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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村河道作为重要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扮演着农民生

产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长期以来，由于农业生产、

工业排放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农村河道面临着水质恶化、

生态退化等问题。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河长制作为一

种创新的治理模式在中国逐渐得到推广，河长制强调地方

政府、相关部门和公众的积极参与，明确治理责任，并注

重科技创新，推动治理工作不断改进。

1  河长制范围下的寿县农村河道现状

1.1  寿县农村河道的问题和挑战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农村地区排放的污水

和农业废水不断增加，成为河道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农村

地区广泛使用农药和化肥，这些化学物质可能通过径流进

入河道，对水质造成污染，影响水生态系统的健康。农村

地区对生活垃圾和固体废弃物的管理相对薄弱，由于不当

处理可能导致河道的水体被污染，部分农村河道可能由于

缺乏维护，淤积严重，导致水体流动不畅，影响水质。此

外，农村地区开垦和建设活动可能导致湿地和栖息地的破

坏，减少了河道的自净能力和生态功能，农村地区也缺乏

科学、有效的河道管理措施，导致河道环境保护工作的滞

后和不足。表1事寿县某农村地区的一条主要河道为例，监

测数据显示该河道水质指标，该农村河道水质指标中，水

体浑浊度和氨氮含量超过了相关水质标准，说明水体受到

了较为明显的污染。然而，总磷和总氮含量虽然略高，但

仍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水质标准[1]。

表1：  某农村河道水质指标监测数据

水体浑浊度 200 NTU

水中溶解氧含量 4.5 mg/L

总磷含量 0.2 mg/L

总氮含量 2.0 mg/L

化学需氧量（COD） 30 mg/L

氨氮含量 3.5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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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该农村河道的水质达标，需要针对具体问题采取综

合性的治理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建设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对农村污水进行集中处理，

减少污染源输入。

2.加强农药和化肥的合理使用和管理，避免过量使用和

不当施用。

3.推进农村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减少固体废弃物对河

道环境的影响。

4.定期对河道进行疏浚，保持水体通畅，有利于水质

改善。

5.加强生态保护，限制河道周边的开发活动，保护湿地

和栖息地。

1.2  河长制范围下的治理措施

为了应对寿县农村河道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寿县政府积

极推进河长制的实施，建立了覆盖整个县域的河长制管理

网络。在河长制范围下，政府部门、乡镇政府、村委会以

及社会组织等各方积极参与，共同推动农村河道整治工作

的开展，寿县政府制定了农村河道整治的总体规划和具体

方案，并明确责任主体和分工。河长办将治理工作列入日

常工作计划，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确保治理工作的持续

推进。

2  寿县农村河道整治的实践

2.1  河道生态修复工程

为了有效应对寿县农村河道面临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寿县政府积极开展河道生态修复工程，以恢复和改善河道

的生态功能，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与稳定。针对水质污染

问题，寿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建设湿地净化

工程和植被修复工程，湿地是天然的水体净化器，可以有

效去除水中的污染物质，寿县政府修建了一些人工湿地，

通过人工湿地的植物吸附和微生物降解，降低水体中的污

染物含量。同时，政府还大力推进河道两岸的植被修复工

程，通过种植湿地植物和水生植物，增加河岸植被覆盖，

减少径流的速度，减缓水流冲刷，改善河道水质；针对河

道淤塞与堤岸塌陷问题，寿县政府采取了疏浚和河岸防护

工程，在河长制的指导下，寿县政府进行了河道的疏浚工

程，清理淤泥和杂物，保证水流的畅通。同时，政府对一

些易发生塌陷的河岸进行了防护工程，采取生态护岸的方

式，通过植被栽种和结构加固等措施，保护河岸的稳定；

针对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寿县政府着重加强生态保护和野

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政府划定了一些保护区域，严格控制

人类活动，保护当地的湿地、湖泊和自然生态。

2.2  环境宣传教育与社会参与

寿县政府积极开展环保宣传活动，通过举办座谈会、研

讨会、讲座等形式，向公众传达农村河道整治的重要性和

意义，以及每个人在保护河道环境方面的责任。同时，利

用媒体渠道，发布环保资讯，加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寿县

也将环保教育融入学校教育体系，在学校开展环保知识普

及和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与河道保护志愿者团队，通过

实际行动感知环境的重要性，并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和责

任感[3]。另外，县政府鼓励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参与农村

河道整治，设立志愿者招募站点，吸引有志之士参与清理

垃圾、植树护岸等活动，为整治工作贡献力量。

2.3  可持续管理与监测体系建设

寿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河道的健康和环境的

持续改善，县级河湖长制度被有效整合到了河道管理中，

确保了河道的日常监管和问题处理，县级河湖长与相关部

门合作，共同开展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并指导整改，保障

了整治工作的执行和效果。寿县也建立了定期的水质和生

态监测机制，通过设立监测站点，定期采集水样并进行分

析，以确保河道水质达到标准。同时，生态监测也是不可

或缺的，通过对河道生态系统的监测，可以及时评估生态

修复工程的效果，并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寿县在农村河

道整治实践中，不仅注重生态修复和环境宣传，还着力构

建可持续的管理和监测体系，以确保河道的长期健康和环

境的改善，这一综合性的努力将为未来的河道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  创新路径

3.1  强化制度建设和规划引领

寿县政府重视制度建设，建立了科学合理的规划体系，

将治理工作纳入法制化和规范化轨道，政府建立了完善的

治理制度和相关政策。通过制定河长制工作方案和实施细

则，明确河长的职责和权力范围，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

职责划分，确保治理工作有序推进。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

激励政策，鼓励各级河长单位和责任主体积极参与河道整

治，形成积极的治理氛围[4]。政府也建立了长效机制，确保

治理工作的持续推进，在河长制范围下，政府制定了长期

的农村河道整治规划，明确治理目标和时间表，将治理工

作与生态建设、农村发展等相关规划相结合，形成统一的

规划体系，这样的规划引领确保了治理工作的系统性和可

持续性，避免了临时性的治理措施。此外，政府加强监督

和考核机制，确保责任落实。在河长制范围下，政府对各

级河长单位和责任主体进行定期考核，评估其治理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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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和效果，对于责任不落实的单位，政府将采取相应的

问责措施，确保责任主体履行职责，推动治理工作的顺利

开展。

3.2  推进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

在基于河长制的农村河道整治中，推进科技创新和信

息化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寿县政府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在

农村河道整治中的重要性，因此积极采取措施推进科技创

新和信息化建设，以提高治理效率和效果。寿县政府通过

遥感技术、无人机监测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等高新技术

手段，政府可以实时获取农村河道的数据和图像，包括水

质、水量、河道淤塞情况等，从而全面了解河道的现状，

这样的实时监测和数据分析，有助于政府及时发现问题、

定位症结，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政府积极推进

信息化建设，建立农村河道信息数据库，在河长制的指导

下，政府建立了全县范围的农村河道信息数据库，将所有

河道的治理情况、责任单位、工作进展等信息进行统一管

理和录入，这一信息化建设有助于实现河道治理工作的全

程跟踪和监控，保证治理工作的透明性和高效性。

4  成效评估

4.1  水质改善和生态恢复

政府加强了对农村河道水质的监测，及时发现并控制

了一些污染源，有效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湿地净化工程

和植被修复工程的实施，使得农村河道的水质逐渐恢复到

良好状态，水质改善为河道周边的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利条

件，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干净的生活用水河道整治工作

促进了农村河道生态系统的恢复与稳定，采取的生态修复

措施，如湿地建设和植被恢复，改善了河道的生态环境，

促进了植物和动物种群的繁衍与生长。原本破损的河道岸

线得到了有效修复，减少了河道的侵蚀和崩塌，保护了河

道生态的稳定，这些生态恢复成果为当地生态文明建设和

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4.2  社会参与度和治理效率提高

政府组织了大量宣传活动和宣讲会，向公众传递治理信

息，让市民了解河长制的重要性和自己的责任，这些宣传

活动有效地激发了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热情，使更多市

民积极参与到河道巡查、环境监测、垃圾清理等活动中，

形成了广泛而持续的社会参与[5]。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积极

参与进一步增强了治理的力量，许多环保组织和志愿者团

体投入到农村河道整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的专业

知识和积极参与，加速了治理进程，同时也为治理工作提

供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与政府合作开展宣传教育、水质

监测和生态修复等方面，使治理效果得到了有效提升。此

外，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机制加速了治理工作的推进，企业

作为重要的治理主体，参与到河道整治中，积极推动了治

理工作的开展。

4.3  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河长制的农村河道整治工作不仅在水质改善和

生态恢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还为生态文明建设和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治理过程中，政府坚持绿

色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

推动了生态文明的建设。通过生态修复、湿地建设等措

施，恢复了河道的自然生态系统，增强了农村生态的

稳定性和健康性，河道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带动了

乡村旅游和生态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转型升

级。治理工作着力解决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

的矛盾，通过科学规划和综合治理，河道整治既改善了

水质，提升了生态系统的质量，也满足了农村灌溉和农

业生产的需要。政府注重与农村发展的结合，推动了水

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绿色增长，这种生

态经济模式的推进，使得农村河道整治不仅仅是环保行

为，更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结论：

基于河长制的农村河道整治在寿县取得了显著的水质

改善、生态恢复和可持续发展的成果。政府的科学规划、

社会参与和科技创新为治理工作提供了坚实支撑。然而，

仍需持续加强河长制的落实和完善，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促进农村河道的健康发展和水环境的持续改善。同

时，本文的研究结果也为其他类似地区的农村河道整治工

作提供了有益参考，为推动我国水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

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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