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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说明

1.1编制依据

1.1.1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

9.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

10. 《辽宁省水文条例》

11. 《辽宁省河道管理条例》

1.1.2政策文件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的通知》（厅

字【2016】42号）

2. 《水利部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实施方案的

函》

3.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一河（湖）一策”方案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办建

管函【2017】1071号）

4. 水利部、国家计委《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有关规定》水政〔1999〕7号

5. 《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

建管【2014】285号）

6.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实施河长制工作方案>的通知》（辽政

办发【2017】30号）

7. 辽宁省河长制办公室关于印发《辽宁省“一河一策”治理及管理保护方案编制通则》

的通知（辽河长办【201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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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水利厅、土地局关于对已建成水利工程划定管理、

保护范围意见的通知》（辽政协办发【1994】33号）

9.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辽政发【2015】

79号）

10.《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十三五”工作方案和辽

宁省“十三五”封闭地下水取水工程总体方案的通知》（辽政办发【2016】84号）

1.1.3工作方案

1. 《辽宁省实施河长制工作方案》

2. 《抚顺市实施河长制工作方案》

1.1.4技术标准

1.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试行，2004）；

2. 《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导则》SL520-2014；

3. 《防洪标准》GB50201-2014；

4.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

5. 《水功能区划分标准》（GB/T50594-2010）

6.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7.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356-2008）

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9.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599-2015)

10.国家现行其他有关的规范及技术标准。

1.1.5相关规划、报告及其他资料

1. 《抚顺市水利综合规划报告》（抚顺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2012年）；

2. 抚顺市水利发展“十三五”规划（抚顺市水务局 2016.5）；

3. 《辽宁省水功能区划调整报告》（辽宁省水利厅 2016.12）；

4. 《抚顺市地表水水质月报》

5. 其他资料。

1.2编制对象

本方案是以海新河整条河流为单元进行“一河一策”编制。

河流名称：海新河。

河流位置：本河位于抚顺市市区，海新河是郎士河与夜海沟河之合称。郎士河源于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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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县境内的救兵乡高家街西南山岭，经郎士、新屯向北流入浑河。两河汇合后，从夜海沟

向北经海新街过青年路青年桥开始向西平行于浑河，在河堤路天湖大桥桥西、榆林桥东汇

入浑河。

所属水系：海新河属浑河水系，是浑河一级支流。

跨行政区域：东洲区和新抚区。

1.3编制主体

本次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是在梳理现有相关涉水规划成果基础上，重点从“水资源

保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水环境、水生态、执法监管”六大任务入手，摸清河

湖管理保护现状，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制定管理保护目标、任务和措施。

方案组织单位为抚顺市河长制办公室。方案编制单位为抚顺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1.4实施周期

本次《抚顺市海新河“一河一策”治理及管理保护方案》现状年为 2020 年，实施周

期为 2021-2023 年。

1.5河长组织体系

我市设置了市、区两级河长制办公室，本河为跨区河流，主要涉及抚顺市河长制办公

室，东洲区河长制办公室以及新抚区河长制办公室。

河长制办公室工作职责为：河长制办公室承担组织实施具体工作，协调落实本级河长

及上级河长制办公室确定的工作事项，组织拟订本地区实施河长制工作方案（在河长制办

公室组建前由水利部门牵头组织编制工作方案）、根据相关部门意见统筹制定河长制考核

办法和相关工作制度，协调各有关部门拟订本行业工作目标、统筹拟订本地区及各河长责

任区综合工作目标，组织各有关部门开展监督考核工作、综合汇总考核结果；及时向地方

党委、政府及总河长、河长汇报工作情况、报告工作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

反馈有关情况和反映问题，督促各部门落实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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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保护现状与存在问题

2.1河流概况

2.1.1概况

海新河是浑河流经抚顺市区中部段左岸汇入的一级支流。海新河是郎士河与夜海

沟河之合称。郎士河源于抚顺县境内的救兵乡高家街西南山岭，经郎士、新屯向北流

入浑河，为了老虎台矿井防水，抚顺碳矿与 1937 年在郎士村建起拦河坝，并开凿一

条长 866m，高 7m，宽 9.1m 的山洞，把新屯河水导入夜海沟河。两河汇合后，从夜海

沟向北经抚顺市第三十三中学、海新小学、海新街、红砖厂、抚顺市玻璃厂，过青年

路青年桥，从市印染厂开始向西平行于浑河，在河堤路天湖大桥桥西、榆林桥东汇入

浑河。海新河流域面积 33.26 km2，河长 19.5 km，河道平均比降 4.17‰。其中郎士

河流域面积 15 km2，河长 6.7 km，河道平均比降 5.32‰。

海新河流域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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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水功能区划

海新河流域现状有 2个一级水环境功能分区，为饮用水水源及地下水补给区。

表 2.1.2-1 水功能区划表

水功能区级别 水功能区 河流
控制

断面
水系

三级 饮用水水源及地下水补给区 海新河 夜海沟至龙凤 浑河

四级 饮用水水源及地下水补给区 海新河 龙凤至河口 浑河

2.1.3河（库）水质

表 2.1.3-1 海新河 2018-2020 年水质情况表

序号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水质目标 2018年月指标 2019年月指标 2020年月指标

1 海新河 海新河口 / 劣Ⅴ 劣Ⅴ 劣Ⅴ

2 海新河 海新河口 / 劣Ⅴ 劣Ⅴ 劣Ⅴ

3 海新河 海新河口 / 劣Ⅴ 劣Ⅴ 劣Ⅴ

4 海新河 海新河口 / 劣Ⅴ 劣Ⅴ 劣Ⅴ

5 海新河 海新河口 / 劣Ⅴ 劣Ⅴ 劣Ⅴ

6 海新河 海新河口 / 劣Ⅴ Ⅳ Ⅴ

7 海新河 海新河口 / 劣Ⅴ 劣Ⅴ Ⅴ

8 海新河 海新河口 / 劣Ⅴ 劣Ⅴ Ⅳ

9 海新河 海新河口 / 劣Ⅴ Ⅳ Ⅳ

10 海新河 海新河口 / 劣Ⅴ Ⅳ Ⅳ

11 海新河 海新河口 / 劣Ⅴ Ⅳ /

12 海新河 海新河口 / 劣Ⅴ Ⅴ /

海新河水质情况由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提供，自 2018年至 2020年 10月数据来看，

海新河目前水利情况略有好转，但水质仍然存在污染的情况

2.1.4涉河建筑物和设施

（1）堤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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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1 堤防工程统计表

序号 所在地名 工程型式 工程现状

1

河口至海新桥段

浆砌石 老化

2 土堤 无防护

3 固滨笼 完好

4 海新桥至铁路桥 1 段 格栅石笼护坡 完好

5 铁路桥 1 至铁路桥 2 段 土堤 无防护

6 桥 1至拦河闸段 绿滨垫 完好

7 桥 2 至铁路桥 3 段 格栅石笼 完好

8
铁路桥 3 至桥 3 段

格栅石笼 完好

9 土工格室护坡 完好

10
桥 3 至桥 4 段

土工格室护坡 完好

11 土堤 无防护

12 桥 4至青年桥段 土堤 无防护

13
青年桥至五孔桥段

绿滨垫护砌 完好

14 绿滨垫护砌 完好

15
五孔桥至海新路桥段

固滨笼 完好

16 固滨笼 完好

（2）跨河桥梁

海新河有桥梁 14 处，详见表。

表 2.1.4-2 海新河桥梁统计表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宽度（m） 现状过流标准

1 夜海沟桥 31 50年一遇

2 铁路桥 1 25 50年一遇

3 三孔桥 23 20年一遇

4 五孔桥 23 20年一遇

5 青年桥 28 50年一遇

6 公路桥 1 48 100年一遇

7 农桥 3 25 20年一遇

8 铁路桥 2 17 5年一遇

9 泰和煤矿桥 13 5年一遇

10 农桥 4 19 5年一遇

11 铁路桥 3 17 5年一遇

12 铁路桥 4 17 5年一遇

13 公路桥 2 48 50年一遇

14 出口涵洞 20 50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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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蓄水工程

海新河流域无蓄水工程。

（4）其他工程

海新河右岸青年路北侧，有一座海新河污水处理厂。

2.2管理保护现状

2.2.1水资源保护现状

2.2.1.1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本河流现状主要用水为农业灌溉用水和量工业用水，目前农业用水主要在河道上

游，用水量较少，主要用水位于海新河新抚区下游段，主要用水为煤矿用水以及其他

工业用水。

2.2.1.2工业、农业、生活节水情况

经实地调查发现，海新河干流主要为城市段，只有在源头附近存在少量的农业灌

溉用水，由于水田较少现状无现代化节水灌溉设施，灌溉采用土坝憋水灌溉。沿线城

市段主要为工矿企业用水，用水主要为煤矿用水及周边小企业用水。

2.2.1.3河湖提供水源的高耗水项目情况

经调查，沿河附近无高耗水项目。

2.2.1.4水功能区划及水域纳污容量、限制排污总量情况

海新河上没有水功能区划。本河为浑河一级支流，入河口所在浑河干流段。

2.2.1.5入河湖排污口情况

见海新河排污口信息表:



抚顺市海新河“一河一策”治理及管理保护方案

8

表 2.2.1-1 海新河排污口信息表

序号

所在行政区域 排口名称 排口位置 排口信息 排入水体信息

县区 乡镇/街道 村/社区 左/右岸 名称
经度（E）

（°）
纬度（N）

（°）
位置描述 排口类型★ 排口尺寸★ 排放方式★

所在水功能

分区 排入水体的

水质目标★一级区名称

★

二级区名称

★

1 东洲区 新屯街道 河东社区 1-左岸 新屯双棉路 2排口 123.980855 41.830569
新屯东三街与双棉

路交汇处旁

4-市政雨污

混合排口
2、300-500mm

2-间歇性排

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4-Ⅳ类

2 东洲区 龙凤街道 凤顺社区 2-右岸 金胜马门业 4 排口 123.998532 41.829858
双棉路金胜马门业

桥上游 5米排污口

（定位准确）

4-市政雨污

混合排口
3、500mm以上

2-间歇性排

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4-Ⅳ类

3 东洲区 龙凤街道 凤顺社区 2-右岸 金胜马门业 5 排口 123.998394 41.836239
双棉路金胜马门业

桥下游 6米排水口

（定位准确）

4-市政雨污

混合排口
3、500mm以上 1-连续排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4-Ⅳ类

4 新抚区 榆林街道 万新村 2-右岸 海新河污水处理厂 123.982049 41.866962 海新河下游

5-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排

口

3、500mm以上 1-连续排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5-Ⅴ类

5 新抚区 榆林 万新村 2-右岸 双益汽配厂 排口 123.974380 41.869191 海新桥西侧 100米
1-企事业单

位排污口
2、300-500mm

2-间歇性排

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4-Ⅳ类

6 东洲区 龙凤街道 凤顺社区 1-左岸 员工广场过道桥排口 124.011987 41.840064
海新路员工广场过

道桥排水口（定位

不准）

4-市政雨污

混合排口
3、500mm以上 1-连续排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4-Ⅳ类

7 东洲区 龙凤街道 海新社区 2-右岸 住宅上游 150米排口 123.997558 41.843434
海新路住宅上游

150米排水口（定

位不准）

4-市政雨污

混合排口
3、500mm以上

2-间歇性排

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4-Ⅳ类

8 东洲区 碾盘乡 龙凤村 1-左岸 海新通道桥东排口 2 123.998226 41.840325
海新大通道海新桥

桥桥下东侧 5米
4-市政雨污

混合排口
3、500mm以上 1-连续排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4-Ⅳ类

9 东洲区 碾盘乡 龙凤村 2-右岸 海新塑料加工厂排口 123.998696 41.837408
海新河西侧、青年

桥南 100米
1-企事业单

位排污口
1、200-300mm

2-间歇性排

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4-Ⅳ类

10 东洲区 龙凤街道 海新社区 2-右岸 住宅对岸 1排口 123.997646 41.841787
煤都路住宅对岸排

水口（定位准确）

（定位不准）

4-市政雨污

混合排口
1、200-300mm 1-连续排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4-Ⅳ类

11 东洲区 龙凤街道 海新社区 2-右岸 吊桥上游 5米排口 123.997557 41.841988
煤都路吊桥上游 5
米排水口（定位不

准）多种排口

4-市政雨污

混合排口
3、500mm以上 1-连续排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4-Ⅳ类

12 东洲区 龙凤街道 海新社区 1-左岸 吊桥下游 30米排口 123.997102 41.866515
煤都路吊桥下游 30
米排水口（定位不

准）

5-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排

口

1、200-300mm 1-连续排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4-Ⅳ类

13 东洲区 龙凤街道 海新社区 2-右岸 吊桥下游 200米排口 123.998166 41.844544
煤都路吊桥下游

200米排水口（定

4-市政雨污

混合排口
1、200-300mm 1-连续排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4-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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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在行政区域 排口名称 排口位置 排口信息 排入水体信息

县区 乡镇/街道 村/社区 左/右岸 名称
经度（E）

（°）
纬度（N）

（°）
位置描述 排口类型★ 排口尺寸★ 排放方式★

所在水功能

分区 排入水体的

水质目标★一级区名称

★

二级区名称

★

位不准）

14 东洲区 龙凤街道 海新社区 2-右岸 吊桥下游 300米排口 123.997273 41.844670
煤都路吊桥下游

300米排污口（定

位不准）

4-市政雨污

混合排口
3、500mm以上 1-连续排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4-Ⅳ类

15 东洲区 龙凤街道 海新社区 2-右岸 海新桥上游 150米排口 123.997619 41.845038
煤都路海新桥上游

150米排水口（定

位不准）

4-市政雨污

混合排口
1、200-300mm 1-连续排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4-Ⅳ类

16 东洲区 龙凤街道 海新社区 2-右岸 海新桥上游 120米排口 123.997275 41.844898
煤都路海新桥上游

120米排水口（定

位不准）

1-企事业单

位排污口
1、200-300mm

2-间歇性排

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4-Ⅳ类

17 东洲区 龙凤街道 海新社区 2-右岸 海新桥上游 110米排口 123.997366 41.845176
煤都路海新桥上游

110米排水口（定

位不准）

4-市政雨污

混合排口
1、200-300mm 1-连续排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4-Ⅳ类

18 东洲区 龙凤街道 海新社区 2-右岸 海新桥上游 100米排口 123.996232 41.846161
煤都路海新桥上游

100米排水口（定

位不准）

4-市政雨污

混合排口
1、200-300mm

2-间歇性排

放

4-开发利用

区

7-排污控制

区
4-Ⅳ类

19 东洲区 碾盘乡 龙凤村 2-右岸 混凝土厂东排口 123.967767 41.868196
商砼混凝土厂雨排

口 5米
1-企事业单

位排污口
1、200-300mm

3-季节性排

放
4-Ⅳ类

20 东洲区 东洲区 海新街 2-右岸
东洲区海新街海沟沟口桥下

游市政雨污水排污口
123.978658 41.828971

东洲区海新街海沟

沟口下游

4-市政雨污

混合排口
3、500mm以上 不详 3-Ⅲ类

21 新抚区 榆林 万新村 2-右岸
海新桥下游市政生活污水排

污口
123.974543 41.869332 海新桥下游

4-市政雨污

混合排口
1、200-300mm 4-不再排放 5-Ⅴ类

22 东洲区 碾盘乡 员工村 2-右岸 海新桥西排口 1 123.976877 41.838398
员工村海新桥西

700米
4-市政雨污

混合排口
2、300-500mm

3-季节性排

放
4-Ⅳ类

23 新抚区 榆林街道 万新村 2-右岸 抚顺海新河二期污厂水 123.982460 41.868399
海新河污水处理厂

小桥下游

5-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排

口

3、500mm以上 1-连续排放 4-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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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6河湖水源涵养区和饮用水水源地情况

本河非饮用水水源地。

2.2.2水域岸线管理保护现状

海新河未进行开展划界工作计划。各级政府单位明确责任管理范围，河道内侵占河道

现象已经基本解决，全流域现状无盗采河砂现象。

2.2.3水环境现状

从监测数据上来看水质成转好趋势发展，但水质提高不大。2020年 1-5月海新河水质

为劣 V水质主要分布在河口段。6月以后开始有所好转分别由 V类水变化到 IV类水。

2.2.4水污染情况

2.2.4.1水质、水量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河道水质、水量情况如下：现状河道末端入河口处水流流态缓慢，水

体成绿色，河底藻类发达，水体有异味。

根据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提供的水质监测数据来看目前水质为 IV类水。

2.2.4.2劣 V类水体分布与范围

海新河 2020 年前五个月河口处水质为劣 V类，目前为 IV 类水质。

2.2.5水生态现状

2.2.5.1河道生态基流情况

海新河河道全程比较平坦，河道内常年有水流，河道范围内水资源利用较小，生态基

流较好。

2.2.5.2河湖水体流通性情况

海新河上游段河道较为狭窄，河道内杂草较多，对河道水体流通有些影响，但河道常

年流水，整体流通性较好，极个别支流存在流通性差的情况。

2.2.5.3河湖水系连通性情况

本河为浑河一级支流，河道与浑河连通。

2.2.5.4河流流域内的水土保持情况

海新河干流段周边企业较多，从现场来看，目前周边企业已经建设完成，场地硬化绿

化情况较好，对比 2018年至 2020年期间水土保持工作呈良好趋势发展。但还需要对河道

两侧以及源头加大治理力度。

2.2.5.5河湖水生生物多样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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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新河全年长流水只有在冬季是由短暂的断流现象，下游段干流全年无断流现象。河

道水面狭窄，深度较浅，因此河道内鱼类较少。目前河道仅有小型鱼类以及螺类，藻类较

多。

2.2.6执法监管现状

本河为跨县区河流，河流实施分段分区管理，主管部门为抚新抚区农业农村局及东洲

区农业农村局，存在主要问题是两个区执法人员短缺，无法形成执法队伍。

2.3存在问题分析

2.3.1水资源保护问题

海新河水资源保护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根据 2020年监测成果,河口处水质为为劣 V类，目前为 IV类水质。

2.3.2水域岸线管理保护问题

本河流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防洪体系不健全。

海新河经过 3年的治理，河道大部分河段已经治理完成，但下游段仍有未防护河段。

1、存在侵占河道现象

海新河上游海新路与碾三线交汇口处存在占河现象。

2.3.3水污染源问题

本河流水污染源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污水达标排放问题

海新河现状水体污染，企业排污无监测设施，缺乏排污数据。

2、生活污水偷排问题

海新河全线生活污水排口目前已经做到零排放，但各别河段平房无排污口存在生活污

水偷排现象。

2.3.4水环境问题

经过治理目前水环境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有各别河段有生活

垃圾堆放，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分析，产生垃圾堆放的原因主要是缺少垃圾集中堆放点，以

及生活垃圾处理不及时造成的。

2.3.5水生态问题

本河流水生态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河道生态护岸建设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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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新河目前新抚区城市段生态建设正在进行中，城市段上游河段均为硬防护，河道内

生态建设薄弱，缺乏植物措施。

2.3.6执法监管问题

目前东洲区和新抚区无专业的执法队伍，主要有各级政府以及农业农村局调配人员进

行监管。

缺少专职的执法队伍、经费不足、各区缺乏联合执法机制、执法效力不足是海新河执

法监管的最大问题。

海新河河口现状图



抚顺市海新河“一河一策”治理及管理保护方案

13

海新河上游有侵占河道现象

2.3.6执法监管问题

本河道管理保护存在执法队伍人员少、经费不足、装备差、力量弱的问题，区域内部

门联合执法机制未形成的问题，执法手段软化、执法效力不强的问题，河湖日常巡查制度

不健全、不落实的问题，涉河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打击力度不够、震慑效果不明显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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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保护目标

3.1水资源保护目标

基本完成水质监测设施的设置，月报监测数据。

3.2水域岸线管理保护目标

完成河道划界工作，基本解决对岸线乱占滥用问题；对河道进行治理，完善河道防洪

体系。

3.3水污染防治目标

1、污水达标排放

严格治理污水排放问题，力争 2023年全流域排污达标排放。

2、生活污水偷排

持续保持生活污水保持零排放，2023年全流域杜绝生活污水偷排现象发生。

3、持续保持化肥用量负增长

肥料农药使用量保持负增长，肥料农药利用率保持 40%以上。

3.4水环境治理目标

水资源保护进一步加强，建设完善的水环境信息系统，发展高效节水，在全市水利工

程管理域保护范围划定基础上，进行河道开发与利用。控制沿岸垃圾废料处理等指标，有

条件地区可增加亲水生态岸线建设、水环境治理等指标。

3.5水生态修复目标

杜绝生活垃圾沿河堆放。

3.6执法监管目标

以县区为单位，建设专业的执法队伍。加强执法力度，做到全河段无死角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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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保护任务

4.1 水资源保护任务

加强水质监督管理，明确水域纳污能力和限制排污总量，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管。定期

进行河道水质监测。

4.2 水域岸线管理保护任务

完成河道划界工作，健全河道防洪体系，治理侵占河道建筑，建立健全岸线管理制度。

4.3 水污染源任务

优化调整排污口布置，规范优化排污口建设，健全排污口监测设施。解决生活污水偷

排现象。

4.4 水环境任务

展开农村水环境专项治理工作，加大日常巡查监管力度，保持河道清洁。

4.5 水生态任务

推进河道清淤疏浚整治及流域内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在此基础上完成生态护岸建设方

案的制定，确保生态护岸工程建设的有效实施，打造人水合一对的优美河道景观。

4.6 执法监管任务

1.建立河湖日常监管巡查制度，落实河湖管理保护执法监管责任主体和人员，实行河

湖动态监管。

2.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加大河湖管理保护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

3.依法查处水污染案件。

4.落实河湖管理保护、执法监管责任单位、人员、设备及运行经费。

5.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加大河湖违法案件查处力度。

6.严厉打击涉河湖违法行为，坚决清理治理非法排污、设障、捕捞、养殖、采砂、采

矿、围垦、侵占水域岸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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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理保护措施

5.1 水资源保护措施

加强河流排污的监管，对河流排污口及河流水质进行监控，落实入河污染物削减措施，

确定河段功能定位、纳污总量、排污总量、水质水量监测、排污口监测等内容，明确保护、

监管和控制措施等。每月进行 1次水质监测。

5.2 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措施

1、完成河道划界工作

由区农业农村局完成河道划界工作。

2、健全防洪体系

加强河道防洪体系建设，水务部门及各级政府积极争取资金，对海新河未防护河段进

行加固治理，健全全河段防洪体系。

3、解决侵占河道问题

海新河上游海新路与碾三线交汇口出存在占河现象，由东洲区农业农村局牵头联合自

然资源局、公安局及当地政府部门，对侵占河道建筑物进行清理。

5.3 水污染防治措施

1、治理污水达标排放

加强对企业排污的监管，制定切实有效的治理方案，争取 2023年完成污水达标排放

目标。

2、加强生活污水偷排治理

排查海新河生活污水偷排位置，针对偷排现象制定实施方案。对于农村确实存在排污

困难的采取建设环保厕所等设施，对于其他非客观困难造成污水偷排进行严格的执法处

理。

5.4 水环境治理措施

从现状来看海新河水环境治理效果不错，但由于管护及日常巡查力度不够等原因，各

别河段有生活垃圾堆放。加大巡查力度和日常管理力度，增加垃圾箱及垃圾堆放点，各别

河段进行封禁等措施。

5.5 水生态修复措施

5.5.1加强河道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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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河流生态基流不足、水体流通性差等问题，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加强河道生态修

复，推进河道生态治理。科学确定生态流量，完善水量调度方案，加强江河湖库水量联合

调度管理。加强水生物资源养护，提高水生生物多样性。

5.5.2河道生态护岸建设

开展前期规划，制定建设方案，逐步实施生态护岸工程建设。完成生态护岸建设工作，

形成水岸优美景观。

5.6 执法监管措施

各级政府制定组建设专业执法队伍，针对海新河制定专门的执法管理方案。加强对河

道日常巡查执法力度，在日中工作中发现问题并针对执法队伍进行调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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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障措施

6.1组织保障

各级政府要把本河段治理及管理保护工作提上工作日程，建立党委政府领导、河长

负责、部门联动、属地落实的工作机制。地区间、部门间要密切协同、形成合力，确保

工作开展顺畅。各级河长制办公室组织负责具体工作实施，协调并落实本级河长及上级

河制办公室工作事宜，督促各部门落实工作要求，确保本河段治理及管理保护工作取得

实效。

各级河长负责方案实施的组织领导，河长制办公室负责具体组织、协调、分办、督办

等工作。要明确各项任务和措施实施的具体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落实监督主体和责任人。

6.2制度保障

严格按照市、区两级建立的《河长制管理办法》要求，推进各项制度的落实。

6.3经费保障

市、县（区）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河长办要积极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计划，当好各

级政府的参谋，争取国家和省里的支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利用市场机制，多渠道、多

元化筹集资金，对于城镇供水、旅游等经济效益明显的水利工程，通过批准特许经营权、

放宽社会资金参与水利建设的限制条件和提高回报保障等措施，加大水利投入，搞好工程

建设和运营。同时要积极争取增加前期经费的投入，保障各项水利工程前期工作需要。继

续加大水利建设基金、河道堤防修建维护费和水资源费征收力度，对公益性为主的水利工

程建设，要以各级政府投入为主渠道，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河湖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

理、水生态修复等任务，建立长效、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

6.4队伍保障

健全河湖管理保护机构，加强河湖管护队伍能力建设。推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吸引

社会力量参与河湖管理保护工作，鼓励设立企业河长、民间河长、河长监督员、河道志愿

者、巾帼护水岗等。

6.5机制保障

结合全面推行河长制，加强加强河湖管理保护的沟通协调机制、综合执法机制、督察

督导机制、考核问责机制、激励机制等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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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监督保障

加强同级党委政府督察督导、人大政协监督、上级河长对下级河长的指导监督；运用

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拓展、畅通监督渠道，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提升监督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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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件

表 1海新河管理保护问题清单

问题类别 主要问题 成因简析 所在位置 备注

水资源保护问题 河道水质问题 历史原因 全流域

水域岸线管理保护

河道未完成划界工作 河道划界工作未开展 全流域

防洪体系不健全 政府投入资金不足 河口段

存在侵占河道现象 历史遗留、监管不严 海新河上游海新路与碾三线交汇口处

水污染
污水达标排放问题 监管不严、企业不重视、资金投入不足 全流域

生活污水偷排问题 历史遗留、执法力度不够、资金投入不足 上游农村段局部沿岸

水环境 河道有垃圾堆放 监管不严、日常寻常力度不够 河道局部沿岸

水生态 河道生态护岸建设不完善 征占地问题、洪水冲刷 河道局部沿岸以及支流

执法监管
缺少专职专业的执法队伍 政府机构改革没有设立专业队伍 全流域

执法人员不固定、装备差 政府投入不足、 全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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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海新河全面推行河长制目标清单

目标类别

总体目标 阶段目标

责任部门
主要指标

指标值
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 第三年度

现状 预期

水资源保

护目标
加强水质监督管理 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管，每月进行 1次水质监测。 区生态环境局

水域

岸线

管理

保护

河湖划界 未划界 完成河道划界工作
编制河道划界方案，完成河

道划界工作
区农业农村局

岸线乱占滥用开展清理整治 基本解决侵占问题
提出河道清障计划和实施

方案
开展集中整治

检查验收并巩固

成果

区农业农村局、

区自然资源局

完善河道防洪体系
已经开展相关工

作
进行河道治理

进行河道调查，编制河道治

理方案
组织方案实施 对方案进行验收 区农业农村局

水污染防

治

污水达标排放 2023年达标排放 制定达标排放实施方案 开展排污治理工作 验收成果 区自然资源局

生活污水偷排 2023年解决偷排问题 制定实施方案 展开治理工作 验收成果 区住建局

持续保持化肥用量负增长
化肥用量负增长、肥料农药

利用率保持 40%以上
持续保持化肥负增长、肥料农药利用率保持 40%以上 区农业农村局

水环境治

理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河道内基本无垃圾堆放

完成垃圾堆放河段的

清理工作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加大巡查力度保持河

道环境清洁
区农业农村局、区住建局

水生态修

复
生态护岸建设工作 持续进行生态护岸建设

开展前期规划，制定

建设方案
生态护岸建设工作逐步实施

持续进行生态护岸建

设
区农业农村局

执法监管 建设执法队伍、对河流执法监管 执法常态化
组织制定建设执法队

伍方案
执法队伍日常监管执法

组织优化执法体系、监

管执法常态化
区农业农村局、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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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海新河全面推行河长制任务清单

任务

类别
总任务

阶段目标 具体任务

责任

部门

填

写

部

门

备

注指标项

指标值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水资源保护 加强水质监督管理 河道水质监管 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管，每月进行 1次水质监测。 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管，每月进行 1次水质监测。 区生态环境局

水域岸线管

护

开展河道划界工作 河道划界
完成河道划界工

作
编制划界方案 区农业农村局

岸线乱占滥用开展清理整治
解决侵占河道

问题

提出河道清障计

划和实施方案
开展集中整治

检查验收并巩

固成果
制定方案 实施方案 检查验收并公告

区农业农村

局、

区自然资源局

完善河道防洪体系
完善河道防洪

体系

进行河道调查，编

制河道治理方案
组织方案实施

对方案进行验

收

完成河道防洪体系

建设
区农业农村局

水污染防治

污水达标排放 达标排放
制定达标排放实

施方案

开展排污治理工

作
验收成果

争取资金、制定方

案
实施方案 检查验收并公告 区生态环境局

生活污水偷排 解决偷排问题 制定实施方案 展开治理工作 验收成果
争取资金、制定方

案
实施方案 检查验收并公告 区住建局

持续保持化肥用量负增长

化肥用量负增

长、肥料农药利

用率保持 40%
以上

持续保持化肥负增长、肥料农药利用率保持 40%以上

集成推广物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应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等

绿色防控技术，推进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肥料农药使

用量保持负增长，肥料农药利用率保持 40%以上。

区农业农村局

水环境治理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河道内基本无

垃圾堆放

完成垃圾堆放河

段的清理工作

开展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行动

加大巡查力度

保持河道环境

清洁

持续开展河道垃圾清除工作，加大巡查力度保持河道清洁
区农业农村

局、区住建局

水生态修复 完成生态护岸建设
持续进行生态

护岸建设

开展前期规划，制

定建设方案

生态护岸建设工

作逐步实施

持续进行生态

护岸建设

争取资金、制定方

案
实施方案 检查验收并公告 区农业农村局

执法监管 建设执法队伍、对河流执法监管 执法常态化
组织制定建设执

法队伍方案

执法队伍日常监

管执法

组织优化执法

体系、监管执

法常态化

建立河湖日常监管巡查制度，健全法规制度，已发查处水污

染安全，落实管理保护、执法监管，建立长期有效监管体制

及机制

区农业农村局

区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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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海新河全面推行河长制措施及责任清单（第 2021年度）

措施类别 措施内容

责任分工

备注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监督部门

部门名称 责任事项 部门名称 责任事项 监督部门 监督事项

水资源保护 加强监督管理 区生态环境局 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管，每月进行 1次水质监测。 市生态环境局 方案编制情况

水域岸线管理保护

河道划界工作 区农业农村局 目前已经开展空间规划划定工作，完成控建规划工作。 市水务局 方案编制情况

健全防洪体系 区农业农村局 完成下游段河道治理工作 市水务局
河道防洪体系

建设情况

解决侵占河道问题
区农业农村局、

区自然资源局
制定河道清障计划及实施方案 市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 方案编制情况

水污染防治
治理污水达标排放 区生态环境局 加强企业排污监管，制定排污治理方案 市生态环境局 方案编制情况

加强生活污水偷排治理 区住建局 制定针对生活污水偷排的实施方案 市住建局 方案编制情况

水环境治理 加强河道环境治理 区农业农村局 针对河道垃圾堆放问题制定实施方案 市住建局 方案编制情况

水生态修复
加强河道生态修复 区农业农村局、

区住建局

争取资金、制定河道生态修复方案 市水务局 方案编制情况

河道生态护岸建设 争取资金、制定河道生态护岸建设方案 市水务局 方案编制情况

执法监管 建立专业执法队伍
区农业农村局

区公安局
组织建设专业执法队伍、制定执法管理方案 市水务局、各级政府 成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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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海新河全面推行河长制措施及责任清单（第 2022年度）

措施类别 措施内容

责任分工

备注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监督部门

部门名称 责任事项 部门名称 责任事项 监督部门 监督事项

水资源保护 加强监督管理 区生态环境局 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管，每月进行 1次水质监测。 市生态环境局 方案实施情况

水域岸线管理保护 解决侵占河道问题
区农业农村局、

区自然资源局
实施河道清障计划 市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 河道清障情况

水污染防治

治理污水达标排放 区生态环境局 加强企业排污监管，实施污水治理方案 市生态环境局 方案实施情况

加强生活污水偷排

治理
区住建局 实施自治方案 市住建局 方案实施情况

水环境治理
加强河道环境治理

区农业农村局 针对河道垃圾问题实施工作方案 市住建局 方案实施情况

水生态修复
加强河道生态修复 区农业农村局、区住

建局

实施河道生态恢复方案 市水务局 方案实施情况

河道生态护岸建设 实施河道生态护岸建设 市水务局 方案编制情况

执法监管 建立专业执法队伍
区农业农村局

区公安局
完善执法队伍，持续日常执法 市水务局、各级政府 执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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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海新河全面推行河长制措施及责任清单（第 2023年度）

措施类别 措施内容

责任分工

备注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监督部门

部门名称 责任事项 部门名称 责任事项 监督部门 监督事项

水资源保护 加强监督管理 区生态环境局 实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管，每月进行 1次水质监测。 市生态环境局 方案实施情况

水域岸线管理保护 解决侵占河道问题
区农业农村局、

区自然资源局
实施河道清障计划，验收公布成果 市水务局 河道清障情况

水污染防治

治理污水达标排放 区生态环境局 加强企业排污监管，实施污水治理方案，验收公布成果 市生态环境局 方案实施情况

加强生活污水偷排

治理
区住建局 实施自治方案，验收公布成果 市住建局 方案实施情况

水环境治理
加强河道环境治理

区农业农村局 针对河道垃圾问题实施工作方案，验收公布成果 市住建局 方案实施情况

水生态修复
加强河道生态修复 区农业农村局、区住

建局

实施河道生态恢复方案，验收公布成果 市水务局 方案实施情况

河道生态护岸建设 实施河道生态护岸建设，验收公布成果 市水务局 方案编制情况

执法监管 建立专业执法队伍
区农业农村局

区公安局
完善执法队伍，持续日常执法 市水务局、各级政府 执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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