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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严格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建立健全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

域联动机制。污染虽然在海里，但源头在陆上，“治河”与“治海”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近年来，连云

港市将全面推行“河长制”作为治海的重要推手，并创造性地提出“湾长制”，实现治河治海同频共振、

同向发力，成效同步。

“河长制”与“湾长制”有效衔接

连云港在全面推行“河长制”“湾长制”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河长制”与“湾长制”作为两大生态

系统治理机制是一脉相通、相辅相成的，“河长制”与“湾长制”办事机构主动对接，实现二者的有效衔

接。

发挥河长治河的引领作用。把治河作为治海的前提条件，全力做好市级河长巡河、治河、护河协调服

务。通过督查交办、定期通报、约谈问责、严格考核等措施，确保河长在第一时间知晓问题、第一时间交

办问题、第一时间处置问题。2018年以来，全市市县乡三级河长累计巡河 1.6万余次，市县两级河长下达

问题整改交办单 700余份，交办事项 1500多件，整改完成率超 80%。协调推动治河与治海两大生态保护任

务衔接，及时向湾长办通报河长巡河治河中发现的涉海问题，共同协商、共同推进相关整治措施。通过共

同努力，在 2019年 1—6月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变化情况城市当中，连云港水质以 42.69%的改善幅度

排名全国第六。

发挥样板河道的示范作用。把“示范湾”建设与“样板河”打造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各层级资源，

协调各部门力量，共同推进样板打造。大浦河是连云港市区一条重要的防洪通道和入海河流。今年以来，

连云港高度重视大浦河流域水环境整治工作，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担任大浦河河长，结合河库“两违三乱”

治理，启动大浦河流域水环境整治攻坚行动。连云港市水利、生态环境、住建等部门与相关区一道，重抓

大浦河流域截污治污，消除污水直排入河，并结合黑臭水体整治，扎实推进河道清淤，系统开展河道沿线



水生态修复，大浦河整治攻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力争将大浦河、蔷薇河等入海河流列入省级河长

制样板河道名录，按照“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要求，投入资金 4300万元高标准建成 10条农村生

态河道。

发挥“智慧河长”的助推作用。加快推进新技术手段在治河护河中的应用，积极构建“智慧河长”监

管平台，推动治河治海协调发展。在巡河上，利用无人机、无人船巡查等方式，实现河库基本情况及存在

问题“一张图”呈现。在管理上，利用相关软件对重点入海河流沿线问题点、污染源进行现场排查，实施

取照、定位、上图及分类管理工作，做到问题点处理过程全程管理，新增点及时上传甄别。高度重视小微

黑臭水体整治工作，选用生物反应技术污水处理系统，对小微黑臭水体进行治理，并在有条件的河道开展

生态浮岛建设。目前，全市兴建生物反应技术污水处理系统 37座，日处理污水能力超过 1万吨；建设各类

生态浮岛 140多组，面积超过 1万平方米。以“互联网+河长制”为方向，设置水质数据采集、信息公开、

投诉建议、督办管理等功能，建成开放型、共享化、全民式智慧河长信息化管理平台，为海州湾水环境整

治提供强有力的“大数据”支撑。

“补短板”与“优生态”同向发力

以提升水利工程支撑作用为重点，加大投入，实施入海河流整治，加快水利工程建设进度，筑牢治河

治海工程基础。

补齐入海河流建设短板。将入海河流整治纳入水利工程总体建设规划，重点开展水系连通工程建设，

增强河道水系的流动性和河道水源的自净能力。今年主要是投资 1.74亿元加快灌云车轴河治理，完成南六

塘河、枯沟河、范河区域性骨干河道治理等省级重点工程建设；实施烧香支河综合治理，推进赣榆区兴庄

河、朱稽河、沙汪河水污染整治，不断加快入海河流水利工程建设步伐，实现入海河流生态优化。

补齐河道控制工程短板。加快实施重点河道及支流控制性工程建设，提升骨干河道支流节制能力，有

效调控支流污水入河时点和走向，年内完成蔷薇河支流民主河闸、马河闸等建设。持续加大新沭河等河道

水生态修复工程建设，为入海河流打造更多的天然“沉淀池”“净化池”。年内将积极推进临洪河口省级

湿地公园主体工程建设，完成西盐大浦河生态净化湖后续工程，发挥水生植物净化作用，推动入海尾水水

质再提升。积极配合服务蓝色港湾项目建设，让河清海蓝在海州湾交融并汇。

补齐河道工程管理短板。实现河湖的长治久洁，长效靠“管”，必须加强日常管护、严格执法监管。

东盐河穿越连云港城区，河道沿线的景观林飞丹流翠，河面上生态浮岛郁郁葱葱，每天都有水利保洁员在

河道里打捞水草等杂物，水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定期沿河巡查，这仅是连云港强化河道综合管理的一个缩影。

“河长制”推行以来，市、县（区）、镇、村四级河长联动，一手抓严格管护，一手抓违法惩处，进一步

加大河道保洁和巡查力度，加强重点水域的执法监管，及时发现、制止、处理违法行为，依法处理乱占乱

建，依法打击非法采砂、乱垦乱种、乱排乱倒，使河道从“一时清”变为“时时清”，让水生态向海生态

延伸。

“河湖清”与“海湾蓝”同步实现

海蛏是连云港沿海地区一种传统养殖贝类。海州湾海域的海蛏又称“美人蛏”，壳薄肉厚、肉嫩味鲜

的独特品质，在市场上赢得良好口碑。近年来，由于加大入海河流整治，海州湾近海生态得到修复和改善，

连云港沿海海蛏养殖产量持续增加，“美人蛏”成为居民品尝海鲜的首选贝类。海州湾的鲈鱼是近海常见

鱼类，一段时间，因海水水质等原因造成海州湾鲈鱼锐减。目前，随着海州湾海域生态的好转，鲈鱼又多



了起来，是海钓人士现在钓得最多的鱼类之一。通过大力推进“控源、截污、清淤、活水、绿岸、管理”

为重点的入海河流整治，切实改善河道水质，实现生态水源入海，促进海州湾近海生态修复和改善，“河

湖清”与“海湾蓝”同步实现。

强化专项整治。根据已制定的重点入海河流水环境治理行动方案，借鉴大浦河整治攻坚经验，强化专

班推进，专项治理。督促县区按照整治要求、任务清单、时间节点，打好入海河流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强

化专项督查，巡回督查，通过每周一通报、两周一会办、每月一总结，切实提升整治工作速度，力争尽快

取得实效。

突出源头防治。推广通榆河水质达标治理经验，完善“一河一策”方案，建立闸坝统一调度机制，严

管污染物排放，倒逼源头治理。督促落实截污纳管、雨污分流等水污染防治能力建设，逐步杜绝污水直排

入海。加快推进市域范围内 1473项重点“两违”任务整改销号，确保全面完成整治任务。督促开展新沭河

等入海口滩面养殖清理，坚决防止违章种植养殖反弹回潮。

推动联动共治。联合市水利、生态环境、住建、农业农村等河长制成员单位，督促县区快速推进镇级

污水处理厂高效运行以及村庄分布式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切实提升镇村水污染治理能力。引导鼓励农民科

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广农业节水灌溉，减少农业生产和村民生活污水排放。加强水资源保护，强化水

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的刚性约束，以达到治河治海控源促

防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