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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推行河湖长制对策

——以襄阳市、武昌区为例
1

吴继华，龙振华，余周武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的美称，世界第三大河流长江和最大支流汉江从境内穿过，搞好全省的河湖管理

势在必行，推行河湖长制是关键。襄阳市、武昌区通过几年的摸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对促进全省的河湖长制工作

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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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襄阳市推行河湖长取得的经验

襄阳市河流纵横，水系发达，共有大小河流 985条，各种类型水库 1210座。襄阳市委、市政府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要求，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并将推行河湖长制工作当作聚焦绿色发展、打造

绿色增长极、建设汉江流域核心城市的重要抓手，上下一心，扎实推进，力求实效。

1.1高位谋划，全面推进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水利厅的大力指导下，襄阳市于 2017年全面吹响了河湖长制工作进军的号角。2017年

3月 2日，率先在全省市州级出台《实施意见》。根据全市无天然湖泊而水库众多的实际，推行河库长制，建立市县乡村四级河

库长体系。通过全市上下努力，先后明确市级河库长 17人、县级 158人、乡镇级河库长 1008人、村级河库长 2033人。在市级

河库长机构组建完毕后，根据工作向纵深发展的需要，督导各县市区相继成立了推进河库长制工作指导小组和河库长制办公室，

印发《襄阳市河库长工作手册》1500 本，组织开展市级专题培训，并督促县市区开展乡村级培训。制定联席会议等制度；开展

河库基本情况调查，形成一河（库）一档；建立 QQ工作群，加强沟通联系，及时发布任务，掌握动态。

1.2河长上岗，履职尽责

2017 年 6月，市委、市政府明确河库长后，市级河库长全部上岗，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巡河库工作，全面掌握河库情况。

2017 年 8月省级河湖长公示后，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南河省级河长李乐成，第一时间对南河开展全流域巡河，督导南河

河长制推进。2017年 7月 23日，时任市长秦军在汉江各城段巡河督导。各市级河库长根据分工，开展专项行动，统筹推进落实

各项任务。2017年 7月下旬，市委、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将水库禁投化肥、拆除网箱围网、畜禽禁养区搬迁列为 2017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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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河库长制工作的重要任务，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与各县市区签订责任状。到 2017年 8月底止，全市畜禽禁养区、限养区、

适养区“三区”划定方案基本到位，收回 162座水库的养殖承包权。2017年 8月初，襄阳市委、市政府召开现场会，推进汉江

河道非法采砂及非法码头整治。到 2017年 8月底，汉江襄阳段 241条采砂船已集中靠岸，停止采砂。同时，为了加强水污染防

治，市委、市政府拟投资 50亿元开展乡镇污水收集处理。

1.3因地制宜，注重创新

襄阳市鼓励各县市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积极创新。保康县除制定全县河库长实施方案外，根据南河、沮河、清溪河、蛮

河等四大水系的不同情况，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水库电站，进行系统谋划，分水系制定了河长制实施方案。宜城市

针对本地河库水实际问题，为部分河库配备“河库警长”，协调处理排污、非法采砂等问题，取得良好效果。襄阳市有关部门

还主动对接全国知名的绿色环保民间组织——“绿色汉江”环保志愿者协会，共同开展“关爱母亲河”、“保护汉江水环境”

等宣传工作，营造关心河库、保护河库的良好社会氛围。

2、武昌区推行河湖长制取得的经验

武昌区位于武汉市中心城区，境内有水果湖、紫阳湖、内沙湖、四美塘等湖泊。武昌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河湖

长制工作部署，系统谋划工作，因地制宜创特色，扎实推进河湖长制落地生根。

2.1制定实施方案，形成共治合力

为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要求，适应武汉市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武昌

区于 2017年 3月 29日，印发《武昌区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的实施方案》，明确 15名区级河湖长，18名街道河湖长，覆盖全区 2

条河流、7个湖泊、4条港渠。到 2017 年 7月底，在武汉市率先完成街道河湖长制方案编制工作，全武昌区 9条涉河湖管理街

道工作方案全面出台。

2017 年 8月，组织相关人员全面调查全区各河湖管理保护的突出问题，逐河湖列出问题清单。针对存在的问题，科学地确

定治理目标，制定具有针对性、操作性强的整改方案以及保障措施。同时，制定集问题、目标、整改方案、责任部门于一体的

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主体，推动部门联动，形成共治合力。

2.2重视制度建设，促进全民参与

重视制度建设、强化规范管理就是将工作制度、工作机制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统筹思考、系统谋划。2017 年武昌区出台了

区河湖长制工作考核、检查督办、巡查、联席会议、奖惩、信息报送和信息共享、部门联合执法等多项配套制度，并在日常工

作中加以实施。组织编发了《武昌区河湖长制工作手册》、《河湖长制巡查日志本》，实现巡河工作制度化、常态化、痕迹化

管理。

促进全民参与、配备民间湖长就是针对武昌区辖区湖泊周边居民集中的特点，专门为每个湖泊配备一名“民间湖长”。“民

间湖长”由武汉“爱我百湖”志愿者协会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优选综合能力强、热爱湖泊、关心湖泊保护与治理事业的人来担

任。“民间湖长”的设置，增强了市民参与湖泊保护的热情，培养了全民参与、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把河湖长制工作由单一

的政府工作推向全社会，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共治环境。

2.3推进河湖长治理，打造一湖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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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河湖治理、落实保障资金就是整合社会资金，加强对湖泊的保护和治理。2013 年，武昌区政府投资 500 万元启动内沙

湖和四美塘水生态修复示范工程。治理后，内沙湖水质从劣 V类水质逐渐升到 III类，四美塘水质从 IV-V类之间水质提升到 III

类，污湖臭塘变成风景宜人的城中水生态公园，受到周边群众广泛称赞。2017 年，武昌区政府积极应用示范经验，列支河湖治

理资金 7100余万元，用于辖区内湖泊的生态治理和长江沿线闸口、泵站改造和巡司河沿线截污工作，实现长江沿线基本无污水

进入长江，巡司河排污问题得到解决，黑臭水体现象基本消除，紫阳湖、都司湖及晒湖水质明显改善。

推动“一湖一品”，打造武昌品牌就是要分析水情，主动谋划，结合近期颁布实施的《湖北省河湖长制“一河（湖）一策

方案编制技术要求（试行）”》，组织开展全区修复水生态，打造“一湖一品”工作。在解决好水环境基本问题的同时，积极

谋划滨水景观塑造，计划邀请国内外知名的水环境治理和景观设计公司组成联合团队进行整体规划设计，高起点明确湖泊定位，

实施“一湖一品”，打造一流湖泊景观，确保群众能够“着水、亲水、嬉水、乐水”，打造武昌区人水和谐的河湖生态品牌。

3、推行湖北河湖长制的对策

襄阳市、武昌区在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中走在了全省的前列，为全省开展河湖长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推动全省

的河湖长制丁.作起到了带头作用。根据襄阳市、武昌区的经验，结合湖北省的情况，要搞好全省的河湖长制工作必须采取以下

措施。

3.1领导挂帅出征，省级河长带头巡

领导挂帅带头巡河是搞好河湖长制工作的关键所在，具体地讲就是做好以下几件事。一是高规格设立机构。省级设立领导

小组领导下的总河长负责制，省委书记任领导小组组长，省长任总河长。同时设省级总河长办公室，由分管副省长兼任办公室

主任。二是双河湖长制，省委、省政府领导担任各河流、湖泊的河湖长，分配一名人大、政协的省级领导同时担任河湖长，协

助第一河湖长搞好河湖的管理，并向社会公示。三是省级河长要带头巡河，及时听取下级河湖长工作的汇报，切实掌握全省河

湖管理的情况，及时处理各级河湖管理中出现的问题，确保河湖长制工作落地生根。

3.2落实属地责任，基层河长常态巡

领导挂帅是关键，属地责任落实就是重点，只有抓住了重点才能把河湖长制工作抓严抓实，具体讲要做好以下几件事。一

是党政同责。全省各市县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分别担任第一总河（湖、段）长和总河（湖、段）长，并分别兼任

一条重要河流河（湖、段）长，构建起以党政领导责任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二是重心下移。各市县乡（镇）要建立基层河（湖、

段）长巡河和清河、护岸、净水、保水等行动，层层压实责任。三是鼓励创新。各市县乡（镇）要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分别

设立河（湖、段）警长、村组护河（湖、段）队、巡河（湖、段）员，将巡河（湖、段）责任分解落实到末梢，让河（湖、段）

管理深入千家万户。

3.3形成工作合力，部门配合联动巡

河（湖、段）长制工作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千家万户，需要全党、全民参与。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形成重拳出击，

把工作落实到实处，做出成效。一是建立省级联络员单位制度。全省要对大河流、湖泊、水库分别确定省级联络员单位，并设

立流域河（湖、段）长制工作推进办公室，协助省级河（湖、库、段）长开展巡河（湖、库、段）督导工作，及时处理各类突

发事件。二是河（湖、库、段）长办公室切实履职。省市县三级均设立河（湖、库、段）长办公室，按照不代替地方属地责任、

不代替部门“三定”职能、不代替部门行政执法等“三个不代替”工作原则，充分发挥“统筹、指导、协调、督导、考核”职

能，指导本地区巡河（湖、库、段）行动，把全省河（湖、库、段）的管理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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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强化宣传引导，民众主动参巡

强化宣传引导就是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互联网、宣传车、标语、横幅、宣传黑板报、简报、工作手册、报纸等多种宣

传形式开展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宣传工作，力争做到宣传不留盲区和死角，真正提高全民的认识，积极投入到河（湖、

库、段）的管理工作之中。

民众主动参巡就是组建群众河（湖、库、段）管理协会，依托村（居）民自治公约，落实河道群众管护河长、会长、巡长，

发动和引导群众开展自愿巡河（湖、库、段）、日常监督等活动，形成河湖库段管理保护群众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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