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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 2017年实施河长制工作要点

2017年是全面推行河长制开局之年，扎实做好河长制各项

工作，更好发挥河库综合功能，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

品质活力新永州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永州市全面推行河长制

实施方案》（永办﹝2017﹞11号），制定本工作要点。

一、主要思路

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各项部署要求，

以落实责任体系、建立工作机制、突破关键问题为重点，通过

“一河一长、一河一档、一河一策”和“一月一晒、一季一督、一

年一评”的工作措施，利用“考核问责”和“奖优罚劣”的工作杠杆，

强化地方政府河库管理保护的主体责任，确保河长制工作有力

推进。

二、主要目标

通过一年努力，做到市县乡村“四级河长”体系全面建立，

高效运转的工作机制基本形成，河长制与防汛抗灾有机结合，

重点区域和河段的超标排污、垃圾入河、非法采砂、侵占水域

岸线等突出问题有效遏制，着力打造一批河库管理保护的工作

亮点，加快实现“河流畅通、水质良好、生物多样、岸线优美”

的目标。

三、主要任务

（一）加快建立责任体系，全面公开公示

按照“一河一长”的要求，在全市 5公里以上河流、5公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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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重要河流和大中小型水库全部落实河库长，确保每条（座）

河库任务包干到人、责任落实到人、绩效考核到人。

1、明确各级河长。出台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方案，落实市

县乡村各级河长，在主要媒体公布本级河长名单，明确地方党

委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域内河库管理保护的主体责任。（市、县、

乡党委、政府，完成时限：2017年 6月 30日）

2、健全组织体系。成立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和河长

制工作办公室，落实工作人员和经费，制定河长会议、信息共

享、工作督查、日常监管巡查、考核奖惩等相关制度，健全协

调联动工作机制。（市、县党委、政府，完成时限：2017 年 7

月 31日）

3、强化工作责任。地方党委、政府对行政区域内河库管理

保护负主体责任。各级河长要将防汛抗灾工程体系建设等有关

工作纳入责任范围，各级防汛责任人也要加强对联系地区河长

制实施工作的督导，县以下河长制尽可能与防汛抗灾责任制相

结合。（市、县、乡党委、政府，完成时限：2017年 12月 30

日）

4、全面公开公示。在河岸、水库的显要位置设立“河长”公

示牌，标明“河长”姓名、职责、河库概况、管护目标和监督电

话等内容，接受公众监督。（市、县、乡党委、政府，完成时

限：2017年 8月 31日）

（二）全面摸清河库现状，制定“一河一策”方案

按照“一河一档”和“一河一策”要求，全面开展河库管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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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底工作，分流域、分行业、分区域全面排查影响河库健康的

问题，切实做到底子清、情况明，并按照分级负责原则，逐级

制定每条河流“一河一策”工作方案。

1、掌握基本情况。收集、梳理每条河库的基本情况，全面

掌握河库水质、水量、水域等现状情况和规划目标。（市、县

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河长办，完成时限：2017年 9月

30日）

2、编制河库名录。对辖区内的河流和大中小型水库进行了

一次全面细致的摸底统计，准确全面掌握基础资料，精心编制

河流、水库名录。（市、县河长办，完成时限：2017年 9月 30

日）

3、列出问题清单。详细列出每条河库负面清单，包括排污

口数量，农业面源污染情况，沿线的畜禽、水产违法养殖情况，

水面及堤岸的环境卫生情况和黑臭水体、非法采砂、违法乱建、

非法围垦、侵占水域等情况。将河库情况以文字、表格、图片

等形式登记造册，建立“一河一档”、 “一库一档”。（市、县河

长制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河长办，完成时限：2017 年 10 月

31日）

4、制定工作方案。根据不同河库、不同河段存在的突出问

题，按照分级管理原则，科学制定 2017—2020年“一河一策”工

作方案，明确年度工作要点，分类提出具体目标、任务和措施，

制定差别化保护和治理计划，增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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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河长制工作委员会、河长办，完成时限：2017年 12月 31日）

（三）切实突破重点难点，尽快取得成效

针对每条（座）河库的问题清单，对危害重、影响大、涉

及部门多的重点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整合力量限期解决突

出问题，力争尽快取得成效。

1、开展水污染防治。针对工业点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

城乡生活污水等突出问题，开展水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实施工

矿企业清洁化改造，取缔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内入河

排污口，加强船舶、码头水污染防治，实现农药、化肥用量零

增长，强化有色、化工等重点行业企业污染治理，持续推进工

业园区和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改造，减少入河污染物排放。

确保国家和省考核我市的34个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达到考

核标准，省级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 92.6％以上。（牵头单

位：市环保局，参与单位：市发改委、市农委、市经信委、市

城管局、市水利局、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卫计委，责任主

体：各县区党委、政府）

2、开展不达标水体治理。加大黑臭水体治理力度，完成中

心城区 11条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加强农村河道、水库、山塘等

污染严重水体治理，每个县、乡都要明确治理年度任务，重点

解决因垃圾乱倒乱堆、畜禽水产养殖、水体水流不畅等造成的

水质恶化问题。（牵头单位：市城管局，参与单位：市环保局、

市水利局、市畜牧水产局，责任主体：各县区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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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垃圾综合治理。统筹垃圾产生、投放、收集、运输、

和处置全过程管理，全面清除河道内堆积的废弃物，确保县级

以上城区段河面垃圾有专人清理，实现水面无大面积漂浮物、

河岸无垃圾，垃圾及时清运率达 100％。（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参与单位：市城管局、市交通局，责任主体：各县区党委、政

府）

4、开展水域岸线整治。完成县级以上城区河段和湘江干流

永州段的河道划界工作，重点查处打击一批非法河库养殖、侵

占水域、占用岸线、非法码头及设置砂石场等违法行为，维护

河库畅通。（牵头单位：市水利局，参与单位：市发改委、市

国土局、市交通局、市公安局、市农委、市林业局、市畜牧水

产局，责任主体：各县区党委、政府）

5、开展水库污染治理。以水产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为主，兼

顾农村生活垃圾、污水、农业面源污染和工业污染源治理，全

面取缔水库投肥和人工饲料养鱼，关停水库周边养殖场，水库

污染得到有效遏制，严重污染水库得到有效治理，水库水质实

现明显好转。（牵头单位：市水利局，参与单位：市环保局、市

国土局、市农委、市畜牧水产局，责任主体：各县区党委、政

府）

6、开展“两口一源”专项整治。“两口一源”即取水口、入河

排污口、饮用水源。严格执行取水许可制度，实现发证规范、

手续齐全、档案完整；加强入河排污口管理，依法开展入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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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口设置审批，切实关闭重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入河排污口；

突出重要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县级政府批准省级重要饮用水水

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方案，并完成年度建设任务。（牵头单

位：市水利局，参与单位：市环保局、市经信委、市住建局、

市城管局、市畜牧水产局，责任主体：各县区党委、政府）

7、开展水生态修复。以国家级、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为重

点，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确保完成祁阳县 501亩退耕还林还湿

试点任务，其他县区要全面启动退耕还林还湿试点工程。（牵

头单位：市林业局，参与单位：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国土

局、市水利局、市农委，责任主体：各县区党委、政府）

（四）扎实推进能力建设，提升保障水平

1、建立河库保护管理联合执法机制。市、县建立水利、环

保、公安、城管、国土、交通、农业、林业、畜牧水产等相关

部门参与的河库管理保护联合执法机制，县区按照“集中办公，

统一管理、协调执法”的模式，抽调专门工作力量，推进联合执

法，重点整治湘江上游非法采砂、电毒炸鱼等水事违法行为。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参与单位：市编办、市财政局、市公

安局、市环保局、市城管局、市国土局、市交通局、市农委、

市林业局、市畜牧水产局，责任主体：各县区党委、政府，完

成时限：2017年 10月 31日）

2、开展河流水质水量等水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加强河流跨

界断面、主要交汇处、重点水域的水量水质水环境监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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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统一、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河流监管网络，建立水质恶

化倒查、污染来源追溯机制。（牵头单位：市环保局、市水利

局，责任主体：各县区党委、政府，完成时限：2017 年 10 月

31日）

3、启动全市河库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建设。加强河库水域水

环境动态监管，逐步实现基础数据、涉河工程、水域岸线管理、

水质监测等信息化、数字化，并将推行河长制日常巡查、问题

督办、情况通报、责任落实等纳入系统管理，提高工作效能。

（牵头单位：市水利局，参与单位：市环保局、市经信委、市

国土局、市交通局，责任主体：各县区党委、政府，完成时限：

2017年 10月 31日）

四、主要措施

（一）加大宣传力度

充分发挥市级主流媒体功能，开展多形式、多方位的宣传

活动。及时报导市级河长调研情况和市级河长会议内容，宣传

“河长制”新举措和新做法，推广县区及乡镇较好的典型和已取

得经验，跟踪报导专项整治行动，促进整治效果，积极营造社

会各界共同关心、支持、参与和监督河库保护管理的良好氛围。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参与单位：市河长办、市直新闻媒

体）

（二）开展专项行动

建立河库日常监管巡查制度，实行河库动态监管。各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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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重点难点的同时还要结合实际，围绕垃圾不入河、污水不

乱排、河道不侵占等内容，全年开展不少于三次护河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涉河涉库违法行为。（责任主体：市、县、乡党委、

政府）

（三）强化工作机制

1、一月一公开。通过市级主流媒体、永州水利网、永州水

利微信公众号、永州河长制微信公众号、永州市河长制工作简

报等宣传平台，建立河长制工作信息共享制度，每月将各地工

作进展和典型经验，特别是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向社会公布，

接受社会监督。（牵头单位：市河长办，参与单位：市委宣传

部、市环保局、市水利局、市直新闻媒体）

2、一季一督查。建立定期督查制度，上级河长每季度对下

级河长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同时，对河长制工作委员会会

议要求督查落实的重大事项或市级河长交办事项，及时开展专

项督查。（牵头单位：市委市政府督查室、市河长办，参与单

位：市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3、一年一考核。根据年度工作要点和考核方案，上级河长

负责组织对下一级河长和同级河长制组成部门履职情况进行考

核。对年度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单位和河长进行奖励和表彰。

对工作不积极，河库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县区，将采取通报批评、

约谈等措施，要求限期整改。（牵头单位：市河长办，参与单

位：市河长制工作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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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员公众参与

建立“政府主导、社会监督、公众参与”机制，推行“民间河

长”，拓展公众参与领域，规范公众参与程序，建立社会公众监

督评价机制，将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河长制考核的指标内容，并

将考核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开展“水美家乡”评比，充分动员

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等力量参与到水环境治理工作中来，凝聚

生态文明建设共识与合力。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河长

办，参与单位：市直新闻媒体及各县区河长办，责任主体：各

县区党委、政府）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