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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全面实施河湖长制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及时解决复杂水问题、保护河

湖健康的有效措施，是制定完善的水治理体系、保障国

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强化河湖

长制，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生态保护治理。滚动编

制新一轮“一河一策”方案，是贯彻落实全面推行河湖

长制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精神、进一步强化河湖长制的内

在要求，也是解决复杂水问题、推动河湖长履职“有能

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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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河是襄阳市重要的市级河流，编制襄阳市渭水

河“一 河 一 策 ” 方 案（2021-2025 年 ）（简 称“一 河 一

策”方案）是全面推行襄阳市河湖长制的基础性工作，

也是加强渭水河治理与保护的重要环节，有利于摸清渭

水河健康状况，科学诊断渭水河存在的突出问题，确定

渭水河治理与保护工作的目标、措施、行动计划，对实

现精准治河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并为其他河流“一河

一策”的编制提供参考。

1　河流概况

渭水河为汉江中游干流南岸一级支流，发源于南

漳县九集镇七里山，自东北向西南延伸，流经南漳、襄

城、宜城，于宜城市小河镇荣河村汇入汉江。干流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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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km，流域面积 414.5km2，流域平均海拔 103m。渭水

河流域内较大的支流有赵畈河、沈家洲河、柳林桥河、

王家大沟，有 6 个一级水功能区和 2 个二级水功能区。流

域内水利工程主要有水库、泵站、水闸和堤防等，其中：

1 座中型水库和 50 座小（1）、小（2）型水库；12 个泵

站工程，25 台水泵，2 处排水闸；渭水水库以下修堤防

3.2km，宜城市小河镇修堤防 6.3km。

2　管理保护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水资源保护

（1）未单独划渭水河流域的“三条红线”指标，考

核时将渭水河纳入县（市、区）指标进行考核，实施总

量控制；（2）渭水河流域内灌区用水监测覆盖率较低；

（3）节水型社会建设相对滞后。未编制《县域节水型社

会达标建设实施方案》。

2.2 水域岸线管理保护

（1）河道管理确权工作进展较慢。渭水河干流及其

支流均已完成河道管理范围划界工作，且沿河设置了界

桩，树立工程管理保护范围公示牌，但确权工作进展较

慢；（2）未编制水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相关规划；

（3）河道“四乱”现象仍然存在。

2.3 水污染防治

（1）未达到城乡生活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全覆盖；

（2）余家湖工业园内工业污水偷排；（3）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工作仍待加强；（4）禽畜养殖污染配套设施不齐全。

规摸化养殖场大部分设施简易，养殖污染物处理不彻底，

分散饲养无处理设施；（5）农村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现象

屡禁不止；（6）农村小微水体水污染防治存在短板。

2.4 水环境治理

（1）缺乏水质监测断面；（2）部分河道淤塞严重，

水体富营养；（3）农村水环境治理力度不够。

2.5 水生态修复

（1）河湖水系连通不畅，水体流动性差。渭水流域

共有中小型水库 51 座，拦截了流域内各条支流，部分地

方出现脱水断流现象；（2）生态流量不能保证。（3）水

土流失问题。河堤内坡未固坡，且存在开垦种植，降雨

时表土随雨水流入河道，造成水土流失。

2.6 水安全保障

（1）部分河段防洪能力不达标；（2）排涝设施较少，

排涝能力不足。

2.7 执法监管

（1）执法队伍与装备建设不足。虽设置了河湖长制

办公室，但大多数还未落实机构编制及专职工作人员，

执法监管多由各科室抽调兼任。

（2）人员经费压力大。长期以来执法监管机构均为

农业农村局（地方政府水行政部门）牵头下的多科室联

合队伍，工作运行经费和培训费等费用较少，存在被其

他费用挤占的现象。

（3）执法监管信息化平台建设滞后。流河道水质、

水量、水位、生态流量等监控设施不足，新型智能视频

摄像头和无人机等新技术尚未推广、信息收集自动化智

能化程度低。

2.8 水文化保护

（1）河湖管理保护全民参与程度有待提高。渭水河

干流及其支流两岸居住村民保护、爱护河流的意识仍然

不强；（2）居民亲水客观条件不足。渭水河流域内与水

文化相关的亲水景观、宣传栏设置较少，未见明显水文

化保护宣传内容，居民缺少亲水条件。

3　管理保护目标

根据渭水河流域的具体情况，从水资源保护、水域

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

水安全、执法监管和水文化等 8 个方面提出渭水河流域

管理保护目标和指标，共 20 个指标，详细情况见表 1。

4　管理保护措施

4.1 水资源保护措施

4.1.1 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

（1）全面落实国家节水行动，尽快完成县域节水型

社会达标建设工作；（2）加大城乡节水器具推广；（3）

深入推进节水型农业建设。

4.1.2 推进现代化灌区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1）加强灌区农业灌溉节水改造，加大灌区节水配

套改造经费投入；（2）通过平田整地、沟塘清淤、配套

路桥涵闸灌排设施，建设农田林网、实施土壤改良和农

田整治，推广管灌、喷灌、微灌节水增效技术，提高区

域灌溉水利用系数。

4.1.3 强化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

（1）提高水资源取用水在线计量、监测能力；（2）

加强城乡生活取用水计量监控设施建设；（3）着力推进

农业用水计量设施建设，开展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测算工作。

4.1.4 完善乡村小微水体水源地保护措施

建立小微水体水源地名录，划定生态涵养范围，对

小微水体坑塘进行深挖、清淤、修边等生态治理，悬挂

小微水体水源地标志牌，进一步落实小微水体长。

4.2 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措施

4.2.1 推进河道管理确权工作

完善河道带状地籍测绘、河道大断面测绘及水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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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告牌制定、河道岸线信息化与数据库建设等工作，

妥善处理相关权益问题，明确权属。

4.2.2 编制重点河段水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划定岸线功能分区，按照保护区、保留区、控制利

用区和开发利用区分区要求加强岸线空间管控。

4.2.3 持续推进“清四乱”工作常态化

组织开展“回头看”和“再提升”，坚决遏增量、清

存量、管长远。对发现的“四乱”问题建立台账，实施

销号制度，明确责任人、责任单位，加大暗访督查力度。

4.3 水污染防治措施

4.3.1 综合防治点源、面源污染

截污纳管，建设和改造河道沿岸工业、生活污水

管道；改扩建河道受影响区域内污水处理厂。从“减

源”“拦截”“修复”等三个方面着手，治理河道面源污

染。

4.3.2 全面加强污水直排整治与监管

开展农村生活污水直排口的摸底调查，全面消除污

水直排入河现象，取缔排污口污水就近接入已有或新建

的污水管网。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加强入河排污口巡查

工作。

4.3.3 全面整治小微水体

全面整治小微水体污染，进一步落实小微水体长的

主体责任，加强管理保护工作；注重运用植物、生物等

生态治理技术，着力提升小微水体的自净能力。

4.4 水环境治理措施

4.4.1 推动农村水环境综合治理

以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为重点，继续推进

四级垃圾处理体系高效运行。

4.4.2 开展河流水质提升攻坚行动

从源头治理，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水陆

关系，确保渭水河流域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加强

岸上控源截污、实施雨污分流排水体制。

4.4.3 提高水环境监测管理水平

合理布置河流水质监测断面。加强监测断面的前端

感知能力建设，配备满足信息采集要求的监测设备，实

现水质实时监测与信息收集上报。完善水环境考核体系

及预警机制。

4.5 水生态修复措施

4.5.1 维护水系自然连通，保证生态基流

（1）退田还河，拆除岸线内非法建筑物；（2）合理

布置水利工程，严格水利工程审批制度；（3）编制生态

流量泄放方案，设置泄放生态流量的工程设施和监测设

备。

4.5.2 保护水生生物生境，提高水生生物多样性

表1　渭水河流域管理保护目标值

序号 指标项 主要指标 单位 指标类型 渭水河目标值

1
水资源保护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 约束性 0.549

2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 约束性 85

3
水域岸线管理保护

河湖管理范围确权工作 % 预期性 100

4 岸线整治完成率 % 预期性 100

5

水污染防治

中心城区生活污水处理率 % 预期性 95

6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 预期性 86

7 工业企业污水达标处理率 % 预期性 100

8 规模化畜禽养殖废水处理率 % 预期性 100

9 塑料污染治理体系 / 预期性 基本建立

10 小微水体治理率 % 预期性 100

11 测土配方技术推广率 % 预期性 90

12
水环境治理

考核断面水质优良率 % 预期性 75

13 行政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率 % 预期性 95

14
水生态修复

控制断面生态流量满足度 % 预期性 90

15 水土保持率 % 预期性 80

16
执法监管

执法队伍与装备建设 预期性 到位

17 日常监管是否及时到位 / 预期性 及时到位

18
水安全保障

防洪工程达标率 % 预期性 90

19 排涝工程达标率 % 预期性 60

20 水文化保护 公众满意度 % 预期性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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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水域自然岸线的恢复，适度开展河岸滨水

带建设，打造亲水生态岸线；（2）对于围垦河道、侵占

河道的现象要及时治理，退田还河。

4.5.3 实施水土流失治理措施

（1）调整坡地种植结构。采用生物梯化防控技术、

横坡等高条带种植技术、横坡垄作技术、果园分带种植

与生草覆盖技术等坡耕地治理和保护措施，防治水土流

失。（2）加强辖区范围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工

作的监督管理力度。

4.6 水安全保障措施

4.6.1 对水毁河段和不达标河段进行加固

（1）对于支流赵畈河王花园村、干流小河镇拉河口

等水毁河段，应进一步排查岸坡稳定、防渗等问题，采

取岸坡加固和防渗措施；（2）对于渭水河干流及其支流

防洪标准不达标的河段，应采取扩大过流断面、加高加

固等工程措施。

4.6.2 对排涝泵站进行更新改造或改扩建

更新改造设备已老化的排涝泵站，必要时进行改扩

建或重建，以提高渭水河排涝能力。

4.6.3 对流域水情、工情进行动态监测

按照水利信息化和水资源监测体系建设要求，提高

河道、水库、实时监控覆盖率和水平，加强对水位、水

质、流量变化等方面的动态监测，做到汛情早发现、早

应对、早处置。

4.7 执法监管措施

4.7.1 加强执法监管队伍及能力建设

加强对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提升行政执法能力，

配置无人机、执法巡查车等和现场勘验工具，提高执法

队伍的快速响应能力和执法工作效能。

4.7.2 提高河道信息化监管水平

（1）补充完善水文监测站网、取用水计量监控设施、

水域岸线定点视频监控、无人机巡河设备等基础设施建

设。

（2）加快完善河长制、湖长制信息管理平台、河湖

预警监测平台、社会监督平台和联合执法平台建设。

4.7.3 加大执法监管财政支持力度

河湖长制执法监管的财政支出宜作为独立财政预算

分类单列，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各级财政按照部门预算

编制规定，落实各级河湖长制办公室经费，确保执法机

构的健全和人员稳定。

4.7.4 加强公众监督

发挥民间河长桥梁作用。聘请民间河长对各河流进

行日常监督，构建全民监督体系。

4.8 水文化保护与传承措施

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节日开展水文化宣讲活

动，同时传播水文化和惜水、节水、水资源保护的意识

等。

4.9 开展河湖健康评价

河湖健康评价是河湖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检验河湖

长制“有名”“有实”的重要手段，有助于快速辨识问

题、及时分析原因，帮助公众了解河湖真实健康状况，

为各级河湖长及相关主管部门履行河湖管理保护职责提

供参考。

5　结论

“一河一策”方案是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的基础

依据，是河湖长“治”的行动指南。本文针对襄阳市渭

水河管理保护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具体的管理

保护目标、措施，有利于恢复河流健康及社会服务功能，

对于探索和建立河湖治理与管理保护模式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从而促进河湖长制高效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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