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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段确保巡查高效
河长责任如何落实？绍兴河长通能够

记录河长每天巡河的足迹，即时拍照上传河

中出现的污染源，帮助及时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确保每个河长认真巡查，落实责任

一位身穿筒裙的中年女士，柔和细雨中撑着伞，在
浙江绍兴越城区府山街道越都社区的环山河边静静凝
望。片刻后，她快速走到河边石台，用树枝捞起河边行
人丢弃的餐巾纸，扔进垃圾箱内。每天下午四五点，环
山河越都社区段，都会出现她的身影。“我叫傅剑萍。”
她的笑容含着江南女子特有的温婉，“是环山河越都社
区段的河长。这一公里河段，我每天都要仔细巡查一
遍。”傅剑萍介绍说，巡查的重点是河水是否干净，是否
存在偷排偷放工业废水、生活用水，以及路人扔入河中
的垃圾。
“如果河长发现问题不上报，甚至没有巡河怎么办

呢？”面对记者提问，她打开了一个墨蓝色的手机APP，
“这是绍兴地区河长的专用APP‘河长通’，如果发现河
道有偷排偷放或者水质问题，就要直接拍照，并及时上
报”。记者看到，河长通页面上还有“详情”“问题”等按

钮，可以直接拍照并将照片传到后台系统。
此外，在形似地图的页面上，记者看到，有一条足迹

线沿着河岸延伸了出去。“这是我巡河的记录。你看我
走到桥边时，发现对岸有些疑似脏东西可能会污染河
水，我就上桥走到对岸去观察了一下，这些都被河长通
准确记录下来了。”傅剑萍指着手机屏幕上那条蜿蜒的
蓝线说，“它记录着河长每天的巡河里程，防止河长偷懒
不巡河”。
“保护这条河的可不止我一个人。”傅剑萍指着河对

岸几位穿着透明雨衣的大学生，他们也在河边捡起杂
物，扔进垃圾箱。“那是绍兴文理学院的学生‘河小二’，
是绍兴水环境治理的青年志愿者，也在河岸边徒步巡查
治理水污染，做好治理污水的‘最后一公里’。”
“居民生活用水污染看似不多，却是河水污染治理

的难点。”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小路社区党委书记、
社区主任诸妙茵人如其名，透着江南水乡的灵动与秀
气。“古老的江南文化离不开这缓缓流动的河网水系，但
古老的生活习惯却是把洗衣淘米和生活垃圾也泼进小
河里。久而久之，河水淤塞，水环境恶化严重。”说到这
里，诸妙茵皱了皱眉。
“为了改变居民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我们苦思冥

想，发明了‘绿色账户’，将社区福利的发放和居民生
活习惯挂钩。”诸妙茵介绍说，社区建立了专门用于购
买社区福利的专项“绿色账户”，并给每位学生发放
“绿卡”，用以记录每月污水排放情况。同时，如果居
民观察并举报乱倒垃圾和生活废水的行为，也可以获
得积分。检查发现连续一个月没有出现乱倒生活污水
垃圾入河时，就可以凭每日记录的绿卡，在专门的
“绿色账户”中提取相应的绿色福利，“一般是抽纸、
毛巾等日用品，虽然价值不高，但很好地调动了居民
改变生活习惯的积极性。久而久之，很多居民就不再
往河里倒垃圾了。加上雨污分流等措施，现在社区附
近的水质从劣五类，上升为三到四类水质了。”诸妙茵

笑着说。
太湖流域管理局副局长黄卫良向记者介绍说：“治

水情况复杂，单靠一个部门、一项措施往往难以解决。
因此河长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牵头统筹、综合施策，
解决水环境管理的顶层设计问题；另一方面河水治理
的效果必须呈现在河道是否干净、水质是否有明显提
升上，这就需要河长下沉到每条河道，徒步巡查，解决
河道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腾笼换鸟带来金山银山

如何保住绿水青山？要绿水青山并不

意味着不要经济发展。通过积极转型升

级，腾笼换鸟，引进更加环保的项目，可以

实现经济健康发展

紧靠苏州市吴江区太湖新城的东太湖，湖水拍岸，
让城中弥漫着清新的空气。湖中巨大的阅湖台喷泉，
与苏州湾CBD和东太湖生态园交相辉映。“生态园、阅
湖台都是不收费的，我们可以随时来这里游玩，享受绿
色环保带来的舒适感觉。”一位来此游玩的市民边拍照
边说。
然而几年前，东太湖却与今日的宜居景象大相径

庭。“那时候这一带住的都是渔民，主要产业就是大闸
蟹养殖。”东太湖生态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大闸蟹养
殖所投的饵食沉淀后污染水体，使得东太湖流域的水
质变差，那时候空气中都飘着一股怪味。然而由于大
闸蟹利润不低，越来越多渔民选择养殖大闸蟹，对水质
影响越来越坏。”
为了有效解决生态环保问题，东太湖区域在推行

河长制基础上，进行了整体战略规划设计，推动了东太
湖生态园和苏州湾CBD建设，主要产业由大闸蟹养殖
转为文化旅游消费、服装设计、商业出租等。遥望生态
园一处大草坪上，一场婚礼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这
里的风景很美，草坪也经常出租给置办婚礼的伴侣，很
受欢迎。”负责人笑着说。
转型升级的典型，当属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的“酷

玩小镇”。柯桥曾经有“中国轻纺城”的美誉，当地化纤
产业、印染产业发达，但印染造成的污水排放也成为非
常头疼的问题。柯桥区下决心关停、迁移造成大量污
染的纺织印染企业，并腾笼换鸟，在柯桥开启了东方山
水风情园、乔波冰雪世界、浙江国际赛车场等项目，“这
些娱乐项目带动了基建、服务产业发展，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纺织等产业迁移或关停带来的经济下滑、劳动力
失业等问题。”柯桥区柯岩街道纪工委书记陈旭鹏指向
酷玩小镇东方山水风情园一期项目：“东方山水风情园
一期投资达80多亿元，今年初夏正式开园。它给居民
百姓带来了绿水青山，也一定能带来金山银山。”他的
眼中充满了憧憬。

2016年10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全
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明确指出，各级河长由党委或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建立健全河湖管理保护监督考
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强化考核问责，实行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严格按照有

关规定追究责任。多头管水的“部门负责制”，将向“首
长负责、部门共治”迈进。
“治水情况复杂，同时也有腾笼换鸟、经济转型升级

的压力。因此单靠一个部门、一项措施往往难以解决。”
黄卫良向记者介绍道，“河长尤其是党政一把手河长的
重要任务，就包括牵头统筹、综合施策，解决水环境管理
的顶层设计问题，同时确保经济不掉队”。

顶层设计“一河一策”

治水中遇到的特殊问题怎么处理？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绍兴涤荡湖和上

海治理“以船为家”的船屋，就根据实际情况

采取了不同措施，起到了良好效果

“各地水问题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加强顶层设计，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流域、不同支流甚至具体的
河道，规划设计不同的解决方案，施行‘一河一策’。”水
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局长吴文庆在太湖流域片第二次
河长制工作交流会后说。
事实正是如此。“一河一策”政策的推行，给予河长

们针对河道具体问题，提出解决之道以空间。绍兴市
高新区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整个绍兴地区地势南高北
低，高新区这里也不例外。”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秦国
金站在涤荡湖前向记者介绍，“而南北水系相互隔离，
每逢雨季，湖水上涨，给防洪带来不小的压力”。为了
解决问题，高新区开掘涤荡湖工程，并在南北两端设置
8个涵洞，打通南北水系，大大减轻了防洪压力。如今
湖水摇曳，白鹭在水边的芦苇荡上梳理洁白的羽毛，时
而跃上水面，静静飞翔。“涤荡湖同样设有河长，将防洪
与环保结合在一起，符合高新区水系的环保要求，成效
也很显著。”
对上海来说，以船为家的渔民是上海河道的一大

特色，但也是环保压力的一大来源。许多渔民以无船
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为家，在河
道中漂泊，也将废弃物、粪便等直接抛入河道中，给水
污染治理带来巨大压力。“然而相关部门查处‘三无’船
屋时，这些船屋就会沿河道东躲西藏，顶多缴纳罚款，
之后就躲进邻省，等风波过去再开回来。”上海市河长
办常务副主任刘晓涛向记者表达了无奈。“为了解决船
屋对河道污染，上海市采取了就地销毁‘以船为家’的
‘三无’船屋的办法。在对船屋进行查禁时，查获一艘
船屋，立刻就地销毁一艘。各条河道履行河长的监督
职责，发现船屋立即上报，坚持查禁销毁非法船屋。同
时也会给船屋寄居者一定补偿，帮助其上岸租房，稳定
就业。”截至目前，上海列入整治计划的471条段、总长
631公里的中小河道均已基本完成“一河一策”编制任
务，取得良好成效。
《意见》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立足不同地

区不同河湖实际，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实行“一河一
策”“一湖一策”，解决好河湖管理保护的突出问题。“北
方有河皆干，南方有水皆污”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
南北方不同的水环境问题，确实要因河施策。更进一步
说，不同流域甚至不同河流，都有其特殊之处。在不互
相推诿责任的前提下，找到河流污染的症结，才能够“一
河一策”对症下药，解决复杂的河水污染问题。

“一河一策”护生命之水
——太湖流域片推进河长制工作调查 “污在水中、源在岸上、根子在

人。”2016年底，中办国办印发《关

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全面推

行“河长制”，是一项重大体制机制

创新。在《意见》指导下，贵州、河

南、浙江等地纷纷设立省、市、县、

乡和村五级河长体系，在宏观层面加

强了河水治理的顶层设计，起到了高

效推动河水污染治理的作用。但只靠

政府的力量进行水环境治理，很难有

效达到《意见》要求的目标，要真正

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需

要积极采取创新机制措施，发挥群众

监督的作用，形成“全民共治河水污

染”的新局面。

河长中以基层河长数量为多，以

浙江省为例，截至2016年底，浙江

有省级河长6名、市级河长199名、

县级河长2688名、乡镇级河长16417

名、村级河长42120名。要让河长制

真正运转起来，必须有效调动村级、

乡镇级乃至县级河长的积极性，督促

基层河长履行职能，发挥河长制应有

作用。

绍兴借助“互联网+”新技术，

开发“绍兴河长通”APP，一方面

帮助河长及时上报河水治理情况，

另一方面记录了每一位河长日常巡

河的足迹，如果有河长不巡河，就

会自动传输到后台，对河长采取相

应的措施。这能够有效起到监督河

长发挥巡河职能的作用。河长通利

用“互联网+政务”新技术，将各

级河长连接起来，形成有机互动的

组织系统，有效落实河长责任，值

得各地借鉴。

有人认为河水污染主要是工业污

染。但对于南方密布的河网而言，水

流缓慢的特点使得居民倾倒的洗衣脏水、生活垃圾等淤积

在河道，阻碍河道流动，久而久之，臭气熏天，让河流变

成了“臭水沟”。对于这样的生活污染该如何处理呢？

比基层河长人数更多、力量更大的是社区居民。通过

机制创新有效引导社区居民的力量，发挥水网附近的居民

巡河护河积极性，也成为打击河水污染的重要手段。

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小路社区的“绿色账户”

机制，在提高居民保护河流的积极性中起到了作用。绿

色账户一方面试图改变社区居民向河水倾倒生活垃圾的

不良习惯，另一方面也将社区居民转化为河长巡河的助

手，扫除河道监管的死角，防止工业企业偷排偷放。虽

然“绿色账户”只是“微不足道”的社区实践，但这样

的机制创新能够有效疏通治水的“毛细血管”，打通河

水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乃至“最后一百米”，成为河

长治水体系的有效补充。

推行河长制并不仅仅等于日常“巡河”。从顶层设计

到每日的河水巡查，都需要行之有效的机制创新，才能有

效带动全民治水的力量，助力维护好美丽的“绿水青山”。

青山绿水，草长莺飞，湖鱼

起跃，杨柳轻垂，这是多少人梦

想中的家园。面对江河湖泊中

漂浮的垃圾以及变色的河水，社

区居民希望自己的家园能够重

归舒适与干净。日前，记者深入

浙江绍兴、江苏苏州、上海等城

市，与太湖流域片的河长们一同

巡河，感受青山绿水的美好和梦

想家园背后，太湖流域片所付出

的努力和获得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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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青浦区青西郊野公园，游客在绿色天然的景色中迷醉，用相机记录下这一片绿色天堂。

在太湖新城的三船路港，河道保洁员正在认真清

理河面垃圾，保持河道干净清洁。

在环山河桥上，一位老年游客流连江南水乡美景，

欣然用手机拍照留念。

在越城区府山街道越都社区的环山河中，一位河道

保洁员在认真清理河面垃圾，保持河道干净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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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河长通APP清晰地记载了傅剑萍河长巡河的

足迹，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

信息系统助力徒步巡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