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市水土保持若干规定(修正)

(1995年9月19日淄博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2004年6月23日淄博市第十

二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修正

1995年10月12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2004年7月30日山东省第十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水士保持监督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

源,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从事自然资源开发、生产建

设和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规

定。

第三条 水土保持工作实行预防为主,全面规划,综合防治,

因地制宜,加强管理,注重效益的方针。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专业执法与群

众监督相结合的制度。

第四条 市、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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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监督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执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

(二)保护、管理水土保持设施;

(三)审批并监督实施水土保持方案;

(四)对从事生产建设、资源开发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监督检

查;

(五)调解水土流失防治纠纷;

(六)收缴和管理水士流失防治费、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七)实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和预报;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水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水土保

持的日常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

乡(镇)的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负

责。日常工作由乡(镇)水利(水保和水产)站负责。

第五条 计划、土地、矿产、林业、农业、环保、城建等部

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协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水土保持监

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对在防治水土流失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七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

种植农作物,其具体范围由区(县)人民政府划定,树立明显标

志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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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开垦禁止开垦坡度以下、五度以上荒坡地,必须捉

出申请并附防治水土流失措施,报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

批准。

第九条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分为重点预防保护区、重点监

督区和重点治理区。

下列区域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保护区:

(一)太河水库上游特级水源保护区;

(二)鲁山预防保护区;

(三)原山预防保护区;

(四)萌山水库上游预防保护区。

下列区域为水土流失重点监督区:

(一)孝妇河流域工矿监督区;

(二)淄河流域工矿监督区;

(三)沂河流域工矿监督区。

下列区域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一)孝妇河中上游治理区;

(二)沂源田庄水库上游治理区;

(三)蝗邮河流域治理区;

(四)白马河流域治理区。

重点防治区的具体范围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划定,报同级人民

政府批准并公告。

在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域内禁止放牧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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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在水土流失区域内修建铁路、公路、水工程,开办

矿山、电力、建材和其他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在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中,必须有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

开办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人采矿的,必须有区(县)以上

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方可申请办理有关

采矿批准手续。

第十一条 在林区采伐林木的,采伐方案中必须有水土保持

措施,水土保持措施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监督

实施。

第十二条 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时,应当

同时验收水土保持设施,并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第十三条 市、区(卑)水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和保护。

水土保持设施及保护范围包括:

(一)梯田、地堰(埂)、截流沟、排水沟、沟头防护、蓄

水池、水窖、跌水等构筑物;

(二)淤地坝、拦渣坝、尾矿坝、塘坝、谷坊、水平阶、鱼

鳞坑、护堤、河滩造地、水土保持专用道路、排洪桥涵、围山渠

等工程及安全保护范围;

(三)水士保持林、植被及苗圃、果园、植被埂等植物设施;

(四)水士保持监测网点和科研试验、示范的场地设施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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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防护范围;

(五)其他水土保持设施。

第十四条 市、区(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水土保

持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安排专项资金,纽织实

施。

水土保持专项资金的主要来源:

(一)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补助费的10%至20%;

(二)水资源费的3%至5%;

(三)扶贫资金、以工代贩资金、农业发展基金按规定用于

水士保持的部分;

(四)省、市、区(县)、乡(镇)财政用于水土保持的其

他专项经费;

(五)依法收取的水土流失防治费、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六)其他用于水土保持的经费。

水土保持专项资金要专款专用,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

挪用,并接受同级财政、审计部门的监乱

第十五条 因生产和建设造成水土流失的单位和个人,应当

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进行治理。因技术等原

因无力自行治理的,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的

预算交纳水土流失防治费,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纽织治理。

第十六条 对从事流动性、季节性、临时性自然资源开发和

生产建设活动造成地貌破坏或者水士流失的单位和个人,按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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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交纳水土流失防治费。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或者侵占水土保持设

施、试验场地、林草植被以及其他治理成果。因生产和建设活动

确需损坏或者占用的,必须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凡应当交纳水土流失防治费和水士保持设施补

偿费的单位和个人,在接到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交款通知后,必须

在十五日内办理完交款手续。逾期不办的,每逾期一曰加收应交

款额5‰的滞纳金。

第十九条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人员,有权对本辖区内的水土

流失及其防治情况进行现场检查。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区

(县)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水士保持监督检查证件。被检查的单

位和个人必须如实报告情况,捉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二十条 违反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本规定,造成水土流

失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当事人送达《责令停止水土保

持违法行为通知书》。

当事人在接到《责令停止水土保持违法行为通知书》后,应

当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第二十一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发出《责令停止水土保持违

法行为通知书》七曰内,必须提出处理意见。

需要立案查处的,按以下程序处理:

(一)立案并填写《水土保持违法案件立案呈批表》;

(二)调查取证,应当由两名以上水士保持监督检查人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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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三)对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作出《水土保持违法

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迭达当事人;

(四)行政处罚执行完毕,填写结案报告书。

第二十二条 水土保持违法案件,应当从立案之日起30曰

内结案。因特殊情况不能结案的,一次性延长办案期限最多不超

过10曰。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罚款‥

(一)非法开垦陡坡地的,按每平方米1元至2元罚款;

(二)擅自开垦荒坡地的,按每平方米0. 5元至1元罚款;

(三)在林区采伐林木,不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的,按造成水

土流失的面积,每平方米2元至5元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建设

和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水土流失即不自行治理、又不交纳防治费

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或者补交防治费,经同级人

民政府决定,可以视情和水土破坏程度,′责令停业治理,并处

1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执行罚款和收取水土流失防

治费、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时,必须使用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

票据。罚款上交同级财政。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水行政主管部门处罚决定不服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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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捉起诉讼。逾期不申

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

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七条 拒绝、阻碍水士保持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

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水土保持监督检查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狗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1995年12月1日起施行。

一8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