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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新农村建设的大环境,国家开始积极的重视农村河道整治工作的开展,提升了相应的整治

力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倡导各个地区积

极的实践河长制,稳步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这对于农村河道整治工作具有深刻的影响。

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重点探讨河长制理念下农村河道整治的路径,对当前的不足之处,提出创新策略,以

期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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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path of rural river regul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river director system 

Zhenqian Wang, Yufeng Wang, Zhaowei Xiao 

Yucheng County Water Conservancy Bureau 

[Abstract] facing the environment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he state began to pay active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iver regulation, and improved the corresponding regulation.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pinions on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ing the river head system in 2016, advocating that all regions actively practice the river head system 

and steadily build a five-level river head system at the provincial, municipal, county, township and village levels,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rural river regulation. This paper will take this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cus on the 

path of rural river regula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river head system, and put forward innovative strategies for 

the current shortcoming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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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河长制属于新时代背景下重点推行

的河湖管理机制,主要是由各级党政负

责人承担相应的工作,积极的协调辖区

中河湖管理及保护,旨在将水环境恶化

状况加以改善,使得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顺利实现[1]。在具体的实践中,主要

是将监督考核、因地制宜等加以推进,

遵循着党政领导、部门联动的基本原则。

目前,国家已经有31个省市自治区构建

了河长制,凸显出十分显著的河道整治

效果。 

1 河长制理念下农村河道整治

的前期实践 

1.1农村生态建设稳步推进 

为科学的降低农业生产活动及经济

活动对于水环境产生的干扰,在稳步推

行河长制的前提之下,各级地方政府开

始注重生态建设的进程,组织了多项生

态项目,比如生态村活动的开展和都市

农业工程等,都让河道整治工作的落实

获取了稳固条件[2]。 

1.2农村河道整治障碍全面清除 

为将多种障碍及时有效的清除,各

级地方政府采取了多种多样的举措,如

将违章建筑及时拆除,在河湖沿岸建立

若干座水利闸站等等,根据实际的河湖

整治需求,建立起长效机制,编制周密的

工作计划。 

1.3农村环境拉网式综合整治 

为将农村生态环境整治盲区及时的

消除,应该对整治项目中涉及到的各种

要素合理的把控,各个地区稳步推进拉

网式环境整治工作,坚持着自整自改的

原则,将多种问题加以排查,之后通过政

府拨付的资金,进行有效的解决。通过资

金的扶持,建立起若干座污水处理厂,搭

设起相对完善的污水管网。通过这样的

行动,使得生活污水得以有效的排放,进

行分类化的处理,保证水回收和利用更

加到位,也可通过实际的净化,将污水排

放至允许的区域,改善周边环境。 

2 河长制理念下农村河道整治

中尚存的问题 

2.1需进一步提升政策支持力度 

目前,国家的很多农村地区位置偏

僻,基础设施并不符合实际的需求,建设

的力度亟待强化。若是相关的问题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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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有效的处理,势必会延缓农村建设

的步伐,还会对河道整治工作造成明显

的阻碍[3]。 

2.2整治成果管护模式滞后问题 

某些地区已经积极的推行了河长制,

开始稳步的提升河道整治工作的力度,

取得的效果较为明显。但是,当前实施的

管护模式呈现出滞后情况,存有单一和

管理标准模糊的问题,无法保证河道整

治效果。比如,因为管护模式不够新颖,

呈现出不合理的情况,使得产生的垃圾

转运途径无从制定,以至于少量的垃圾

进入河道,直接的引起了严重的污染。 

2.3宣传普及工作的力度存有不足 

因为河长制的宣传普及力度不足,

使得很多的乡级河长并不能清楚的认识

到自身职责,对于组织形式和地方标准

等缺乏研究,开展的河湖管理工作备受

干扰。另外,还有些群众缺少正确的认知,

并不能很好的配合河长工作,对于河湖

河道的管护工作不予支持,使得生活污

水随意的排放,出现了较多的垃圾乱堆

乱倒的情况。 

2.4实际的违法现象未能有效处理 

某些河流水域中,显现出超标排污

以及非法采砂等多种多样的问题,若是

相关的问题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将会

影响到河道整治工作的开展,同时还会

加剧区域环境污染的程度,给后续的工

作造成阻碍。 

3 河长制理念下农村河道整治

阶段的创新路径 

3.1逐步建立河长及警长协调机制 

河长制理念的推行下,各级河长的

工作职责应该进一步明确,在依法处理

超标排污和非法采砂问题时,还需强化

对辖区中全部违法行为的处理力度,为

保证实际的工作效率,应该积极的重视

各级政府部门的作用,根据实际的所需,

需要建立起河长与警长协调机制。稳步

推进“河长+警长”双长制,沿着河道周

边设置公示牌,在标识上留设公安部门

联系方法,使得人民群众自发监督,若是

出现一些违法的行为,可以通过拨打电

话的方式举报[4]。此外,公安部门以及水

利部门在互联网平台上也可开设公众号,

方便定期的公布河道整治进展,积极的

开展相应的宣传工作。公众号还应该增

设全天候在线举报受理功能,接收到多

种违法线索之后,需要提交至公安部门。

水利部门还需和公安部门的负责人定期

进行工作成果的阐述,编制后续的工作

计划,协同整治工作。 

3.2发挥出行政推动力度并落实

职责 

为保证各级河长的行政领导效力凸

显出来,使其可以统筹安排河湖管理及

保护工作,应该适当的引入职责机制,将

各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加以明确,建立起

领导联席会议制度,促使着河道整治工

作稳步推进,消除一些盲区。农村河道整

治的阶段,河长应该清楚自身的职责,除

了通过智能化设备对相关部门人员传达

工作外,还可优化管理方案,实施精细化

河道成果管护模式。若是出现工作疏漏

以及不规范行为的时候,相关责任人应

该及时的追责,促使着基本的责任意识

得到强化,让农村河道整治趋向规范与

合理,向着标准化方向前进。 

3.3适当规范巡河工作并强化组织

保障 

3.3.1巡河工作的规范 

首先,应该考虑到国家淮河等流域

含沙量大的问题,因为河道中拥有着大

量的泥沙,所以极易出现堵塞的情况。在

进行治理的阶段,应该避免二次破坏,防

止水患灾害。在河长制中,需要构建起可

靠地农村河道轮浚机制,将河道聚集的

垃圾和泥沙进行清理,使得河道断面清

洁度符合标准,转变河道脏乱差的情况。 

其次,应该依照实际的趋势,稳步推

动河道巡河机制的信息化发展,构建起

完善的巡河体系,促使着农村河道沿岸

能够构建起有效的信息传感机制。当系

统运行的时候,装置便可及时的将河道

现场情况加以分析,使得河长掌握相关

的信息,以免过度依赖人工巡河的方案。 

3.3.2强化组织保障 

河长制背景之下,河道整治项目涉

及到方方面面,体现出系统化和复杂化

的特点,应该倡导多个部门联合起来,真

正的做好相关的整治工作[5]。只有这样,

才能让区域水环境得以维护,同时改善

水环境本身的自净效果。比如,河长制协

调不同的部门开展相关的工作,在建部

门将黑臭河道加以治理,通过海洋渔业

部门的有效监管,促使着违法行为得以

遏制,环保部门则需要负责好水环境评

估与监测。 

4 结语 

综合上述分析,为了将河长制和农

村河道整治中的多种问题有效的处理,

应该将绿色可持续理念加以应用。各级

河长和主管部门应该深入分析农村河道

整治工作的基本情况,注重相关问题,运

用可靠的综合保障对策,使得农村河道

整治创新路径得以实践,构建起满足当

前国情水环境长效需求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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