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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织好“护航亚运”三张网

为保障杭州亚运会水环境质量稳定和水环境安全，展示水环

境良好形象，象山县以河湖长制提档升级为抓手，着力提升治水

能力，不断强化饮用水源保障，扎实推进专项行动成势见效，为

亚运会顺利召开贡献象山力量。

一是织好幸福河湖网，提升治水能力。统筹推进白仙山、平

潭水库等水源工程建设，平潭水库提升改造工程完成工程量 45%，

白仙山水库完成初设报批。持续推进河道综合整治，完成茅洋、

西周等小流域治理 2 公里，农村河道综合整治 2 公里，清淤河湖

土方 5 万方，实施大塘港防洪排涝库岸整治 3 公里。全面推进美

丽河湖建设，美丽河湖片区建设完成 150 公里建设，完成总工程

量的 70%，完成定塘镇长塘河省级美丽河湖建设，启动《象山县

全域幸福河湖建设规划》编制工作，推动“美丽河湖”向“幸福

河湖”蝶变，为护航亚运注入水动力。

二是织好监督预警网，落实专项整治。重点开展核心水域水

体、入河排口、重点污染源、重点风险源等巡查检查，专项行动

以来，围绕划定的 7 个核心水域和 11 个重点水域，开展“护航

亚运”专项行动 10 次，河湖“清四乱”专项河道巡查 80 余次，

完成全县 2888 个入河湖排口排查，整治销号河湖“四乱”问题

12 个，排查率和整改率均为 100%。针对近几年尤其是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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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发生藻华河段、湖库开展氮磷污染来源排查，加强污染治理，

强化源头防控。积极应用卫星遥感等信息化技术密切关注藻情发

展形势，完善藻类监测预警网络，建立健全藻情防控机制。

三是织好水源保护网，确保供水安全。严格落实重要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监测和水质提升，今年以来，全

县 4 座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三级河湖长共巡河 186 次，

完成水质监测 12 次，完成交办问题 5 个，整改销号率 100%。

持续推进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电子围栏建设，完善矢量数

据库，完成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应急预案编制，落实应急防范措

施和应急设施（物资），开展应急演练。围绕宁波象山亚帆中心

和宁波半边山沙滩排球中心赛事场馆及 4 家接待酒店等重点场

所，组建供水保障队伍和应急队伍，强化供水管网巡检和维护力

度，确保特殊情况下能及时启用备用水源，保证供水安全。

（象山县河长办供稿）

慈溪：治水护水造“生态美” 凝聚合力
建“全域美”

慈溪市以河湖长制提档升级工作为抓手，打造“2+N+X”河

长制全覆盖管理模式，推动河湖长制从“有名”向“有实”“有

能”“有效”转变。依托数字技术提升信息化管控水平，持续增

强全民治水推进力，以“生态美”带动“全域美”，推进幸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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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建设。

一是体制机制实现新跨越。慈溪市印发并实施《慈溪市兴水

治水五年规划（2022—2026）》，聚焦全方位保障水资源、全流域

提升水安全、全行业防治水污染、全社会弘扬水文化和全链条优

化水管理五大方面，努力实现兴水治水新跨越。按照“一河一长、

条块结合、分片包干”的管理责任体系，推行“2+N+X”河长制

全覆盖管理模式，形成市领导带头、相关镇负责、各部门配合的

工作机制，构建 2 位党政双河长、2265 名市、镇、村三级河长、

“十万网民”“百万市民”民间队伍组成的团队体系，实现河长

制全覆盖，小微水体全部“有人管”。

二是数字治水实现新迈进。依托“天网工程”建设，率先在

宁波试点打造河情指挥平台，建起宁波第一块电子河长牌，迭代

升级“慈水节约”平台，依托宁波创建文明典范城市指挥应用平

台常态化开展巡查、督查、问题整改反馈。联合行动开展以来，

对河湖圈左右岸、上下游进行协同大治理、问题大巡查，完成问

题整改 250758 个，整改完成率 99%。综合利用无人机、无人船、

自动监测站、小微站等技术手段进行在线走航监测，提升河长制

信息化管控水平。

三是全民护水实现新气象。以“十万网民”引导大行动，壮

大治水正能量；动员“百万市民”参与大行动，促进治水大合唱；

联动“千名河长”与“万名群众”共治大行动，增强治水推进力。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千名河（湖）长巡河再出发”专项行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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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各类志愿护水团队 70 余支，共开展多流域联动护水、文明创

建活动超 230 场，各级河湖长身份意识和履职能力不断提升。持

续提升“绿水币”推广度，结合“加入‘绿水币’、一起来护水”、

“市民幸福体验日”等主题开展相关活动 53 次，全市“绿水币”

注册人数达 7.6 万余人。

（慈溪市河长办供稿）

宁海：探索跨界河湖共治共管新模式

为进一步解决跨区域河道（清溪）管护问题，强化跨界河湖

上下游协同治理，4 月 10 日，宁海县创新探索推出河湖治理跨

界共管新模式，联合三门县、天台县推行跨界河湖（清溪）联合

河长制工作，实现跨界河湖系统管护，为宁波市首个推行跨界河

湖联合河长制工作的县（区）。

一是打捞保洁“外延 100 米”。建立跨界河湖联合保洁工作

机制，在清溪流域重点河段采取分时分段轮流保洁，三县实行属

地负责、就地打捞，将交界区域河道纳入各自保洁范围，各自向

行政区域外延伸 100 米，一旦发现大面积水葫芦、水草等水生植

物以及河面垃圾等问题及时反馈。现已组织清理河道打捞 2 次。

二是交叉巡河“多走 1 公里”。在清溪流域各点位设立镇、

乡、村三级联合河湖长，相邻点位打破以往“各人自扫门前雪”

的区域壁垒，进行河流上下游、左右岸“多走 1 公里”叉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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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对水面漂浮物等河湖垃圾主动拦截，并将实时情况通报下游

的天台县、三门县，形成共治“清单”。现已与三门县、天台县

共同签署跨界河湖（清溪）联合河长制工作机制。

三是数字监管“多查 1 个点”。构建河湖水域除险保安数字

化巡逻防空网，使用专业无人机对清溪各流域在原先的基础上新

增 1 个拍摄点位进行扫描式拍摄，解决信息缺失零碎、精准度

不高的问题，形成一张连续、高清、矢量河湖现状数字底图，为

清溪监管提供可靠、准确的信息。截至目前，共出动无人机 5 架，

形成数字底图 2 张。

（宁海县河长办供稿）

鄞州：深入推进河长制 助力亚运护航

鄞州区以“护航亚运”专项行动为契机，严格落实河长履职

尽责，推动完善“民间河长”制度，积极营造爱河护水氛围，构

建全民齐抓共管治水新模式。

一是专题部署，全面“体检”。紧密围绕“护航亚运”主题，

印发 2023 年 1 号总河长令和《鄞州区河湖长制“护航亚运”专

项行动方案》，以河湖长制为抓手，发动各部门、镇（街道），对

全区水环境进行全面“体检”。4 月份“护航亚运”行动开展以

来，全区各级河湖长巡河 13732 次，开展水质监测 590 次，发现

并处理各类大小问题 3267 起。同时，充分运用无人机、卫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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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等科技手段，“消灭”人工巡河盲区，真正做到全覆盖、不留

死角。目前无人机巡河发现的 42 个问题均已完成整改。

二是完善制度，引进“外援”。制订《鄞州区“民间河长”

制度》，明确规范了资格条件、工作职责、聘用管理等内容，从

制度层面弥补了“民间河长”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管理不够规范、

组织联动不畅等不足。目前，已招募县级及以上河长制河道“民

间河长”19 人、乡级河长制河道“民间河长”186 人。同时，

招募过程中注重“民间河长”身份的多样性，包含专家学者、人

大政协代表、网红博主、公益组织、护水团队、涉水企业等各类

民间力量，充分发挥“民间河长”自身特长优势，为治水护河迎

亚运添柴助力。

三是强化宣传，营造氛围。根据河湖长制宣传推广实际需要，

印发《2023 年度鄞州区河湖长制宣传工作季度专项竞赛活动考

核办法》，分宣传活动、简报信息、典型案例、媒体宣传等六个

方面重点推动，并每季度对专项竞赛活动结果进行通报。目前，

已发布第一季度通报。同时，依托河长制监管平台、“甬水美丽”

公众小程序等公众参与渠道，建立稳定的护水团队，常态化开展

专项宣传活动，有效提高当地公众参与护河治水的积极性。现已

成立护水团队 260 个，团队人数 4016 人，1-5 月公众参与活跃

度逐月提升，5 月份超过 10%。

(鄞州区河长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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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建治管”三招打造城区样板河
实践路径

余姚市深入贯彻落实“甬有碧水”攻坚行动，以阳明街道七

里浦河治理为实践路径，打实“建、治、管”三项妙招，把一条

发黑发臭的劣 V 类河道，治理成打造“安全河、生态河、文化河”，

为城区河道治理提供样板经验。

一是建七项制度。健全组织机制，建章立制，七措并举。2021

年 1 月，阳明街道召开冬春季水环境治理百日攻坚动员大会，

成立联合治河排查整治小组，进行全流域排查，针对性制定七里

浦河“一河一策”七项整改方案。切实发挥“头雁”效应，建立

涉水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小组，建立智慧动态监管机制；加大联合

执法力度，在邻河区域安装 24 小时全天候监控设备，按照河岸

一体化保洁机制强化河道保洁，加强管网运维管理，加强舆论宣

传引导。

二是治十项工程。从“劣等生”转变成“模范生”，关键点

在“治”。通过系统调研，七里浦河面临城区封闭式河道、暗河

段污染情况不明、纳管率低、管网运维不到位等问题，治水小组

集中提炼出 8 大问题，见招拆招打出“10 个项目工程”组合拳，

对症下药“治”。治理方式上科学创新，一河项目多策并举、一

河分段责任共创共建，通过河道清淤工程、截污纳管工程、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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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工程、生态护岸工程、智能化改造工程等十项工程措施，全

维度综合治水，数字化智慧治水，实现标本兼治。

三是管一江清水。水三分在治，七分靠管，治河最怕反弹。

七里浦河加快基层河湖管护队伍建设，建立健全长效巡护管理机

制；管理以防为先，加大日常检测和保洁力度，以科技管水质，

通过设置十个监测点，每日检测氨氮、总磷；以数字赋能，依托

监控技术管住河道闸门安全。增强公众护水热度，加强全民科普

动员和宣传，利用公众号、专家讲座、“绿水币”等提高全民治

水参与度。提升滨水生态环境，推出“河长植树日”，栽种樱花

树等景观树，打造市民“网红打卡点”。余姚七里浦河以“建治

管”三招凤凰涅槃的实践探索，为中心城区诸多“老大难”河道

治理提供示范样板。

(余姚市河长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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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市级河长，省水利厅。

送：各区（县、市）党委政府，市河湖长制相关单位，各区（县、市）

水行政主管部门。

宁波市水利局办公室 2023年6月1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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