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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破解中心城区河湖治理难题

张明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南京市建邺区紧邻长江，

由沿江洲地和江心洲两部分组成，区内水网密布、河道纵横，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地处全市污水管网末端等不利因素，水质指标

一度排名靠后。建邺区水务系统以河长制工作为引领，着力破解中心城区河湖治理难题，有效解决自净能力不足和外源污染复

杂等顽疾。全区 84 个水体、120 余公里河道水质明显改善，13 条重点河湖 100%达标，国省市考断面全部达标，3条河湖获评生

态优秀河湖，13个长江岸线整治项目全部销号。

开创“特色化”治理路径

基坑水是工地开挖基坑时排出的地下水。以往认为地下水均是清洁水，通常直排入河。但工作中发现，部分区域雨污分流

建设规范，无生活污水下河，却始终存在未知污染源。通过层层溯源排查，线索逐步指向工地基坑水，检测发现其氨氮值最高

超标近 12 倍。由于国内无明确制度法规禁止直排基坑水，处理技术亦无标准可循，更缺少市场规范和监管措施，解决难度极大。

为此，建邺区坚持“先解决问题再说”的工作导向，联合十余家单位，牵头制定国内首个《基坑水排水处理技术规范》团体标

准，填补该领域空白，为全国治水工作贡献“建邺智慧”。截至目前，全区已撬动社会资本 5000 余万元，推动 48 个工地参与，

日均处理量最高达 4 万吨，真正实现了从“带污进河”到“清洁补水”的转变。

升级“智慧化”水务平台

推动“智慧水务”平台从收集处理信息，向直接参与预警处置的更高智能形态转变。在前期建设的“智慧管网”“智慧防

汛”“智慧河湖”等子系统基础上，建设窨井“智慧液位”预警系统。2021 年首批选定 110 个窨井和截流设施，安装高精度智

能液位传感器，构建“智慧液位”监管预警平台，实时监测窨井水位高度，并依托地理信息系统形成地理分布图，实现精准调

度处置。试运行以来，已发现处置 1100 余起事件，平均响应时间从 4 小时缩短至 5 分钟，响应方式从“事后补救”向“事前预

防”转变。部署雨水篦子“智慧监管”系统。雨水篦子遍布街巷，内部管道直通河湖。部分餐饮企业在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双

重诱惑下，长期违规倾倒污水，严重影响河道水质。因其瞬时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特点，调查取证困难，加之执法流程复杂

和违法成本低，此类“顽疾”长期难以根治。为此，专门在餐饮业集中地区，定点部署“智慧监管”系统，通过分析行人姿态

和容器特征，建立违规倾倒模型，实现识别报警、抓拍取证、在线派单、上门执法的闭合回路。目前，已发现查处近 500 起违

规倾倒行为，极大震慑了违规商户。“基于数据驱动的雨水口违规排污处置规程”已成功申报地方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

筑牢“生态化”自然基底

突破“就河治河”的惯性思维，坚持水岸兼顾、内外源统筹，探索河湖生态治理路径。建邺区河道多以行洪为主，原本通

过裁弯取直、浆砌块石修筑河床堤岸，缺乏对河流生态环境的综合考虑，阻碍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相互联系，降低了自净能力。

为此，建邺区 4条河道试点“生态盆”技术，打通硬质河床底部 10%面积，使地下水与河水交互流通；设置格宾石笼围挡，为自

然植物提供生长环境，水生植物可有效改善富营养化水体的水质状况。以红旗河试点河道为例，水质监测数据显示，采取 16×4

平方米“生态盆”技术后，河道下游断面溶解氧较上游增加 6%，为水中微生物和底栖动物提供生态温床，进一步丰富水生态系

统，该技术获得国家专利。“无土栽培”改造硬质岸坡。硬质护坡缺失过滤渗透功能，使河道更易受到污染，且无法种植天然

植物，导致生态系统受损，自净能力减弱。建邺区 5 条河道试点“无土栽培”技术，铺设聚酯纤维填料，种植各类水生植物，

释放大量原生氧，保持水体高溶氧状态。改造后，水生态系统基本重构，自净能力明显改善，周边景观显著提升。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P6B9XB_UHlvxQyRj0tsnMRezXtJPu5IrgikCZyYlUq0uuh7XzTFA4W-7ynvzCENtqiV-TlZ-0m6DvGlmBXbbfGS4Aq8_5sSd33zoyM5yPj8=&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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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多元化”防汛模式

江心洲是长江下游冲击沙洲，四面环水，常年经受“外汛内涝”双重考验，历来是防汛重点难点。建邺区为抓好洲岛防汛

工作，一方面，因地制宜，建设海绵城市。传统城市建设多用硬化路面，依靠管渠、泵站等“灰色”设施排水，造成逢雨必涝，

旱涝急转。建邺区以江心洲为试点，率先启动海绵城市建设，共建成 23 条 28 千米海绵水系、30 万平米生态公园、200 万平米

生态江堤；开发地块融入下凹式绿地、雨水收集、绿色屋顶、透水铺装、生态树池等海绵要素；市政道路采用透水设计，顺畅

雨水渗透路径，达到雨水收集、缓排滞蓄、截污净化目的。依靠海绵城市建设，实现“小雨不积、大雨不涝”。另一方面，同

舟共济，汇聚社会力量。主动探索政府主导、群众参与、专业抢险、社会协同的社会化防汛模式。发挥江心洲建设企业多、专

业力量强、机械设备足的优势，组建专业抢险队巡堤护堤、加固消险和应急处置；利用养护单位熟悉岛内水系情况优势，签订

维系型防汛合同，界定防汛边界，分担日常防汛工作；邀请防汛抗洪专家专题培训、现场指导、远程支援。探索形成了一套行

之有效的社会化防汛经验，经受住了 2020 年长江下关段 10.39 米历史最高潮位考验。

营造“社会化”治理氛围

在河湖长制的引领下，通过全民共治、部门配合、多措并举，营造全民参与、阳光透明的治水护河氛围。打造河长制主题

公园。以胡家闸河为主体，打造南京首个海绵元素河长制主题公园。植入海绵元素，采用生态技术，增设河长制主题元素展板、

插牌和电子屏，建成集宣传教育与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美丽河湖样板。建设水情教育基地。依托长江江豚科教中心，创建水情教

育基地。增加水资源、水质、水灾、水污染防治和长江大保护等 5 个方面内容，开设实践课程、科普沙龙及假日营地活动，拓

宽青少年水情知识，引导树立爱护水环境意识，进而影响家庭拂动社会。发挥基层河长作用。率先实现各街道河长制文化全覆

盖。建设“河长制文化墙”“水文化宣传栏”“小微型河长公园”等载体；打造基层河长工作站，既是成果展示宣传站、交流

学习充电站，也是群众呼声联络站；创新“青春护河岗”，建立中小学“雄鹰小组”，发展“小小河长”“巾帼河长”，引导

群众参与“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实现“共赢”目标。

探索“精细化”管理模式

着重清扫水务设施管理的“死角盲区”，建立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管护体系。独创“双闭环”管理制度，解决“最

后 100 米”管护问题。物业健全的商品房小区，成立以物业、城管、水务、环保为成员的工作专班，巡查监管小区内管网养护

情况并纳入考核；无物业的老旧小区，由区政府逐年安排专项资金兜底管网养护巡查工作；小区节点井与市政管网间存在的管

理“盲区”，由政府托底负责养护管理。为填补泵站养护标准化空白，解决维护管理混乱导致机线设备故障和基础设施隐患，

避免影响河道水质和防汛安全，建邺区牵头多家单位，深入研究泵站养护标准化规程，从人员、设备、场所、标识、环境等 5

个维度切入，系统规范时间、位置、方法、程序、指标等 5 类标准体系。通过建立“规范化”养护标准，使得日常维护有参考、

指标体系有量化、考核评价有标准、运行调度有方案、安全管理有方法、档案资料有体系，下一步将大范围推广。

（作者系南京市建邺区水务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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