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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

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

代治水方略，保障国家水安全的重大制度安排，是生态文明

建设领域的又一项重要工作举措。

2 取得的成效
河湖长制推行近 5 年，各级河湖长逐步上岗到位，实现

了从“无”到“有”，并开始履职尽责，实现了从“挂帅”

到“有为”，涉河问题的整治取得了一定成效。

2.1 河长从“无”到“有”
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国已有 30 多万名党政负责同志上岗

到位，担任省、市、县、乡四级河长，很多省份还将河长体系

延伸到村，设立村级河长（部分省份含巡河员）77 万多名 [1]。

2.2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为贯彻落实好河湖长制的各项工作，各地政府均按照中

央和水利部要求制定了河长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信息

报送制度、工作督查制度、考核问责与激励制度、验收制度

这六项制度。此外，各省、市、县结合自己当地特点及工作

需要，出台了一些结合地方实际的地方制度。

2.3 河湖面貌不断向好
根据水利部统计数据，在中国各级河长和水行政部门的

努力下，“清四乱”专项行动共清理整治河湖“四乱”问题

13.4 万个，2019 年整改销号 12.89 万个，销号率达 96.2%。

随后水利部又推动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截至

2020 年底累计清理整治“四乱”问题 16.4 万个。

3 存在的问题
3.1 部分地区对河湖长制认识不足

目前一些河长特别是基层河长对河长制认识不足的问

题。如有的河湖长制成员单位对认识存在偏差，只是“挂名”，

从不参与河道治理与保护。另外，河长对于河湖长制的了解

和认识也呈逐级递减趋势，部分乡镇、村级河长对应履行的

职责不清楚，甚至在“清四乱”专项行动整治过程中，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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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河道内进行“四乱”活动 [2]。

3.2 组织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部分市县工作人员数量或组成不能满足要求，且多是抽

调人员或部分人员没有编制。据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2018 年河

长制工作评估抽查统计数据显示：抽查的各省份市级河长办

公室人员共 1040 人，其中，专职（在编）人员共 401 人，占

38.56%；专职（抽调）人员共 369 人，占 35.48%；兼职人员

共 270 人，占 25.96%。核查的区县河长办公室人员共 1316 人，

其中专职（在编）人员共 380 人，占 28.88%；专职（抽调）

人员共 541 人，占 41.11%；兼职人员共 395 人，占 30.01%。

3.3 制度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部分地区制度仍不健全，如部分市区就未能按照要求建

立水环境重大事项快速反应制度等。不健全的制度无法为河

长的行动提供指南，势必导致河长部分工作缺失，无法快速、

全面地协调处理重大涉河问题，当遇到此类问题时必定是耗

时耗力，事倍功半。

3.4 横向协作机制不够顺畅
由于市、县一级河长办多设立在水行政部门，导致河湖

长制与河湖管理工作界限不清，再加上水利行业多年“弱势”

以及行政工作中存在的固定思维，导致河长办未能像党委办

或政府办一样发挥应有的组织协调职能，横向协作机制不够

顺畅，河湖问题整改跳不出“水利圈”。

3.5 任务执行能力有待提升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规定了河长制的六大任务：

一是加强水资源保护；二是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三是

加强水污染防治；四是加强水环境治理；五是加强水生态修复；

六是加强执法监管。对照六大任务，对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

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其他几项重点任务的组织、协调、

跟踪、督导、检查等工作略显不足。特别是基层河长，对河道

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这三项任务执行乏力。

4 强化河湖长制的几点思考
“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强化河湖长制，加强大江

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保护治理，实施好长江十年禁渔。”

只有不断强化河湖长制，持续改善河湖面貌，才能在新发展

阶段，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

供有力支撑。

4.1 强化思想认识
河长制的六大任务，都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息息相关，

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能有半点含糊，需要各级河长站在政

治的高度上去谋划河湖保护工作。建议在县级以下基层河湖

长培训中可与政治学习挂钩，提升基层河湖长的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思想领悟上促进各级河湖

长主动作为，敢于作为，善于作为 [3]。

4.2 强化组织体系
财政支持不足严重制约基层河湖长制组织体系建设。河

长制的长效运行还需要政府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并将其纳

入政府财政预算，成为经常性开支项目。建议加大对基层河

长办的财政投入，以支撑落实机构人员编制，解决河长制办

公经费不足的问题，以强化河长制的组织体系建设。

4.3 强化制度约束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指出，“制度的生命

力在于执行”，有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

各级河长特别是省级总河长应带头执行各种关于河湖长制

的规章制度，自觉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以上率下，

以示范引领推动制度落地落实落细。在制度执行检查上，可

通过建设制度执行反馈机制，实现上级河长办对下级河长办

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

4.4 强化横向协作机制

4.4.1 做到两个主动，提升一个能力
一是河长办要主动寻求思想上转变。要主动将“地位”

提升到党委或政府办同一层次，工作中主动与党委或政府办

沟通协调，确保河长制的组织协调机制充分发挥。二是总河

长主动过问河长办工作。总河长主动过问河长办工作，关心

河湖问题，能无形提升河长办“地位”，调动河长办工作人

员的积极性，对河长制组织协调工作的高效实施有极大促进

作用。三是提升河长办分类处理河湖问题的能力。河长办在

办理涉河问题时，应统筹考虑问题形成原因，增强分类处理

河湖问题的能力，提出整改部门的意见或建议，供河长参考。

4.4.2 完善联席会议制度
2021 年 3 月 1 日，中国国务院已同意调整完善全面推

行河湖长制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各省市也应加快步伐，

完善地方河湖长制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对涉及问题复杂、涉

及面广、亟须解决而暂时无法召开联席会议的涉河问题，增

强协同意识，促进多部门协同保护河湖。

4.5 强化任务执行能力
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这三大任务财政需

求大，专业性强，需充分发挥“两手发力”的作用。建议对于

财政充足的地区可采用 BTO 模式或 EPCO 模式对河湖问题进

行整治。对财政支持暂时跟不上的区域，可通过建立基层河长

履职的专业人才辅助制度，促进河湖整治任务逐步落实。

5 结语
我们要不断完善河湖保护体系，建设美丽幸福河湖，为

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水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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