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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共治”彰显如皋水韵之美 

何益军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作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新时代，因水而生、

依水而兴的历史文化名城如皋，始终坚定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

念，以美丽江苏建设为契机，坚持系统谋划、全域布局、四水共治，创新实施“自己的河道自己管护”等长效机制，

目前市考以上断面优Ш类水体比例达 100%，成功入选全国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 

以“激活水”为先导，精细雕琢城市和乡村肌理 

坚持以水为脉、依水发展，通过重构全域水系，将生产、生活、生态资源串珠成链，促进新城与老城有机融合、新型城市化

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 

用活城市水系特色。传承古城状如覆釜、形似古钱，内外城河外圆内方、双环串珠的城市肌理，系统推进主城区 25.5平方

公里的水系贯通，新建和疏通龙游河、茅雉河、宝塔河等重点河道，实施内外城河清淤、截污纳管、一体化泵站循环等整治提升

工程。以水为媒串联“口袋”公园、绿色公园等生态节点，全力打造“三环两带五廊多节点”的绿地生态系统。 

强化片区引退控导。按照“系统化思维、片区化治理、精准化调度、长效化管护”治水思路，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引退水路

线，系统制定控导工程建设、河道综合整治、资源化利用等实施方案，创新开展小流域模拟治理和成效验证，加快推动全域河流

通畅、活水常流。引导村居围绕“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打造特色景观、构建生态水系。 

融合生态文明要素。将水系外延作为城市拓展“触角”，按照“一核两区三河”空间规划，以内外城河、龙游河、花海河为

纽带，有机串联水绘园、东大街、集贤里等古城历史文化核心区，深度融合长寿旅游度假区、龙游湖景区等生态文旅功能区，以

龙游河一期、二期、三期河道作为南部新城中轴线，科学布局居住、教育、医疗等功能配套，完善金融、商业、休闲等服务业态，

全力打造河湖相连、碧水润城、人文点缀的“雉水”特色。结合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将水系建设与农业转型升级、人居环境改善、

乡风文明营造等工作有机衔接，持续擦亮“江海绿韵·如意田园”美丽乡村品牌，推动美丽河道向幸福河道迭代升级。 

以“降污水”为关键，统筹兼顾当前和长远效益 

坚持高质量发展总导向，大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从源头上构建和完善水环境保护体系。 

坚持减法和加法结合，扎实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以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为契机，扎实开展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

点、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行动，完善建立“村组堆放、统一运输、镇级收储”的秸秆收储体系，大力推广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

试点、重点河道秸秆收集缓冲带设置。围绕农业提质增效，以部级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县建设为抓手，科学设立绿色防控示范区，

扎实开展农药零差率集中配送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试点，积极探索灌排系统生态化改造及尾水循环利用，实现化肥和农药使

用量逐年下降。 

坚持存量和增量并重，深入推进工业污染治理。高标准开展化工行业、“散乱污”企业等整治行动，推动低效产能加快出清。

扎实推动存量企业绿色转型，建立新建项目联合预审机制，加快布局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先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

积极推动新上项目清洁技术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大力遏制“两高项目”，从源头上控制新增污染，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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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坚持整治和修复并举，加快推进沿江生态优化。始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大力开展沿江低端低效企业整顿

退出，有力推动“腾笼换凤”和生态留白。扎实开展船舶污染治理，推动全市所有港口码头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及含油污水接收

设施建设全覆盖，建成全省长江水域唯一一家综合型水上绿色服务区，有效防控水上“移动污染源”。坚持“蓝图一次绘就、分

步推进实施”，系统开展沿江生态保护修复，建成沿江生态景观带，扎实推进龙游河科创走廊建设，致力打造生态图景、科创智

汇和宜居城市相结合的沿江走廊。 

以“保净水”为依托，系统提升发展和保护成效 

坚持供需两端双向发力、发展和保护协同推进，系统推进源头供给优化、污水处置能力提升，让活水净水成为新常态。 

走活区域用水供给“一盘棋”。坚持从“源头”到“水龙头”一体化布局、系统化推进，率先实现区域供水“市域全覆盖”，

全力保障群众饮用水质量和安全。 

打通城镇污水处理“主动脉”。坚持高标准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将城镇污水处理厂新建、扩建和提标改造以及污水配套收集

管网建设纳入“263”专项行动和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项目，“十三五”期间，所有污水处理厂完成一级 A提标改造，“六小行

业”和“十个必接”单位截污纳管基本全覆盖。坚持严要求监管污水处理行业，对全市所有城镇污水处理厂实现专业单位运行

管理，确保“十四五”期末基本实现管网全覆盖，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畅通村庄污水处置“微循环”。把握“一字型”“非字型”沿河居住特征，按照村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一批”、分散农户

生态化治理“覆盖一批”、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消纳一批”的原则，重点推进撤并老集镇所在地、农民集中居住区以及重要河道

流域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扎实开展农村生活污水科研试点，为水生态环境和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提供了有力保障。 

以“抓管水”为保障，持续巩固治标和治本机制 

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坚持用战略眼光和系统思维统筹推进水环境标本兼治，着力构建齐抓共管的管水治水大格局。 

坚持高位推动，凝聚管水合力。全面实行“河长+断面长”两长合一，落实重点断面“支流河长”，市委常委会定期听取生

态环境和水环境治理工作情况，确保形成整体合力；推行“精准化+个性化”考核体系，落实水环境区域生态补偿制度，完善“周

例会、月点评、季考核”工作机制，压紧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建立“排点位、排任务、排责任人”联动责任体系，发挥市委大督

查、政协大督导作用，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闭环式推进整改销号，确保责任举措落细落小落实，全力构建党委统领全局、部门

各司其职、镇（区、街道）守土尽责、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大环保格局。 

突出协同联动，增强治水实效。聚焦“水建+党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成立区域治水党支部，广泛组织

调动党员、网格员及志愿者，引领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水环境治理，推动工作提质增效。依靠“专家+百家”，用好“河长+家

长”，全面构建政府主导、村级实施、村民参与的村级河道管理体系。 

创新体制机制，筑牢护水屏障。始终坚持依法管水、联动治水，建成全省首家县域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联动中心，对环境

资源类案件开展一体化办案，形成执法司法部门协作联动的系统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体系；设立长江流域环境资源第二法庭，与

扬州市江都区检察院等六部门构建全省首个跨区域司法协同保护机制，将恢复性司法理念贯穿于环境资源刑事审判的各个环节；

完善构建生态公益检察领域“检察长+行政机关局长+企业董事长”联动保护机制，推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落到实处，着力打造

生态环境执法司法联动、流域协同治理的“如皋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