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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5

 四大效果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是

上海新时期集中连片、系统治

理、区域推进的治水新思路，将
达到“河湖通畅、生态健康、清洁

美丽、人水和谐”的效果：

■ 河湖通畅 即 “河湖联
通、河水流通、河岸贯通”，让洪

涝之水有出路保障河湖安澜，

让爱水之人能亲水， 体现人水

共生；

■ 生态健康 即“河湖水质
良好、生态水位可控、水土平衡

稳定、生物丰富多样”，让河湖生
态系统恢复良性循环状态；

■ 清洁美丽 系感官指标，

体现为 “水清、 岸洁、 景美、怡

人”；

■ 人水和谐 体现在“防洪
保安全、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

态、宜居水环境、先进水文化”等
方面。

三个转变
据介绍，“生态清洁小流域”

建设跟传统的河道整治有三个

根本性的转变：

■ 在治理目标上， 从水环
境改善转变为水生态系统修复；

■ 在治理方式上， 从单条
河段整治转变为集中连片治理；

■ 在治理内容上， 从以污
染源治理为主转变为生态综合

治理。

为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
建设，上海将整合“山水林田湖

草”做好四网统筹，构建和谐美
丽的“水网、绿网、路网、管网”，

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示范
村建设、结合河湖长制打造幸

福河湖、结合林长制开展绿化

造林。
借鉴国内省市的先进做法，

上海已制定一套“生态清洁小流
域”建设的指标体系，并根据小

流域类型制定相应的指标值，包
括水土治理、环境治理、生态治

理等三大类 11项评价指标。指

标设置，立足上海特点，增加了
河湖面积达标率、河湖水系生态

防护比例两个指标，并按照水源
保护型等四类不同区域设置差

异化指标值。其中，“河湖面积达
标率”为 100%。

四种类型
上海属平原河网地区，自然

流域边界不明显。从充分发挥河

长制湖长制平台作用的角度考
虑，划分小流域时，中心城区以

一个区为一个小流域，郊区以镇
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小流域内设

置治理单元，中心城区以骨干水

系为治理单元、郊区以村落水系
为治理单元。

根据各区域主要功能定位
需求，上海“生态清洁小流域”建

设已划分为四种类型：

■ 水源保护型 以涵养水
源、水源地周边河道水质保护为

重点；

■ 绿色发展型 以大力发
展绿色产业为重点；

■ 都市宜居型 以水环境
改善与水景观建设为重点；

■ 美丽乡村型 以保护原
生态、水环境?升与乡村振兴为

重点。

类型不同，建设任务也不一

样。《上海市生态清洁小流域建
设模型示意图》显示，建设任务

有五大类 11项，分别是：

■ 以岸线治理与保护、水
系生态治理为重点的河湖治

理；

■ 以重要水源保护区和自
然保护区水土保持、河湖水系水

土保持为重点的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

■ 以城市、 农村面源污染
防治为重点的污染治理；

■ 以生态廊道、农田林网、

四旁林为重点的生态修复；

■ 以农村生活污水、 垃圾
治理为重点的人居环境改善。

三期规划
上海市“生态清洁小流

域”建设的一个重点就是“先

行试点”。其中，莲湖村和水

库村成效显著，被列为“上海

市首批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示

范点”。

■ 莲湖村 位于有“水乡泽
国、桥庙之乡”美誉的青浦区金

泽镇青西郊野公园内， 是上海
首批 9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

村内河湖水质近年平均在Ⅱ-

Ⅲ类；

■ 水库村 位于金山区漕
泾镇， 是上海 2035总体规划中

划定的风貌保护村，也是上海市

首批 9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

村内河湖水质总体稳定在Ⅲ类

以上，呈现“一河清水、两岸绿
色、田景交融、人水和谐”风貌。

■ 长达村 浦东区域联动
型乡村振兴示范村，在航头镇率

先启动“生态清洁小流域”治理
后，通过开填平衡、消除污染、贯

通水系、构建生态等手段，不但
水更清更靓了 ， 水面积也从

84.06 万平方米?升到 91.17 万
平方米， 河湖水面率则从 15.3%

?升到 16.6%， 其中星级河道 5

条、幸福河湖 37条（段），成为村

民和周边居民观光、休憩、锻炼
的好去处。

放眼全市，根据已经设置的
分期目标，上海计划———

■ 到 2022年，结合农村人
居环境优化工程， 先期建成 15

个示范点， 面积约 100 平方公
里，总结经验，深入推进；

■ 到 2025年，建设涵盖五

个新城、45 个街镇和中心城区
的 “50+X” 个 “生态清洁小流

域”， 面积约 3200平方公里，占
全市总面积的比重将超过 50%；

■ 到 2035年，建成覆盖全
市的 151个“生态清洁小流域”，

为上海建设“生态之城”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做贡献。

今天是“世界水日”，也是“中国水周”起始日，
申城明确“十四五”治水新目标———

“生态清洁小流域”覆盖“半个上海”

今天是第二十九届“世界
水日”，今起一周是第三十四届
“中国水周”。这是《长江保护
法》实施后迎来的首个“世界水
日”和“中国水周”。今天上午，
上海市水务局召开全市“生态
清洁小流域”建设推进会明确，
“十四五”期间，上海五个新城、
45 个街镇和中心城区将建设
“50+X”个“生态清洁小流域”，
面积超过全市总面积的 50%。

这是上海继 2017 年基本
消除黑臭河道、2018 年全面消
除黑臭、2020 年基本消除劣五
类水体后的新思路和新目标，
也是上海建设幸福河湖水系和
卓越全球城市的自然基础。

    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

设过程中，在上海东面的浦东

新区，“三纵四横”骨干河道将

形成林水复合、空间开放、蓝

绿交融的河流生态廊道。

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介绍，

“十四五”期间，将主要围绕金色中
环、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改善等区

重点工作，分批、分年度推进“生态
清洁小流域”示范点建设，通过治

理单元布点，以点带面，到 2025年
建成 6个生态清洁小流域。

其中，2021 年拟结合张江镇
环东村、惠南镇海沈村等乡村振

兴示范村创建及张家浜楔形绿地
建设，实施小流域先行示范单元

建设。

远期到 2035年，将建成与浦
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相适应

的水生态体系，把城市建设成为人

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家园。

建设中，浦东新区将建立基础
指标、幸福指标、特色指标等完善

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特色指标
主要包含 500公里滨河慢行步道、

200公里河流生态廊道、300 条段

星级河道、1000 条段幸福河湖、
100个网红打卡点、100 个河长制

特色工作站。
在点位选取上，浦东新区除重

点关注紧邻居住区、商业区、村镇
中心等有一定规模的区域外，也会

以“十四五”规划和生态空间规划
为引领，推进外环运河+?马河+人

民塘随塘河、张家浜+外环南河+北
横河+三灶港等“三纵四横”骨干河

道整治，形成林水复合、空间开放、
蓝绿交融的河流生态廊道。

本报记者 罗水元

浦东“三纵四横”形成生态廊道

    “小流域”离不开“协同治”。在

上海西面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内，苏浙沪将进一步

探索构建交界河湖水质、巡河信息
等集成共享的河长制信息化系统

平台，全力推进省际交界河湖“流
域协同治水”。

这是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队

日前牵头联合水利部太湖流域管
理局苏州局，青浦、吴江、嘉善三地

河长办，以及水务行政管理部门联
合检查太浦河省际边界段时传出

的信息。那次联合检查现场，没有

发现涉水违法行为，已明显改善的
太浦河水质吸引各类飞鸟不时低

空盘旋。联合检查人员表示，苏浙
沪三地联合会商、联合治水、联合

执法、联合巡河成效显著，接下来
将在“上下游联动 左右岸共治”

中，进一步探索构建交界河湖水

质、巡河信息等集成共享的河长制
信息化系统平台，全力推进省际交

界河湖“流域协同治水”，更好地服
务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苏浙沪探建“共享平台”联合治水

    今年的“世界水日”和“中国水

周”，联合国确定的宣传主题为

“Valuing Water”（珍惜水、 爱护
水），我国的宣传主题为“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进水资源集约安全
利用”。结合上海实际，确定今年的

宣传主题为“建设生态清洁小流
域，创造高品质生活”。

记者注意到，众多宣传语中，

有一条连着热线电话的宣传语：
12314，监督水利事。

此外，还有“贯彻实施长江保
护法，守护好一江碧水”“用法治力

量守护好长江母亲河”“坚持节水

优先，实施节水行动”“坚持人民至
上，守护江河安澜”等。

12314：监督水利事

“水土流失” 建设项目行业监管

“面源污染” 完善城镇区雨污系统建设

“面源污染” 海绵城市建设

“面源污染 ” 粮田
轮作休耕、 发展
绿色有机农业等

“生态修复” 路旁绿化、
林带建设

“面源污染” 植被缓冲带建设

“水系治理”

碧道建设、
底泥疏浚等

“面源污染” 设施农业等建设

“人居环境” 民宿、农家乐等农村产业生活污水处理及景观提升

“人居环境” 景观节点建设、风貌提升

“生态修复” “四旁林”建设

“人居环境”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

“人居环境”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面源污染”

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水土流失” 防护林、

公益林等林带建设

“面源污染” 水产健康养殖（池塘循环水等）

“水系治理” 湿地、洲、岛、深潭、浅滩地形营造

“水系治理”

池塘等小微水体生态化治理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