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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水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社会长期发展中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加剧水资源浪费和

污染,加强水环境治理和管理,对于人类社会长治久安具有深远意义。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愈加严峻,在水环境治理中

实行“河长制”,发挥新型工作机制优势,有助于改善水环境治理工作中的不足,全面提升工作水平,以便于实现长期水资源保护和利用,谋求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就水环境治理中“河长制”的效用进行阐述分析,针对其中的不足提出有效性改善建议,以求为后续相关工作开

展提供一定促进作用。 

[关键词] 水环境治理；“河长制”；环境保护；资源利用 

 

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人口众多,但是人均水资源低于500立方

米,占全球水资源6%,属于一个缺水国家。但就是这样的状况,仍然无法阻

挡水资源污染和破坏的问题出现,水污染形势十分严峻,如何提升水环境

治理成效,受到了党中央和全社会人民的高度重视。“河长制”作为一种新

型的工作机制,要求各级党政负责人担任“河长”,负责辖区内河流的全面

整顿和治理。此种工作机制的引用,是为了充分调动各级党委政府的力量,

改善传统工作模式不足,提升水环境治理效果的同时,实现水资源的合理

开发和保护。 

1 水环境治理中“河长制”的工作机制 

“河长制”是一种在水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峻形式下提出的新型工

作机制,也是一种契合我国国情的治理方案。以往水环境治理工作中,由

于工作机制僵硬、老化,存在权责模糊、职能交叉的问题,部门之间相互

推诿,导致水环境治理效果不甚理想
[1]
。对于此种情况,推行“河长制”

治理方案,将行政管理模式和方法引入其中,各级党政负责人担任河长,

有助于发挥行政管理机制优势,落实水环境管理责任,在统一领导下规

范化开展工作。通过此种方式,可以改善以往水利部门、国土资源部门、

环保部门和住建部门共同整治效率不高的问题,形成良好的治水局面,

对于提升水环境治理效果具有积极作用。就“河长制”工作机制来看,

表现在以下几点： 

1.1推行权责制,提升治理力度 

在水环境治理中实行“河长制”,明确权责所在,进一步提升水环境治

理力度,为辖区内每条河流配备一名“河长”,多为地方党政领导担任,工

作职责用于改善河道水环境治理工作,编制合理的水环境治理方案,协调

各级行政力量,营造大力度治理工作环境
[2]
。在河长之下,配备专门的责任

部门,辅助河长进行管理和监督工作开展。“河长制”下的水环境治理工作,

实行考核制度,定期、不定期考核水环境治理成效,选择工作方法、水质指

标和治理效果综合考核,对于考核结果优秀的给予表扬,考核结果较差的

予以批评,或是由相关部门人员约谈,以此来调动河长工作积极性,为后续

的水环境治理工作有序展开奠定基础
[3]
。 

1.2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利用效果 

“河长制”水环境治理中,加强水资源集中治理,各部门协调开展工

作。河长作为地方党政负责人,在领导下形成稳定的领导机制,各部门积极

沟通和交流,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开展水环境治理工作。聊城市在水环境治

理中,当地政府带领下,积极推动河长制湖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

实现山东省级系统的互联互通。同时,积极开展视频监控、遥感影像、水

质检测等数据集群建设,实现各部门信息共享。 

1.3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提升水环境治理有效性 

立足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目标,并将总目标进一步细化分

解,明确各部门职责所在,不定期考核,实行分阶段监督、考核和管理,分段

问责,切实提升水环境治理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一些水环境污染严重

的城市,重点检查企业排污口、市政排污口、居民排污口,全面了解河道黑

臭情况,针对不同问题制定合理措施,有效改善水环境污染问题
[4]
。 

2 “河长制”在水环境治理中的效用 

2.1促进河流和水域绿化 

“河长制”推行一河一长的原则,不同河流实行不同的管理措施,落实

职责到实处,河长到当地指导水环境治理和保护工作开展。河长上任后,

应充分勘察和了解辖区内河流及周边生态环境情况,对其中的问题进行整

治,改善绿化工作,分区域开展绿化工作
[5]
。通过此种方式,有助于改善河

流区域的生态环境,规避水土流失,维护生态系统平衡。 

2.2整治沿河违规设施建设 

水环境治理中推行“河长制”,对河流沿岸和周边区域的非法排污口、

违章建筑、乱堆垃圾等进行集中整治,有助于实现水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

促进水污染防治工作开展。同时,做好下游的泄洪加固、河道疏浚等工作,

尤其是水库大坝、大中型水闸等存在风险区域重点加固处理。 

2.3整治河流及沿岸不合理开采工作 

河流及沿岸的采砂、取土工作,会给河流生态环境带来不同程度的负

面影响,造成当地地质环境受到破坏,水土流失,出现河道堵塞问题,严重

情况下会产生自然灾害,威胁到当地生态系统平衡
[6]
。“河长制”施行后,

针对河流附近人类活动频繁区域重点整治,禁止不合理的作业活动,逐步

恢复开采区域的地质环境。对于非法取土,及时清除和取缔不合理,大力推

行植树造林,改善河流及附近的生态环境,提升水环境治理效果。 

2.4重点治理水污染 

水环境治理中,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是重点内容,有助于改善河

流水环境,以及周边居民日常的生产生活。“河长制”下,很多地区在河长

带领下积极开展河道污染清理工作,通过设立专门的垃圾处理厂,在充足

资金支持下更新和维护污水排放系统,对污水珍贵性处理。对于未经处理

的生活废水和工业废水,禁止直接排入到河流和附近河道,联合其他部门

进行整治,禁止乱砍乱伐破坏生态环境
[7]
。 

3 水环境治理中“河长制”的应用途径 

在水环境治理中,为了提升治理效果,大力推行“河长制”,结合实际

情况选择合理有效的措施应用到实处。 

3.1完善环境治理配套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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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环境治理中,“河长制”的实施可以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能,落实职

责到实处,但是由于以往工作体质的限制,权责模糊不清,水环境治理中存

在很多不足。我国的资源总量雄厚,水环境作为人类生态环境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应强化水环境治理重视程度,制定合理的工作目标,发挥“河长

制”优势契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基于此,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在法规中明确

各级政府和领导职责所在,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与环境问责等制度
[8]
。聊

城市结合当地实际于2018年出台了《聊城市水环境保护条例》,将黑臭水

体治理等工作纳入河长制工作范围,使河长制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通

过完善的环境治理配套法律法规,有助于后续的水环境治理工作有法可

依、有章可循,提升工作成效。 

3.2坚持统一规划领导,提升水环境治理力度 

“河长制”强调统一规划领导,充分勘察和分析,立足实际情况编制合

理的规划方案针对性治理,并完善配套的水环境治理机制。从整体角度来

看,水环境治理工作同当地经济发展情况相契合,统一规划和部署,指导后

续工作有序展开。水环境治理是一个漫长工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需要

协调当地的经济和人口发展。故此,为了提升水环境治理效果,首先要协调

处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二者保持同等地位,在统一的规划

领导下,加强了污染治理和控制,并且在配套的环保、财政和税收政策支持

下,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展开。 

3.3创设良好的市场环境,提升市场化水平 

“河长制”水环境治理工作中,为了保证工作有效性,需要创设良好

的市场环境,推动NGO发展。加强水环境统一管理,实现法律手段和经济

政策有机整合,发挥市场环监局职能优势,为市场化发展创设有利条件。

另外,积极引入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引导民众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加深

“河长制”认知和了解,确保“河长制”各项部署落实到实处。在水环

境治理过程中,同时与民众互动交流,确保“河长制”原有优势充分发挥,

从源头上治理水环境污染问题,实现水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提升整体

工作成效。 

3.4建立“河长制”信息平台,信息公开透明 

在“河长制”实施背景下,应与时俱进,结合信息时代特点,充分发挥

信息技术优势建立“河长制”信息平台,定期公布工作开展情况和难点问

题,确保信息公开透明。“河长制”信息平台,细化多个信息系统,包括管理

机构信息系统、管理人员信息系统和监督考核综合信息系统等,辅助总体

管理和决策。兼顾人工巡查和先进技术手段,实施监管水环境动态,协调各

部门开展水环境治理工作,维护生态系统平衡。 

4 结论 

综上所述,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如何提升水环境治理效果,应改变

传统工作机制,大力推行“河长制”,明确权责所在,完善配套的工作体

制、制度和法律法规,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改善河流生态系统,协调经

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全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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