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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聚焦聚力推进全域建设幸福河湖

宁波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河长制必须一以贯之”

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规划引领、注重生态优先、强化改革赋能，

合力推动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取得新突破，助力绘就大美宁波河湖

生态新图景。

聚焦建设目标，多层级有序推进。宁波市全面落实省级、市

级总河长会议部署，围绕打造“十廊百河千村”的幸福河湖总体

格局，紧盯全域幸福河湖建设任务举措大抓落实。根据《宁波市

全域建设幸福河湖实施方案（2023 年-2027 年）》要求，坚持“一

县一规划”，项目化、清单化全力推进幸福河湖“八大工程”建

设，分解落实 35 项重点工作任务，标志性工程建设成效初显。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幸福河湖 9 条、高品质水美乡村 36 个、

城乡亲水节点 43 个、幸福河湖农村水系治理 228 公里，城乡居

民 15 分钟亲水圈覆盖率达 83.4%，幸福河湖建设底盘进一步夯

实。

聚焦机制创新，多举措压实推进。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

一招”，积极探索河湖生态空间价值转换、投融资模式、水域空

间利用、智慧化监管等方面改革，统筹协同提升幸福河湖建设工

作质效。以河湖长制六大任务为抓手，印发《2024 年宁波市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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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长制工作要点》，探索建立河湖长制重点工作任务属地与部门

双交办等工作办法，完善“河湖长+警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全

面督促协调推动河湖综合保护治理。制定印发《宁波市全域建设

幸福河湖工作推进机制》，建立组织督导、通报晾晒、考核激励、

创新融合、社会动员等 5 项 10 方面的工作推进机制，严督实考

压实各级河湖长工作责任。制定印发《宁波市幸福河湖评价管理

办法》，明确市级幸福河湖、高品质水美乡村、“河湖网红”幸

福风情点等标志性成果建设评价标准，落实推进年度重点任务。

聚焦示范引领，多部门融合推进。发挥河长办牵头抓总作用，

联合 32 家成员单位推动工作共议、行动共进、难题共解，切实

做好第三轮中央环保督察水环境保障和督查整改，2024 年上半

年，各级河湖长已累计巡河 89 万余次，处置涉水问题 3 万余件，

整改办结率 98.79%。坚持以“幸福河湖惠人民”的价值导向，

加快推动全域建设幸福河湖与文化旅游体育融合发展，持续推进

水域空间开放共享，打造绿色惠民新实践。今年以来，宁波市率

先推出首批 11 条幸福河湖精品游线，市河长办联合体育、文旅

等多部门发布十大幸福河湖滨水户外运动场所、11 条幸福河湖

水文化研学精品线路，以悠悠水脉为轴线串联绵绵文脉、活力动

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宁波市河长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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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区：构建三大体系 开拓河湖建设新思路

镇海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治水重要论述

精神，全面落实省级、市级总河长令要求，推进全域幸福河湖、

美丽镇海、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全力打造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

镇海样板。

打造幸福河湖规划体系。科学制定《镇海区全域幸福河湖建

设规划》、《镇海区全域建设幸福河湖实施方案（2023-2027 年）》，

按照打造“一批幸福河湖、一片水美乡村、一串亲水节点、一群

融合产业”的“四个一”要求，以环境综合整治、业态培育建设、

重点村庄提升、重要节点打造为主要内容，衔接大运河出海风情

线、四湖连珠风景线等多条成熟精品线路，谋划“河健康、岸美

丽、人富裕”幸福河湖样板成果。

打造部门协同联动体系。充分发挥河长制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优势，进一步做好跨部门协同，密切联系区建设交通局、区生态

环境分局等 22 家成员单位，整合建交、水利、农业和文旅等优

势资源，形成治水护水合力，共同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工作。通过

与治水办开展全区入河排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共排查各类排口

14564 个，完成问题排口整治 880 个，整治完成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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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数字治理统筹体系。强化科技助力、数字赋能的治水模

式。推进“九龙联动治水”省级数字化试点项目，构建数字河湖

健康体系，平台通过连接山洪预警设施 2 个、内涝监测 40 个、

工情监测 63 个、墒情监测 2 个、保洁船定位工牌 130 个，实现

对水利工程设施运行状态、水域事件、河道清淤、河湖保洁等的

动态监管，有效提高镇海区河湖水域治理能力。三圣殿水库开展

现代化水库运行管理矩阵水利部试点创建，发挥数字效用，全面

提升水库运行管理精准化、信息化、现代化水平。

（镇海区河长办供稿）

余姚市：以“小切口”促“大整治”助力河湖
水质提升

余姚市以临海大浦江以蔬菜腌制池整治专项行动为突破口，

通过深入调研、集中整治、宣传引导，有力提升河道水质，助推

临山镇幸福河湖建设。今年 1-7 月，临海大浦江水质稳定提升至

Ⅲ类水，总磷同比下降 40%，氨氮同比下降 18%。

深入调研摸实情。组建双总河长牵头的攻坚领导小组，按照

区域设置 7 个攻坚小组，形成镇领导牵头、镇村干部协调、网格

员巡查的工作机制。在原有 724 个腌制池台账基础上，分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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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周边沿线，逐户逐池排查腌制菜种类、数量等，做到“一窖

一人一策”。目前，临山镇共有腌制菜 11 种，存量约 5500 万斤。

建立“一日一报，三日一会”常态化联络机制，及时复盘调研情

况，分享工作经验，共计上报 30 日报 30 次，召开联络会议 11

场，集中解决了农户抵触心理强、空池重新腌制等共性问题 13

个。

集中整治办实事。以“旧菜快出、空坑填埋、新坑不挖、规

范发展”为原则，分类处置各个腌制池，做到“起菜一池、填平

一池”，第一时间科学处置污水，及时覆土回填。目前，共完成

158 个空池清填，面积约 20.48 亩。合理规划建设榨菜污水管道，

投入 1000 余万元开展企业废水纳管。以龙头企业改造提升为重

点，指导 4 家龙头企业引进研发人员，购置榨菜灭菌机、自动包

装线等先进设备，有力推动技术转型升级，如指导国先榨菜申报

协调土地使用权，建设集中腌制区域，新建成的榨菜厂占地 33

亩，年产腌菜制品 1 万吨，总产值达 1 亿元。

宣传引导求实效。坚持群众导向，通过入企入户走访、电话

访问、宣讲会等多种形式，广泛收集农户诉求，用心做好企业、

农户思想工作，实现专项整治有速度、有温度。目前，共计召开

农户代表大会 4 次，法规知识讲座 7 场，印发宣传单 1000 多份，

逐户签订《即起即复承诺书》32 份。针对性开展企业雨污分离



— 7 —

环保技术培训，督促企业、农户通过污水管网处理腌制废水，形

成榨菜生产废弃物闭环处置。目前，已与 18 家企业达成纳管意

向，进一步提升了污水处理水平，降低污水损耗成本。

（余姚市河长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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