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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稳步推进生态立法，为强化河湖治
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2020年5月修订
《厦门经济特区筼筜湖区保护办法》,是全省
首个在单个湖泊管理法规中明确施行湖长制
的地方性法规。《厦门经济特区河湖长制条
例》纳入2022年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后，
市水利局成立立法工作领导小组和起草专
班，赴浙江进行学习考察，同时反复深入基层
调研并广泛征求意见。市人大常委会于
2022年10月审议通过该条例，并于2023年
1月1日起正式实施。

《厦门经济特区河湖长制条例》以立法形
式将河湖治理所涉及的工作内容予以明确，
形成了更加有效的约束力和强制力，推动河
湖长制向纵深发展。

河湖长治水长流 悠悠碧水润鹭岛
我市以“河湖长制”推动“河湖长治”，治理成效逐步显现，水环境持续提升

因水而美，因水而兴，仲春的厦门，悠悠碧水成
为这座城市最美的底色。

今天是厦门市“河（湖）长日”。过去的一年里，
厦门市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十六字治水
思路，系统实施流域综合治理，加快完善涉河涉湖
基础设施，不断提升河湖水环境质量，河湖治理成
效逐步显现。

数据显示，我市饮用水水源地、主要流域国控
及省控断面、小流域省控断面水质实现“四个
100%达标”，6个原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果持续巩
固，筼筜湖、五缘湾内湾、杏林湾、海沧湖等水环境
进一步提升。

去年，我市被命名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同安区、翔安区获得第六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荣誉称号，市筼筜湖保护中心、鼓浪屿街道
办事处获评第三届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集体。

荣誉是对工作的肯定。以“河湖长制”推动“河
湖长治”，多年来，厦门以水环境提升、水生态修复
为导向，以解决群众关心关切的突出水问题为重
点，多措并举打好河湖治理的“组合拳”，推动河湖
长制从有效管控走向全面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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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全面开展监管执法，启动三项污染源治理专项
行动，阻断入河入湖污染源头。在农业面源治理行动中，
完成绿色防控推广73万亩次，统防统治推广43万亩次，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29.93万亩次，推广施用有机肥
覆盖耕地、园地22.88万亩次。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达到98.56%，规模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
率达到100%。在工业污染治理行动中，先后出动执法
人员7399人次，检查涉水企业2502家次，发现问题74
家次，行政处罚40家次，罚款271.2万元，责令整改74家
次，持续营造强力执法的高压态势。在入河排口治理行
动中，常态化对入河排口动态管理，每月对入河排口开展
监督抽查，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全市1386个入河排口
整治情况进行全覆盖检查监测，重点对已完成整改的超
标排口进行针对性指导，确保整改到位。

我市紧紧压实各级责任，把河湖长制摆
在全市年度工作重要位置。严格落实“双总
河长制”,强化治水工作党政同责。2022年
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签署总河长令，在全
市发起“巩固提升河湖水质、全面消除劣V类
水体”攻坚战。继续完善区域与流域相结合
的市、区、镇三级河长湖长体系，对全市河、
湖、水库、山塘等实现全覆盖管理，织密织牢
河湖责任网。加强流域整治督导，将河湖治
理任务纳入督查、约谈问责体系。2022年选
定15个流域断面作为市政府消除劣V类水
质挂牌督办断面，通过重点督促推动治理整
改，多个断面水质持续好转。

我市在抓好主要流域、湖库治理的基础上，高度关注
广泛分布在村庄和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整治工作，解决
河湖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我市制定《厦门市小微水
体治理工作指南》，指导各区、各镇街做好治理规划；对全
市920个小微水体进行建档编号、登记造册，形成一塘
（湖）一档。通过“截”“清”“修”“绿”等综合措施推进整
治，2022年共完成136个受污染小微水体治理，累计打
造80余处小微水体示范点，取得了良好的人居环境效
益。

我市还创新推出小微水体“评星”管理办法，对小微
水体综合打分，逐一评出星级，并公示评定结果，形成相
互监督、相互促进的长效管护机制。

我市有序实施生态补水，努力实现“让水动起来、清
起来”的目标。按照“再生水厂尾水为主、水库水为辅、外
调水为补充、水源连通工程作为应急”的思路，我市编制
实施《厦门市九条溪流生态补水工程规划》和《厦门市雨
洪增蓄利用工程规划》。

“十四五”期间，全市河湖水系生态补水和雨洪增蓄
计划实施项目共78个，计划总投资22亿元，充分利用污
水厂排放的高标准尾水进行河道补水，保障河道生态流
量，改善水环境质量。目前已建成生态补水项目9个，正
在组织实施生态补水项目5个。同时，科学调度、优化配
置推进竹坝水库跨区域补水，有效巩固埭头溪和浯溪治
理成果，明显改善河道水环境，生态补水取得实质成效。

污水处理能力是影响河湖水环境的重要因素。我市
成立高质量高标准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指挥部，全力加快
污水处理能力提质增效，补足河湖治理关键短板弱项。

如今，厦门污水处理能力实现倍增。近三年计划开
工建设16座污水处理厂，已全部开工并建成通水14座；
新建、改造市区两级污水管网220公里；全市污水处理能
力由91万吨/日提升至195万吨/日。“正本清源”改造快
速铺开，从源头上解决雨污混流、管网错接漏接问题，形
成了更加完善的排水系统。在农村，污水治理全面提
升。全市1216个自然村生活污水提升治理工程已全部
完工，相继打造出翔安区大帽山社区、同安区沟墘村、海
沧区赤土村等一批示范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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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色优美的天竺山公园。（杨金木 摄）

▲集美湖的水环境持续提升。（曾炳川 摄）

▶风光旖旎的上李水库。（叶鑫洋 摄）

▲同安西溪流域风景如画。（李国兴 摄）

▲风景如画的下潭尾红树林公园成为厦门新的网红打卡点。（本报记者 黄嵘 摄）

▲五缘湾散发出更加迷人的风采。（本报记者 黄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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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颜值筼筜湖。（本报记者 黄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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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洋麻山公园的小微水体成为美丽的景观。（许梗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