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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环境的治理是一个长期的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有效高效的指导是必须的,用河长制来进行

专项管护,这说明国家对水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越来越重视了,“河长制”的出现是顺应时代的。 

[关键词] 河长制；生态建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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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长制概念,主要任务及基

本原则 

1.1概念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以保护水资源、

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

为主要任务,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

级河长体系,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

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

制,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实现河湖功能

永续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1.2主要任务 

经过探索和研究,全面推行河长制

的号角已经吹响。推行河长制是以保护

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

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想要全面积极地

实行河长制政策,第一要点就是加强水

资源保护,建立严格的水资源利用制度,

完成水资源节约保护；第二是加强河湖

水域线的管理保护,精准划定河湖管理

范围,严格对水生态空间进行管控,严禁

破坏环境,损坏河道的行为发生；第三是

加强水污染防治,执行相关的废水排放

制度,对非法排污现象进行严格控制,同

时完善污水排放制度。第四是加强水环

境的治理,保障饮用水安全,加大对有害

水体的治理力度；第五是加强水生态修

复,在加强水资源保护的同时,修复水生

态环境,完成生态环境和水资源共同改

善。第六是加强执法监管,严厉打击涉河

湖违法行为。围绕主要任务,河长制办公

室分别梳理出约束行为的标尺,落实空

间管理的制度,实行联防控制,统筹城乡

水域、注重系统治理五大重点工作。各

地治水实践中,将强化水资源开发利用

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

污三条红线的刚性约束,对岸线中突出

问题开展清理整治。 

1.3基本原则 

1.3.1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

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的理念,处理好河湖管理保护与开发利

用的关系,强化规划约束,促进河湖休养

生息、维护河湖生态功能。 

1.3.2坚持强化监督、严格考核。依

法治水管水,建立健全河湖管理保护监

督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拓展公众参与

渠道,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保护河湖

的良好氛围。 

1.3.3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立

足不同地区不同河湖实际,统筹上下游、

左右岸,实行一河一策、一湖一策,解决

好河湖管理保护的突出问题。 

1.3.4坚持党政领导、部门联动。建

立健全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

体系,明确各级河长职责,强化工作措施,

协调各方力量,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工作格局。 

2 河长制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

作用 

2.1加强水环境治理 

“河长制”是需要负责对水环境质

量的管理工作,需要将水功能区进行划

分来确定水体的水质,从而达到保护水

质的目的。通过制定河流水质达标行动,

使其各河流水源地环境得到保护,并将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改善农村饮水安全

等列入工作当中。通过“河长制”及因

地制宜的建设手段,改善水生态岸线实

现达到河湖环境整洁、优美、水清岸绿

等目标,从而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建设。 

2.2加强河道及附近水域的疏浚工作 

我国是水资源大国,江河湖海众多,

自然环境各异,很多河流不仅是当地的

主要水源,承担着城市、城镇供水的重任,

还对当地的水资源调节、灌溉、航运、

养殖、供电等具有重大作用。河道是否

合理,关系着当地的防洪抗洪工作顺利

与否,也关系着河流及附近水域能不能

发挥 大作用, 大限度地为当地居民

的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促进区域社会经

济发展。“河长制”实施后,很多地方的

河长对所辖的河流及分工水域进行了

详细的考察研究、结合专家意见,对河

道的合理性、实用性、存在的隐患及改

善措施进行了分析,大力开展河道的疏

浚工作,对不合理的河道积极进行改道

等,极大地提高了河流及附近水域的服

务能力。 

2.3加强水生态修复 

开展河湖健康评估,禁止侵占自然

河湖、湿地等水源涵养空间。加快水源

涵养林建设,全面保护天然林,大力种植

阔叶林,将森林覆盖率稳定在17.5%。推

进全市水库综合治理,严格控制水产放

养规模,推广生态养殖技术。加强河道保

洁工作,实施河道保洁全覆盖。推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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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流域生态补偿,到2020年实现森林、

草原、湿地、耕地等重点生态功能区保

护补偿全覆盖,补偿水平与经济社会发

展状况相适应。初步建立多元化补偿机

制,基本建立符合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

系,使跨市县、跨流域补偿试点示范取得

明显进展。 

2.4加强水污染防治 

“河长制”的实行,对水污染防治具

有推进作用。“河长制”要按照《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的相关规定,加强污水防

治工作,使水生态质量大大改善。以水生

态为核心,统筹水上、岸上等污染治理工

作,推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另外,“河

长制”需要建立相关排污管控机制和考

核体系,进一步保障了水生态环境系统。 

3 河长制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

应用策略 

3.1完成“河长制”信息平台的构建 

需在“河长制”基础上建立起“河

长制”基础信息系统、“河长制”管理人

员信息系统、“河长制”监督考核综合信

息系统、“河长制”管理机构信息系统、

“河长制”治理措施信息系统,以支持

“河长制”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决策。可

利用先进技术手段结合人工巡查来监测

水域岸线的动态,并通过政府主导、责任

部门与其他部门联合参与的方式来对侵

占河道水域、非法采砂等违法行为进行

治理。 

3.2引入民间资本,为河长制的全面

实施提供充足资金 

在推进河长制的过程中要充分发

挥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如

果河长制推行缺乏足够的资金则是需

要相关人员在第一时间积极引进民间

资金,加大地方财政部门对水资源综合

治理的资金支持力度。另外,还可以为

河长制的实施开辟专门的资金渠道,拓

展河长制实施绿色信贷、融资租赁服务

渠道,打造多元化的水资源治理投融资

管理体系。 

3.3完善河长制的监督考核机制 

在强化河长制问责的同时,要细化

治理目标,将河长制实施情况纳入市政

府政绩目标考核。自上而下的河长制办

公室将对各区河长制治理管理工作进行

考核,水务部门将河长制工作与 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合,环保部门将

河长制工作与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考核

结合。建立差异化的评价考核体系,完善

相关配套监督考核制度,对成绩突出的

进行表彰奖励,对失职失责的进行严肃

问责。考核结果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

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通过行政权

力分配,通过考核问责制度,解决上下

游、左右岸的水环境治理成本生态资金

横向、纵向补偿机制。 

3.4深入研究,实现智慧治理 

生态环境构建必须紧跟时代发展步

伐,要加强研究力度,实现智慧治理。智

慧化河长制治理环境下,要构建针对性

的管理系统,涵盖河流水文及环境等信

息,实现对河流情况的实时调查与分析,

有效提高河流监督质量。同时,可以利用

移动互联网终端,设立居民反馈机制。河

流周边居民可以实时为河流健康状况打

分,并通过手机APP、微信、QQ等平台及

时反应河流存在的问题,也可提出适合

该条河流的治理方案。鼓励社会各界了

解、参与、监督河长制,实现河长制的长

效运行。 

4 结语 

在实现国家重大战略措施的同时,

推行“河长制政策”,在完成经济改革中,

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体系,为中国实现

重大战略目标奠定基础。“河长制“政策

的实施是对自然环境,河湖生态平衡的

巨大贡献。需要各级负责人以及全民积

极配合,共同实行政策,建立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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