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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河长清让河长清

河涌与湖泊的持续

治理，折射出一个地方对

于环境的高要求。消除

城乡黑臭水体是当前南

海水环境治理迫在眉睫

的任务。近日，市委常

委、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

带队实地巡查调研北村

水系、里水河流域治理及

黑臭水体整治情况，强调

既要加强管网和截污工

程建设,也要做好“毛细

血管”的布局和疏通，进

一步做细做实河涌治理

工作，确保河清水畅，让

市民共享治水成果。

南海将通过推进截

污管网建设、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禁养区清理、

河涌清淤、环境执法、活

水工程、落实河长制、“截

污到户、雨污分流”等工

作，确保实现2020年底

全面消除城乡黑臭水体

的任务目标。

如何巩固黑臭水体

治理成效，让河涌“长治

久清”？本期南海朋友圈

聚焦广州、浙江丽水、江

苏南通的河涌治理经验，

以期为南海河涌治理提

供借鉴。

在白云区太和镇大源村，孩子们光

着脚丫踏进小河里，戏水、堆石坑、捉虾；

在白云区松洲街，居民惊喜地发现，昔日

黑臭的石井河上多了“特殊的客人”——

成群的白鹭飞落到河边浅滩觅食、嬉戏；

在海珠区南箕涌，过去河水腥臭刺鼻，夏

天蚊虫乱飞不敢开门开窗，现在河道通、

河水清，成了附近居民饭后休闲好去处

……

一幅幅昔日美景的重现背后，是广

州掀起新一轮力度空前的治水战役。目

前广州列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管平台

的147条黑臭水体已消除黑臭，被生态

环境部作为全国仅有的2座治水先进城

市在全国通报表扬。广州水环境发生的

巨大变化究竟从何而来？

首先，强化源头治理，“治河先治污、

治污先治源、治源先治人”。在污染源查

控上动真碰硬。2017年以来，全市共

拆除涉河违建988.93万平方米，其中

2017年 116.49万平方米、2018年

500.76万平方米、2019年 371.67
万平方米。源头实施有效截污，2017
年以来，共建成投运污水处理厂14座，

新增污水处理能力66.55万吨/日，共

建成污水管网9462公里。

其次，注重建章立制，上下联动、网

格化管理、智慧化治水。从多部门多头

管理，城乡发展无序管理等弊端脱离出

来，打出上下联动、网格化管理、智慧化

治水组合拳，采取多部门联动方式，全面

推进污染源整治工作。优化河湖长体

系，在原3030名四级河长、828名四级

湖长、3296名自然村河段长的五级河

长体系基础上，向上延伸设置9大流域

市级河长，向下延伸在全市19660个标

准网格设置了网格员18416名，发挥一

线“岗哨”作用，形成了多级治水体系。

建立监督指导机制，专项监督、人大、政

协监督、暗访监督、媒体监督、群众监督

等多种方式全面开花，如组建 165支

2087人参加的民间护水队，聘请民间

河长754人，“广州治水投诉”微信公众

号受理市民投诉等，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最后，重视民生国计，固本强基、精

细高效、提升管理。扎实推进广州珠江

堤防达标提升建设。珠江堤防未达标长

度共182.83公里，截至去年底，已完成

175.08公里，占总任务的95.7%。提

升城市防洪排涝水平，强力推进内涝整

治，2018年排查出的169处内涝风险

点整改，已完成152处，完成率90%；

2019年排查出的72处内涝风险点，已

完成70处整治，完成率97%。

此外，广州今年还将着力推进阅江

路碧道、临江大道碧道、生物岛碧道、二

沙岛碧道、沙面碧道等5条位于市中心

的都市型碧道示范段的建设，实现云山

珠水共逍遥。

强化源头治理
网格化管理

（综合广州日报、浙江日报、南通日报）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沈煜

以河长制以河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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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地处长江下游，滨江临海，河网密

布，全市水域面积778平方公里，河道总

长达2.4万公里。不知从何时起，因水而

美的南通城被老百姓吐槽为“依着一江清

水、守着一城脏水”，群众怨声载道。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更是破

解治水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中心城区治水

中，南通跳出了大投入、大建设、关门治水

的思维定势，坚持因需制宜，因河施策，注

重创新驱动、技术集成，推动治水向科学

化、智慧化、节约化、阳光化转变，实现“水

随人意”。2年来，城区45平方公里实施

水环境治理项目43项，实际投入1.26亿
元，仅占投资预算的47%，达到了“四两拨

千斤”的综合效应，切实做到了少花钱多办

事、高效率办成事。

控污导水。削减污染量，科学控制污

水引排是关键。南通针对部分地区难以做

到雨污分流、雨水挟带地面污染物直接入

河的现况，在沿河设置截流管，集中收集处

置，杜绝雨水带污直排进河。针对污水管

网高水位运行，易造成污水外溢顺势入河

的难题，通过增建管网分流、增加末端处理

等办法，保持污水中低位运行，有效防止污

水渗漏进河。针对污水处理厂达标尾水与

Ⅲ类水质的标准差异，在出水口增建生态

湿地，推动尾水生态净化，最大限度减少尾

水对河流水体的影响。

智慧调水。水是自然的产物，城是人

类的创造。水入城之后，需要适度人工引

导，才能实现水随人意、水城融合。按照

“全面活水、持续活水、按需活水、两利活

水、高效活水、连片活水”的思路，建设城区

水利工程智慧管控系统，南通对主城区44
个涵闸泵站实行一体化整合，打破原先市、

区、街道分头管理的格局，建设一个调度中

心和三个分中心，通过大数据汇集中心和

应用支撑平台，实现统一调度、分级管理，

精准观测、联动联调。智慧调水，不仅实现

了调水方式由“手动”向“电动、自动、遥控、

联动”的飞跃，开关闸时间由“手动十分钟”

缩短为“电脑十秒钟”，而且实现了防洪排

涝和活水调度的精准化。

降本活水。断头河是中心城区黑臭水

体的重灾区，水流不畅极易成为“死水一

潭”，传统做法是开挖明河或者埋设管道，但

中心城区建筑密度高，往往涉及利益多，不

仅成本高，而且难实施。对于单条断头河，

引入拓扑导流墙这个“黑科技”，在断头河中

央建设隔水墙体，利用水位差让水体导流循

环，永续自然流动，仅以每米700元的成本

让断头河的死水成为活水。对于相邻断头

河，采用箱涵连通技术，把两条断头河的头

部连接起来，实现“毛细血管”周通。

阳光治水。治水成效好不好，结果要

由群众来评判、公众来监督。南通坚持“开

门治水”，做到“每周公布水质、每季通报排

名、常态巡查督查”。在中心城区主要河道

布设35个监测断面，聘请第三方进行水质

监测，每周滚动发布“体检报告”，公开接受

群众监督。每季度召开工作点评会，考评

结果在媒体公布，年度考核末位的评先评

优一票否决。畅通公众举报平台，限期办

理群众举报投诉的水环境质量问题。充分

发挥党代表、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和政协委

员的作用，成立由120名“三代表一委员”

组成的现场考核督查组，常态化开展督查，

确保治水成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亲水惠民。人类对水有着特殊的情

感，近水亲水能使人愉悦。南通加强沿河

步道建设，新建、维修步道超过18公里，让

城市居民漫步水边、游览河景、滋养身心。

实行智慧调水
坚持阳光治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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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满意度连续 16年居浙江省第

一，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连续12年

居全省第一，连续3年获得“大禹鼎”。

一串串量化的成绩，见证着浙江丽水

治水的卓绝努力，也蕴含着丽水因地制

宜、善作善成的治水之道。

完善饮用水水源保护制度建设，编制

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诚信评价办法》《饮

用水水源保护联动协调机制》《饮用水水

源保护生态补偿实施办法》等饮用水水源

保护配套制度。丽水市在全国设区市中

率先实施饮用水水源保护诚信评价制度。

诚信评价制度按照规定的评价记分

标准和程序，评定信用等级，分为A级（信

用优秀）、B级（信用良好）、C级（一般失

信）和D级（严重失信），旨在通过建立饮

用水水源保护诚信评价制度，积极引导单

位和个人自觉履行饮用水水源保护义务，

确保群众身体健康，为水源保护奠定法律

基础。

创新机制，多元化解涉水矛盾纠纷，

推行护河法官制度。丽水在深入法制治

水，协同作战工作机制上不断深入试验探

索，市治水办（河长办）与市法院探索建立

全省首个“水治理司法协同中心”，并在9
县市区设立巡回审判点，全市“河长制+法
官”联合监管机制初步形成。巡回审判点

的设立实现了河道水生态领域的预防、处

置、审判、修复一体化。

据介绍，巡回审判点承担依法审理各

类涉水生态环境资源破坏案件，推进涉水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行落实护河法

官制度，强化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工作，

创新和巩固水生态环境资源修复机制建

设，持续开展水生态环境资源巡回审判。

此外，丽水创新河（湖）长制，在浙江

省率先探索“流域河（湖）长制”，对流域范

围水域进行统筹管理，有效破解基层河长

协调难的治理困境。让党政负责人担任

河长，等于给河流找到了“主人”。

近年来，丽水立足华侨独特资源优

势，通过发挥侨界委员、侨领的作用，引导

华侨积极参与家乡治水，开启“引侨治水”

模式全面化。

创新活动载体，激发治水热情。搭建

“侨牵母亲河·百千万清河”载体，开展“千

名华侨共治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等

“治水走亲”活动，组织33个侨团与“母亲

河”结对，广泛发动华侨参与“五水共治”。

此外，围绕治水就是惠民生、促发展

这一主题，举办了一系列“五水共治”的活

动，让群众感受到了因治水而产生的美好

变化。

丽水探索走出了一条治污水带动转

型、助力增收的良性互动绿色发展之路。

“治水”不仅清澈了河流，孕育了美景，而且

还发展了民宿产业、乡村休闲旅游等“亲

水”经济，治水成效与生态红利不断显现。

实施诚信评价
推行护河法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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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2020年底要全面消除城乡黑臭水体
看看广州、丽水、南通等地都有哪些河涌治理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