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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推行河长制,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战略,是加强河湖管理保护、保障

国家水安全的重要举措,是解决我国复杂水问题的一项制度设计,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文章从方

案的编制实践出发,分别从编制范围、治理和保护措施等方面探讨了编制要点,为今后类似工作的开展提

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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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is a major strategy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rivers and lakes, and ensure national water security; is a system design to solve the 

complex water problems in China; is an unprecedente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tarting from the practice of 

the prepara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point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cope, governance and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similar work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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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一策”就是根据中央和省委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

总体要求和落实水资源保护、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

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执法监管等六大基本任务要

求,以河流为单元,针对具体河流实际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

河流治理保护与管控对策或者行动路线图,达到保护河流生态

环境的目的[1]。 

1 “一河一策”编什么？ 

1.1分解河段治理保护目标任务 

根据河流相关涉水规划以及河流或河段实际,针对突出问

题,制定河流治理保护目标任务,按照河流整体性要求,结合河

流不同河段的特点和功能定位,分段确定各河段以及支流入河

口治理保护目标任务与控制性指标和要求,形成河段目标任务

分解表。 

1.2制定河湖治理与管控清单  

分别为问题清单、目标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负面

清单。 

1.3制定河段实施计划安排  

按照河流治理与保护的总体和分年度目标,制定分河段的

治理措施,细化分年度实施计划、责任分工和实施安排等,理清

需优先安排的措施和项目,制定实施计划安排表。 

2 “一河一策”编制模式 

基本原则：由河流归属的 高一级河长制办公室负责组织

编制设置省级河长的长江、汉江、清江、沮漳河、通顺河、陆

水、汉北河、府澴河、南河、举水、富水河等11条河流和梁子

湖、斧头湖、洪湖、汈汊湖、长湖等5大湖泊的“一河(湖)一策”

由省河湖长制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编制[2]。 

类推： 高设立市级河长的河、湖,由所在市级河湖长制办

公室负责组织编制； 

高设立县级河长的河、湖,由所在县级河湖长制办公室负

责组织编制； 

高设立乡级河长的河、湖,考虑到乡镇技术力量,原则上

由县级河湖长制办公室统筹编制。 

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第一,没有设立省级河长的跨市河、湖和没有设立市级河长

的跨县河、湖的“一河一策”编制统筹问题。市与市之间、县

与县之间,包括上下游、左右岸都要相互协调、沟通,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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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上一级河湖长制办公室进行协调。 

第二,只设立乡级河长的河、湖,其“一河一策”可以以乡

镇为单元,打捆编制。 

如果河流数量多、类型多,可以按河流类型打捆编制。 

目前,我省“一河一策”主要编制模式：省级11条河流和5

大湖泊委托省水利水电规划勘测设计院和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负责“一河一策”编制。各市、县基本上是采取这种形式,

大多由地方水利设计院、水文局等有关涉水单位进行编制。 

推荐另外的两种编制模式： 

第一,武穴、枝江模式。由河长联系部门组织编制。利：大

大减轻了水利部门的压力,强化了部门的责任；弊：有一定的工

作难度,编制质量可能参差不齐。 

第二,面向社会招标。利：程序规范,编制质量有保证；弊：

程序多,时间长,资金压力大。 

2.1明确一个指导思想 

以摸清河流基本情况和主要存在问题为基础,以河湖水资

源、水环境承载力为刚性约束,以维护河湖生命健康、实现河湖

功能永续利用为目标,以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

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为主要任务,以强化河湖水域

岸线及水资源管控和加强执法监管为保障,因地制宜,科学编制

“一河一策”方案。 

2.2坚持四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的原则。从河湖自身特点、

现状、问题出发,抓住河流河段管护的主要矛盾,重点解决严重

影响河湖健康的突出问题。 

第二,坚持依法依规、统筹协调的原则。以水法、水污染防

治法等法律法规为主要依据,充分利用已有规划和治理方案成

果,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关系,统筹六大任务要求。 

第三,坚持远近结合、注重实效的原则。按照轻重缓急,以

近期为重点,兼顾远期目标,对于提升河湖健康水平 为显著的

措施,应重点部署、优先安排。 

第四,坚持事权明晰、重在落实的原则。明确属地责任,按

照部门联动、综合执法的要求,落实河长责任、部门责任,明晰

责任人与责任单位,做到可监测、可监督、可考核。 

3 重点治理与保护措施 

3.1总体要求 

应根据治理的总体目标和任务要求,针对河湖存在的突出

问题,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约束条件,从消减河湖负荷、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控制开发强度、修复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河湖

治理保护的总体思路与对策。 

3.2水资源保护 

制定高耗水高污染项目负面清单。根据河湖水资源条件和

开发利用现状,确定河湖用水准则,制定负面清单。 

严格控制用水总量。根据河湖沿岸取水口动态信息,优化取

水口取用水量和取用时间,实行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

动,严格控制河湖用水总量。 

严格控制入河污染物总量。根据水功能区划确定的河流水

域纳污容量和限制排污总量,切实监管入河湖排污口,严格控制

入河湖排污总量。  

高标准灌区建设。结合区域农业发展需要,考虑灌区用水效

率提升,加快实施高标准灌区建设。 

工业节水技术改造。针对重点用水大户,开展工业用水工艺

流程节水改造升级,重点推动工业废水回用技术应用。 

节水型社会建设。根据节水型社会建设要求,加强节水宣传,

加大城乡节水器具推广力度,遏制用水浪费。 

3.3水域岸线管理保护 

岸线功能区划： 

有岸线规划：对于已有水域岸线规划成果的河湖,应根据规

划确定的水域岸线范围,结合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要求,确定河

湖管理范围和水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并作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

与保护的依据[3]。 

无岸线规划：应参考河湖所在区域已有相关国土空间规划

与区划成果,以及地方政府对河湖管理的有关规定,确定河湖管

理范围和水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非法占用岸线清理与整治。加大岸线管护人力、资金投

入,拆除违法违规建筑,严禁侵占河道、围垦湖泊、非法采砂

等活动,对岸线乱占滥用、多占少用、占而不用等突出问题开

展清理整治。 

准入和负面清单制定。按照河湖岸线功能区划,分区细化河

湖岸线开发强度要求,禁止不符合河湖岸线主体功能定位的各

类开发活动。 

3.4水污染防治 

入河排污口排查与整治。摸清入河湖排污口分布及规模,

明确污染类型和主要超标内容。优先安排饮用水水源区等水环

境敏感区以及水质超标区的入河排污口整治。 

截污纳管。建设和改造河湖沿岸工业、生活污水管道,将污

水截流纳入污水截污纳管系统进行集中处理,提高污水收集和

处理率。 

污水处理厂建设与升级改造。加快乡村污水处理厂建设,

改扩建河湖受影响区域内污水处理厂,提出升级改造污水处理

设备和工艺的方案。 

重点排污企业整治。严格执行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制度,

对于排污量大、对水功能区或水环境敏感区具有严重影响的

排污企业,若采取整治措施仍无法满足要求,应提出关闭或搬

迁企业。 

内源污染防治。对于受污染严重、长期存在富营养化问题

的湖泊,应查清河湖水质状况及内源污染源分布,分析内源污染

类型与强度,制定内源污染控制的措施,严格控制河湖水域内开

展采沙、渔业养殖等活动,开展水葫芦、水花生治理,必要时提

出河湖底泥清除方案。 

3.5水环境治理 

饮用水水源地达标建设。按照已确定的河湖饮用水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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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与空间范围,完善保护区隔离防护并设置警示牌和标识牌,

重点清理保护区内违法建筑和排污口,严格控制保护区面源污

染,制定饮用水水源地安全达标建设方案。 

黑臭水体综合治理。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建设亲水生态岸线,

开展黑臭水体综合治理,通过提升河湖纵向和横向连通性,提高

水体自净能力,对重点河段实施底泥清除,清除内源污染。 

农村水环境综合整治。对于农村地区,以生活污水处理、生

活垃圾处理为重点,加强农村水环境综合整治,建设小型农村生

活生产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对已存在的黑臭水体进行合理疏浚

和生态化改造,制定重点河段沿河环境巡查方案。 

3.6水生态修复 

退渔退田还湖。对于有明确生态修复和保护要求的河湖,

按照相关规划的要求,提出退田还湖还湿、退渔还湖实施方案。 

河湖水系连通。对于存在连通不畅乃至相互隔绝的河湖,

应在水生态修复与保护的总体框架下,加强河湖水系连通,恢复

水体的自然连通性。 

水生生物栖息地恢复建设。应采用生态友好型理念开展河

湖治理与保护,避免河道过度硬化和渠化,禁止不合理裁弯取直,

保护和恢复水生生物栖息地。 

江河源头区保护。对于处于大江河源头区、水源涵养区、

生态敏感区的河湖,采取人工治理与自然修复相结合的方式,严

格划定水生态空间与红线范围。 

河湖生态化整治。加强河湖岸滨建设,建设亲水生态岸线,

构建水陆结合区重要生态屏障,提升河湖水体自净能力。 

水生生存环境保护与修复。对于存在重要珍稀和保护生物

物种的河湖,应按照水生生物种类及其生存特征,从保障水量、

水质和生态需水,以及相关生存环境要求等方面,提出河湖水生

生物资源养护的具体措施。 

4 管控措施与管护责任 

4.1管控措施 

河湖监测监控。结合河湖跨省、跨市、跨县断面分布情况,

在充分考虑现有的水文、水资源、岸线、水生态环境等信息监

测、监控设施设置情况基础上,明确监测考核断面,完善河湖监

测监控。 

加强涉河活动监管。分段落实河湖养护责任人,建立河湖日

常监管巡查制度。加强对涉河建设项目、水利工程管护、河湖

采砂、排污口设置等涉河活动的巡查检查,加大信息化动态监控

能力建设,防范严重侵占河湖及其它重大违法水事案件。 

水功能分区细化。对于未划定水功能分区的河湖,应在上位

水功能规划(省级、市级)成果基础上,考虑合理利用河湖水体纳

污能力要求,细化河湖水功能分区。 

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对于有需要和基础条件较好的河湖,

应积极推动水生态保护红线所在地区和受益地区探索建立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共同分担生态保护任务。 

加强部门联动、综合执法。加强跨部门合作与协调,采用多

部门联合执法的方式,清理整治非法排污、设障、捕捞、养殖、

采砂、采矿、围垦、侵占水域岸线等活动。 

4.2管护责任 

管护责任分解。按照河长制工作的部门联动、联合执法的

总体要求,结合河湖治理与保护各项措施的特点与实施需求,按

照部门业务内容,明确各级河长、河长办公室及相关部门的职责

和任务,将管护责任分解落实到位。 

落实责任分工。明确相关责任主体在各项河长制工作和防

治措施中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明确各项措施执行的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以及各部门负责人。 

5 河段目标任务分解与计划安排 

5.1河段目标任务分解 

考虑目标任务特点。重点针对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进行

分解,面上型指标(如区域用水总量、水域面积等)可不做分解。 

遵照相关规划要求。结合河湖分段(分片)功能定位要求,

细化各河段应达到的目标要求。 

考虑目标任务可达性。充分考虑河湖分段(分片)和支流的

现状水量、水质和水生态环境状况,分析各分段目标要求的可达

性和合理性。 

确保目标任务协调性。协调上下游河段指标值的关系,在考

虑河湖分段(分片)自身特殊性的前提下,要尽量做到“标准统

一、合理合规”,确保相邻河段目标任务的协调。 

5.2实施计划编制 

重点安排部署。重点考虑河湖现存问题的社会影响以及治

理预期成效,确定措施优先安排顺序。对河湖治理与保护措施的

核心环节及重大事项进行重点安排,对能够形成“以点带面、以

少带多”局面的措施进行重点部署。 

制定实施计划安排表。细化分年度实施计划,明确措施项内

容、预期效果和时间节点要求,制定实施计划安排表。 

6 结语 

对于基础资料相对薄弱的,应结合方案编制需要,适当开展

重点区域、领域现状补充调查。从水资源、水域岸线、水环境

和水生态等方面,分析河湖治理与保护现状,找出存在的主要问

题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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