规定规模以下的生产建设活动 ,应当填报水土倮持方案报告表。

第二十三条 依法应当编制水土倮持方案实行审批制的生产建设项目,在可行性研究报告报

批前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批手续 ;实行核准制的生产建设项目,在项目核准申请报告提交前完成水

土倮持方案报批手续 ;实行各案制的生产建设项目,在办理各案手续后、项目开工前完成水土倮持

方案报批手续。

其他生产建设活动 ,在开工前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批手续。

第二十四条 依法应当编制水土倮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未编制水土倮持方

案或者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项 目审批机关不予审批,生产建设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开工建设。

第二十五条 水土倮持方案经批准后 ,生产建设项目地点、位置、规模以及水土倮持措施发生

重大变化的,应当补充、修改水土倮持方案 ,编制水土倮持方案变更报告 ,报原审批部门批准。

第二十六条 生产建设项目中的水土倮持设施 ,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产使用。

生产建设单位依据批准的水土倮持方案编制水土保持初步设计 ,并报水土保持方案批准部门

各案。

生产建设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当采取水土倮持临时防护措施 ,在汛期施工的,制定水土倮持度

汛方案。

生产建设单位每年向水土倮持方案审批部门报告水土倮持方案实施情况。

第二十七条 对生产建设活动所占用土地的地表土应当进行JIF剥离、倮存和利用 ,做到土石

方挖填平衡 ,减少地表扰动范围。生产建设活动中废弃的砂、石、土、矸石、尾矿、废渣等应当先采取

拦挡、坡面防护、防洪排导等措施后 ,在水土倮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堆放 ,不得随意排弃或者擅

自堆放。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后 ,应当及时在取土场、开挖面和存放地的裸露土地上植树种草、恢复

植被 ,对闭庠的尾矿库进行复垦。

在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地区,严格限制采取大规模剥离土层方式开采矿产资源、沟道造

地或者从事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 ,确需从事相关活动的,须经省水行政主管部门

同意后 ,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在干旱缺水地区从事生产建设活动 ,应当采取防止风力侵蚀措施 ,设置

降水蓄渗设施 ,充分利用降水资源。

第二十八条 生产建设项目建成后在试生产运行六个月内,建设单位须向水土保掎方案审批

部门申请水土倮持设施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产使用。

分期建设、分期投A±产或者便用的生产建设项目,分期验收相应的水土倮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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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验收的大、中型生产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 ,先进行技术评估 ,再进

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第二十九条 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破坏和擅自占用、填堵、拆除水土倮持设施。

水土倮持设施及保护范圉主要包括 :

(-)梯田、埝地、坝地、流失区水地、河滩造地、沟道造地、引洪漫地、地边埂、截水沟、蓄水沟、沟

边埂、排水渠(沟 )、沉砂池、水窖、沟头防护等农田水土保持工程及附属设施 ;

(二)淤地坝、拦渣坝、拦沙坝、尾矿坝、谷坊、闸山沟、池塘、涝池、护岸(坡 )、拦(挡 )渣墙等沟道

水土倮持工程及安全保护范围 ;

(三)水土倮持秫草和苗圃、植物埂、水平沟、反坡梯田、鱼鳞坑等育林整地配套设施 ;

(四 )水土保持监测网点和科研试验、示范场地、设施及安全倮护范围 ;

(五)其他水土倮持设施。

第三十条 水土保持设施所有权依其附着的土地杈属确定。水土倮持设施属于国家所有的 ,

在单位、集体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使用土地范围内,由使用杈人承担管护责任 ;水土保持设施属于集

体所有 ,在土地承包或者租赁范围内的,由 土地承包人或者承租人承担管护责任 ,没有承包人或者

承租人的,由集体经济组织与受益人签订管护协议 ,明确管护责任。

第三十-条 城镇水土倮持以生态措施为主 ,并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城镇建设、改造项目,

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采取措施 ,有效控制水土流失。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生产建设顼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跟

踪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未落实水土倮持方案的生产建设单位、个人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

部门可以对其采取约谈、限期整改等措施 ,并记人单位和个
'^、
信用信息系统。

第四章 治  理

第三十三条 水土流失治硼沛当坚持自然修复与人工治理相结合 ,植物措施、工程措施与水土

保持耕作措施相结合 ,治理与农民增收致富相结合的原则 ,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水土保持规划的要求 ,组织单位和个人以小流

域为单元 ,建立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 ,有效减少水土流失。

在水力侵蚀地区,以天然沟壑及其两恻山坡地形成的小流域为单元 ,采取工翟措施、植物措施

和保护性耕作等猎施 ,进行坡耕地和沟道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在风力侵蚀地区,结合防沙治沙,采取封山禁牧、植树种草、设置人工沙障和网格林带等措施 ,

建立防风固沙防护体系。

在重力侵蚀地区,结合地质灾窨防治,采取径流排导、削坡减载、支挡固坡、修建拦挡工程等措

施 ,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建设。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水土倮持规划要求 ,落实配套资金 ,保证水土倮持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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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坡耕地改梯田、淤地坝、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 ,加大生态修复力度。
第三+六条 淤地坝工程顼目、沟道遣地工程项目建设应当符合水土倮持专项规划。建设单

位应当编制工程顼目设计文件 ,经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 ,按照审批杈限报投资主管部门
审批。

淤地坝工翟项目、沟道造地工程顼目建设应当符合工翟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经县级以上水行
政主眢部门组织验收合袼后交付使用。

第三十七条 水土倮持重点工程或者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生产建设项目的水 .

土倮持设施 ,建设单位应当委托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进行施工监理。

监理单位发现工程质量问题、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限期整改 ,必要时可以要求
施工单位停止施工。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监理单位应当告知建设单位和所在地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八条 生产建设类项目或者其他生产建设活动,在建设期间按占用、扰动、损坏原地貌、
植被或者水土保持设施面积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煤炭、石油、天然气(煤层气 )、有色金属等矿产资
源开采类项目,在生产期间按开采量或者销售价格的一定比例缴纳水土倮持补偿费。

水土倮持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 ,由省人民政府财政、物价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九条 本省实施水土倮持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省人民政府可以从用水受益地区收取一

定比例资金 ,作为水土倮持生态效益补偿金 ,用于江河源头区、水源保护区和水源涵养区水土流失
预防和治理 ,扶持绿色农业和产业发展。对因退耕还林(草 )、封山禁牧、减施或者不施化肥农药而
减少收人的农户给予适当补偿。

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补偿金征收管理办法 ,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五章 监测和监督

第四十条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省水土倮持监测机构负责管理全省水土倮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编制水土倮持生态环境监测
规划 ,组织开展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建立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信息系统 ,汇总和管硼眸测数据 ,编
制水土倮持生态环境监测报告。

第四十-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全省水土倮持生态环境监测公报,公报内容包
括下列事项 :

(-)水土流失类型、面积、强度、分布状况和变化趋势 ;

(二)水土流失造成的危害 ;

(三)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情况。

对重点区域、重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动态 ,适时发布监测公告。

第四十二条 水土保持重点工翟和可能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大中型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

— zB~



单伸市当自行或者委托相应资质的单位开展水土倮持监测工作 ,并将监测情况定期报水行政主管
部门。

第四十三条 省水土倮持监测机构建立水土保持监测评价体系 ,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监测成
果质量进行评价认定。

第四十四条 从事水土倮持的方案编制、工程监理、监测和评估的技术服务单位 ,应当执行国
家有关技术规范和要求 ,不得弄虚作假 ,伪造、虚报、瞒报有关数据。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土
保持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

第四十六条 水政监督裣查人员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 ,不得少于两人 ,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被裣查单位或者个人对水土保掎监督检查工作应当子以配合。

第四十七条 水政监督裣查人员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

〈-)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 ;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的有关情况作出说明 ;

(三)进人现场进行调查、取证。

水政监督检查人员发现单位或者个人有违反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行为的,应当责令立即停止违
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或者有其他严重违法情节的,报经县级以上水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水政监督检查人员可以查封、扣押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及施工机械、设各等。

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趣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确需延长的,经水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 ,

可以延长 ,但是延长期限不得魍过三十日。

第四十八条 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和/l【R之间发生水土流失纠纷的,应当协商解决 ;协商
不成的,可以申请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协调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同行政区域之
间发生的水土流失纠纷协商不成的,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裁决。

第六章 法律贵任

第四十九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本条例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不依法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或者办理批准文件及其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
举报不予查处的,或者有其他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二条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

(-)未按规定编制、报备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制定度汛方案或者在施工过程中未采取水土倮持
临时防护措施的 ;

(二)未按规定实施监理、监测或者委托不具各相应资质的单位实施监理、监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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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按规定报告水土倮持方案实施情况或者水土倮持监测工作情况的◇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在专门存放地未采取防护措施倾倒砂、石、土、矸
石、尾矿、废渣等的,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 ,造成水土流失
的,按照倾倒数量处每立方米五元以上十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 ,破坏或者擅自占用、填堵、拆除水土倮持设施的,由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眼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水土保持设施造价一至二倍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 ,技术服务单位弄虚作假 ,伪造、虚报、瞒报有关数据

的,由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情节严重的,降级或者吊销资格证书。

第五十四条 对个人处以五万元以上罚款 ,对单位处以二十万元以上罚款 ,实施处罚的机关应
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遣成水土流失危窨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倮持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已
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省水土倮持工作机构履行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土保持工作职责。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水土保掎工作机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履行水行政

主管部门的水土倮持工作职责。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人员行使本条例规定的水政监督检查人员的职责。

第五十八条 本条例自⒛13年 10月 1日起施行。19舛 年 1月 10日 陕西省第八属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9000年 8月 3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
次会议修正,zO09年 7月 ⒛ 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正的《陕
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倮持法)办法》同时废止。

关于《陕西省水土保持条例(草案)》的说明
_=zO13年 3月 笳 日在陕西省第十二属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陕西省水利厅厅长 王 锋

主任、各位削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 ,现就《陕西省水土倮持条例(草案 )》 (以下简称《条例》)作如下说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