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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水域岸线，是指河湖水面、水岸交

界并向陆地延伸的地带。一些地区面临人

为束窄、挤占河湖空间，过度开发河湖资源

等问题，与水争地的情况尚未发生根本好

转。近日，水利部制定印发《关于加强河湖

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河湖水域岸线空间如何划

定 ？ 如 何 做 好 保 护 与 开 发 ？ 记 者 进 行 了

采访。

划红线，因地制宜明确
保护范围

青山对峙，江水奔涌。在湖北省秭归县

九畹溪镇，葱郁的岸线，仿佛为长江镶上了

绿边。“这几年，我们栽种红叶石楠、栾树、桂

花等。镇里设立了 6 名镇级河长、17 名巡河

员、75 名林长，加强日常管护。”九畹溪镇党

委书记刘峰介绍。

秭归县对长江西陵峡片区约 30 公里地

段开展生态修复，植被恢复面积 293 公顷，有

效防治水土流失面积 2.9 平方公里。

河湖水域岸线空间是河湖生态系统的

核心组成部分，是河湖行洪、水生生物栖息

的主要场所，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和公共

资源。

河湖水域岸线同样是人为活动频繁的

地带。离岸边多远的地方能够开发建设？

桥能建多宽？河边能种地盖房吗？“过去，因

河湖水域岸线空间没有明确界定，一些地方

人为地缩窄河道管理范围，与河争水、与河

争地，乱占、乱采、乱堆、乱建，影响了河湖防

洪、供水、生态等安全。”水利部河湖管理司

司长祖雷鸣介绍。

《指导意见》的出台，明确了河湖水域

岸 线 空 间 管 控 边 界 。 祖 雷 鸣 介 绍 ：“ 截 至

2021 年底，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名录内河

湖（无人区除外）管理范围已全面划定，120
万公里河流、1955 个湖泊首次明确了管控

边界，为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奠定

了坚实基础。”

“依据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有堤防

的河湖，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

域、沙洲、滩地、行洪区和堤防及护堤地；无

堤防的河湖，其管理范围为历史最高洪水

位或者设计洪水位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

和行洪区，这是底线，也是红线。各地在安

排河湖管理保护控制带时，在这条底线的

基 础 上 ，可 以 再 向 陆 域 适 当 延 伸 。”祖 雷

鸣说。

长 江 水 域 岸 线 保 护 范 围 有 明 确 规 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规定“国家对

长江流域河湖岸线实施特殊管制”，要求禁

止在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扩

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禁止在长江干流岸

线三公里范围内和重要支流岸线一公里范

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尾矿库。这些条文为

保护长江岸线提供了法律依据。截至 2021
年底，水利部门清理整治长江违法违规岸线

利用项目 2441 个，腾退岸线 162 公里。

“对于其他河湖，各地可结合水安全、水

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及河湖自然风貌保护

等需求，针对城市、农村、郊野等不同区域特

点，在已划定的河湖管理范围边界的基础

上 ，探 索 向 陆 域 延 伸 适 当 宽 度 。”祖 雷 鸣

介绍。

强管制，严禁非法占用
和束窄河湖水域岸线

浔江逶迤流淌，水阔天平。作为西江重

要的行洪通道、生态廊道，守护好一江碧水，

格外重要。

浔江平南县段，多家建材厂和码头存在

未批先建问题。挂牌督办，清理整顿，再到

景观提升，从 2020 年 7 月到现在，水利部珠

江水利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河长办和平

南县协同推进，浔江面貌正逐步得到改善，

水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升。

“浔江已经划定了河道管理范围，项目

开工前未经审查同意，乱占滥用岸线，挤占

河道行洪断面。”珠江委河湖处相关负责人

分析，“相关单位法律意识淡薄，为了减少投

资，加快项目进度，采取‘先上车、后补票’方

式无序开发。”

河湖周边地形平坦、用水排水方便、风

光秀美，是企业、道路、观光建筑等建设选址

的优良地段。在空间管控范围内，哪些可以

建？有哪些具体规定？

“总体要求是，按照保护优先原则，合理

划分岸线保护区、保留区、控制利用区和开

发利用区，严格管控开发利用强度和方式。”

祖雷鸣介绍。

涉河建设项目要严格依法依规审批。“比

如一些桥梁需要跨河、穿河、临河，码头、渡

口、管道、取排水项目等要依水而建，水利部

门遵循‘确有必要、无法避让、确保安全’的原

则，严把受理、审查、许可关，特别是要严禁未

批先建、越权审批、批建不符。”水利部河湖管

理司水域岸线管理处处长胡忙全介绍。

近年来，一些新情况冒头，也对水域岸

线空间管控提出了新要求。

一 些 地 方 兴 建 风 雨 廊 桥 ，对 此 如 何 管

理？“风雨廊桥属于桥梁，主要功能是交通。

根据规定，桥面须有秩序地设置车道及人行

道，宽度须符合有关技术规范，桥墩承重与

其主要功能相适应。”胡忙全介绍。

“一些地方以风雨廊桥名义进行开发，

加宽桥面，在上面开设商铺、酒店、茶馆等。

有的房屋建筑高达三四十米，面积多达数万

平方米。密集布置桥墩或大幅增加桥墩尺

寸，导致阻水面积大，加剧水流对桥墩、河

床、河岸冲刷，对河道行洪和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胡忙全介绍。以风雨

廊桥名义开发建设房屋，属于建设妨碍行洪

的建筑物、构筑物，是法律法规明确的禁止

性活动，不能按照对桥梁的相关规定办理涉

水行政许可。

“对光伏电站、风力发电等项目建设不

搞‘一刀切’，对于河道、湖泊、水库内，不得

建设此类项目；对于湖泊管理范围内的水面

周边区域等水域岸线空间，要坚持科学论

证，严格管控，并依法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胡忙全说。

重保护，推进整治修复，
守护好水生态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是保护河湖水域

岸线的目标。《指导意见》提出，依托河湖自

然形态，充分利用河湖周边地带，因地制宜

建设亲水生态岸线，推进沿河沿湖绿色生态

廊 道 建 设 ，打 造 滨 水 生 态 空 间 、绿 色 游 憩

走廊。

“保护水域岸线，要清理整治，系统治

理，科学施策。”胡忙全介绍，“生态廊道建设

涉及绿化或种植的，不得影响河势稳定、防

洪安全，植物品种、布局、高度、密度等不得

影响行洪通畅。具备条件的河段，滩地绿化

可与防浪林、护堤林建设统筹实施。”

存量做减法、增量零容忍，依法依规强

监管。“充分发挥河湖长制平台作用，纵深推

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祖雷鸣介

绍。继续以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

花江、辽河、太湖和大运河、南水北调工程沿

线等为重点，开展大江大河大湖清理整治，

并向中小河流、农村河湖延伸。此外，还要

加强行政与公安检察机关互动，完善跨区域

行政执法联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等机制，提升水行政执

法质量和效能。

大数据、卫星遥感、航空遥感等技术手

段，可及时发现问题。“各级水利部门应提高

河湖监管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涉河建设

项目审批信息上图入库，实现动态监管。”祖

雷鸣介绍。

严格管控开发利用强度和方式，防止侵占河湖空间

保护水域岸线 呵护河湖健康
本报记者 王 浩

核心阅读

河湖是水资源的重要载
体，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畅的河道、干净的水
面、整齐的岸线，共同组成健
康河湖。

近日，水利部制定印发
《关于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间
管控的指导意见》，以加强河
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保障行
洪通畅，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美丽中国R

■把自然讲给你听R

海洋能的清洁性
是显而易见的，在开
发过程中没有任何燃
烧，不存在温室气体
排放；没有溢油风险，
不污染海洋环境

海 洋 能 是 海 洋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简

称，顾名思义，是来自海洋的能量。它

往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海洋

能仅与海水有关，离开海洋就不存在

了，例如潮汐、潮流、波浪、温差、盐差

等；但广义的海洋能还包括海上的风

能、太阳能，海底的沉积物化学能等，

这些在陆地上同样存在。

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潮汐能与波浪

能。分别来看，潮汐能开发本质上是

低水头水力发电，利用水体的势能，涨

潮时存蓄，落潮时释放，电站选址通常

位于海湾地形，筑坝围成水库，以产生

用于发电的集中水位差。在唐朝，我

国沿海地区就出现了利用潮汐来推磨

的小作坊。后来，到了 11—12 世纪，

法、英等国也出现了潮汐磨坊。据估

计，全世界的海洋潮汐能已经超过 20
亿千瓦。

大家知道吗？一个巨浪就可以把 13 吨重的岩石抛出

20 米高，一个波高 5 米、波长 100 米的海浪，在一米长的波

峰上就具有 3120 千瓦的能量。由此可以想象，整个海洋的

波浪所具有的能量该是多么惊人。波浪能主要是由风的作

用引起的海水沿水平方向周期性运动而产生的能量。据计

算，全球海洋的波浪能达 700 亿千瓦，可供开发利用的为 20
亿—30 亿千瓦。

海洋能储量大、可再生，但在利用上也存在不稳定、难

捕获的难点。这些特点既给人类提供了机会，同时又提出

了技术挑战。

可再生性是海洋能显著的特征。从根本上分析，狭义

海洋能的动力源是天体引力与太阳辐射。由于天文尺度的

星球存在对于人类活动而言是永续的，故而潮汐、潮流能是

永久存在的；波浪能来源于风，是大气传递给海洋的能量，

而风又是由于太阳辐射的不均匀性及地球自转产生的，所

以波浪能也是相对永久存在的能源。可再生性还有一个隐

含的意义，就是不存在浪费。试想，一个苹果咬一口就扔掉

有多可惜，而可再生能源不同，一个浪头没有发出多少电也

没有关系，因为下一个马上就到，而且源源不断。

此外，海洋能的清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开发过程中没

有任何燃烧，不存在温室气体排放；没有溢油风险，不污染

海洋环境。简单地说，海洋能是不会“冒烟”的，因为它直接

将自然界的动力转变成电力。

海洋能利用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其开发

潜力十分可观。

（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本报记者刘诗瑶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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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6日电 （记者刘毅）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在 2022 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提升。我国

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以前所未有的决

心和力度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与 2015 年相比，2021 年全国地级

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下降 34.8%，北京 PM2.5 平均浓度

更是下降了 57.7%。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也带来经济社会效益，

河北塞罕坝林场创造荒原变林海、青山变金山的人间奇迹，云

南哈尼梯田实现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相得益彰，都印证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

黄润秋说，2020 年我国碳排放强度较 2005 年下降 48.4%，超

额完成对外承诺。2022 年北京冬奥会成为奥运历史上首个“碳

中和”的冬奥会，展示了我国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和

坚实步伐。

我国自 2017 年开始连续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

今年活动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辽宁省人民政府共同举

办，主题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2022 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

场活动宣传展示了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成就，揭晓了 2022 年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百名最美生态环境志愿者、十佳公众

参与案例和十佳环保设施开放单位，聘请了 2022 年生态环境

特邀观察员，并举办了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辽宁）论坛、中国生

态环境志愿服务论坛、讲好中国生态环保故事论坛等 5 个系列

平行论坛。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平均浓度 7年下降 34.8%

本报北京 6月 6日电 （记者李红梅、王浩）6 日 18
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与自然资源部

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 日 20 时至 7
日 20 时，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福建中南部、海

南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东部

沿海、福建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

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福建

南部、广东东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

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气象专家提示，需关注江西、福建、广西、广东、海

南岛等地持续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及可能引发的

次生灾害和降雨叠加效应，当地居民需注意防范地质

灾害，尤其是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区域。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5 日以来，江西、浙江、广西、

湖南、福建等地有 37 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

福建黄潭河小幅超过保证水位，广西海洋河发生 2008
年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受上游来水及降雨影

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武宣水文站 6 日 17 时流量涨至

25200 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

号规定》，编号为“西江 2022 年第 2 号洪水”。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维持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

急响应，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加强水工程调度和运

行管理，指导地方做好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防御等

工作，保障防洪安全。

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

水利部在维持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省份洪水防御

Ⅳ级应急响应的同时，于 6 日 12 时针对浙江、福建、广

东、云南 4 省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并要求有关

地区加强值班值守，做好监测预报预警、水工程调度、

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重点

工作。

左图、上图：6 月 5 日，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

县城，消防救援人员涉水护送有需要的群众及家属前

往医院。

龙 涛摄（影像中国）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多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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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6日电 （高云才、李刚、庞革平、陆华勇）6 月

6 日是全国“放鱼日”，多地举行增殖放流活动。记者从农业农

村部获悉：25 个省份、4 个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举

办增殖放流活动 242 场，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 5.5 亿余单位。

6 日，农业农村部与湖北省人民政府在武汉联合举办全国

“放鱼日”主会场活动，放流珍贵濒危物种和重要经济物种 3 万

余尾。山东省 2022 年度全国“放鱼日”同步增殖放流暨中国·潍

坊海洋放鱼节活动启动，当天在主会场和各分会场累计增殖放

流各类水产苗种超过 1000 万单位。在全国“放鱼日”广东增殖

放流活动主会场汕头市南澳岛上，约 6600 万尾海洋经济物种被

投放到海域。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和崇左市人民政府联

合在崇左市举办了广西 2022 年全国“放鱼日”同步增殖放流活

动，向左江投放鱼苗 260 万尾。

第八个全国“放鱼日”

多地举行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