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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江大河到家乡小溪，再到湖泊水

库，装扮大美中国，惠泽两岸百姓。

为了更好守护碧水长流，近日，水利部、

公安部联合制定《关于加强河湖安全保护工

作的意见》。针对妨碍河湖行洪安全，非法

侵占水域岸线，破坏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

和水工程等重点问题，两部门加强合作，力

求形成部门协作、区域协同、流域统筹的河

湖安全保护新格局。

协同推进，让治水力量
形成合力

山东东营市，黄河入海，湿地延绵，飞鸟

翔集。近年来，当地成立联控机制工作站，

设 置 市 县 乡 三 级 生 态 警 长 ，合 力 守 护 母

亲河。

挖掘机在河道挖砂！河长举报线索后，

相关责任警长立即到现场调查取证。在江

西 遂 川 县 ，河 长 联 合 警 长 ，全 力 遏 制 非 法

采砂。

近 年 来 ，水 利 、公 安 部 门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加 强 沟 通 协 调 ，在 保 护 河 湖 安 全 上 积

累了丰富经验。

“两部门严厉打击各类水事违法犯罪行

为，河湖乱象得到有效遏制，江河湖泊面貌

实现根本性改善。”水利部总规划师吴文庆

介绍。据初步统计，2018—2021 年全国共

查处水事违法案件 8.96 万件，其中涉河湖案

件 4.85 万件，占总数的 54.1%。

“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一些地方侵占河

湖、堤防、水库库容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影

响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和水利基

础设施安全。”吴文庆介绍。

河湖安全保护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牵涉广泛，管理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

只有集中力量、合力治水，才能从根源上破

解难题。

追根溯源，对症下药。“《意见》的出台，

明确了两部门的分工职责和协作机制，有

利于及时发现和制止涉水违法行为。”吴文

庆 说 ，特 别 是 对 发 生 在 重 点 河 段 、敏 感 水

域，以及水行政执法难度大的违法案件，两

部门可优势互补，实现水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 法 有 效 衔 接 ，提 高 违 法 成 本 、加 大 惩 戒

力度。

如何发挥优势，高效协作？

水利部政策法规司司长于琪洋说，两

部门在各自严格履职的基础上，加大协作

力度，增进理解互信。其中，水利部门严格

执行涉水法律法规，依法查处各类水事违

法行为，配合和协助公安机关查处涉水治

安和刑事案件。公安机关依法受理水利部

门移送的涉嫌犯罪的水事案件，依法严厉

打击、严肃查处妨碍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等

行为。

比如在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

理上，水利部门发挥自身职能，利用日常监

管、专项检查等方式，加大对非法取水等违

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公安机关对移交的涉

嫌犯罪案件，依法及时开展调查。

重拳出击，明确五项
重点任务

长江江面上，执法船来回穿梭，拉网巡

查。不久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航运公

安局、长江航务管理局组成联合巡查组，沿

江巡查河道采砂管理工作，及时发现问题，

提出整改意见，切实维护采砂秩序。

加强河道采砂秩序维护，是保护河湖

的 重 要 举 措 ，也 是 两 部 门 合 作 的 重 点 领

域 。 2021 年 ，水 利 部 、公 安 部 联 合 开 展 长

江河道采砂综合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共查

处非法采砂行为 1289 起，办理行政处罚案

件 1099 件。

线索摸排、大案攻坚、联防联控、部门

协 作 …… 公 安 部“ 零 容 忍 ”打 击 各 类 涉 砂

犯罪活动，截至目前已侦破涉砂刑事案件

698 起 ，重 点 水 域 规 模 性 非 法 采 砂 犯 罪 活

动 得 到 有 效 遏 制 。 公 安 部 治 安 管 理 局 副

局长张晓鹏介绍，公安部将坚决斩断“采、

运 、销 ”非 法 链 条 ，全 力 维 护 长 江 生 态 安

全、航道安全、防洪安全，切实为长江大保

护提供坚强保障。

《意见》明确了包括“加强河道采砂秩序

维护”在内的河湖安全保护协作五项重点任

务。“接下来，我们紧盯重点，在加强防洪安

全保障、加强河道采砂秩序维护、加强重点

水利工程安全保卫等领域展开更加紧密的

合作。”于琪洋说。

比如，在确保防汛安全上，水利部门依

法打击非法侵占河湖水域和水库库容、非法

占用河湖岸线等行为；公安机关加强汛期治

安巡逻防控，依法打击妨碍防洪安全的违法

犯罪行为，守护河湖安澜的“安全网”将织得

更牢更密。

携手治水，信息共享是关键。于琪洋介

绍，两部门建立执法资源共享机制，积极对

接执法设备和数据平台，实现相关违法问题

线索、卫星遥感影像资料的互联互通。

此外，公安部将指导各地公安机关不断

深化与水利等部门的执法协作，健全完善会

商 研 判 、资 源 共 享 、执 法 联 动 等 长 效 工 作

机制。

提升效能，以更大力度
保护河湖

《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水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衔接进入新阶段，为跨流域、跨区域、

跨部门合作提供有益借鉴，有助于进一步提

升水行政执法效能和质量。

水行政执法是保障河湖安全的重要举

措，今年以来，水利部已出台了包括《意见》

在内的多项相关政策措施，为及时发现、依

法打击、精准防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我们建立完善水行政执法四项机制，

分别是跨区域联动机制、跨部门联合机制、

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

机制，以此形成执法强大合力，坚决遏制侵

占 和 破 坏 河 湖 的 水 事 违 法 行 为 。”吴 文 庆

介绍。

河湖水系复杂，上下游、左右岸、干支

流，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完善跨区域联动

机制，势在必行。

据介绍，《意见》中明确提出以流域为单

元，建立健全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

行政区域间水行政主管部门与公安机关的

执法协作工作机制。

跨 区 域 联 动 机 制 的 探 索 不 断 深 入 推

进。今年水利部开展防汛保安专项执法行

动、地下水超采治理专项执法行动，相关地

区通力合作，集中力量攻难关。截至目前共

收集问题线索 5625 条，正式立案查处 1033
件，挂牌督办 120 件。

此外，今年上半年，水利部联合最高人

民检察院建立了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

讼协作机制。机制建立以来，各级水利部门

向检察机关移送多宗案件线索，推动办理水

行 政 执 法 领 域 行 政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2000
多件。

吴文庆介绍，接下来，水利部将以坚决

的态度、坚决的措施、坚决的行动，持续加大

水行政执法力度，用法治力量守护好江河湖

泊，努力让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湖泊都成为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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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江河湖泊是水资源的重
要载体，是生态系统和国土空
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础支撑。

近日，水利部、公安部联
合制定《关于加强河湖安全保
护工作的意见》，两部门紧密
协作，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
生态治理，推进水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有效衔接，加大河湖
安全保护力度。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本报北京 10 月 23 日电 （记者高云才）近日，农业农村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创建

示范工作的通知》，提出“十四五”时期争取在全国创建示范美

丽宜居村庄 1500 个左右，引领带动各地因地制宜推进省级创

建示范活动，打造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

范样板，推动乡村振兴。

《通知》强调，要遵循示范引领、分级创建、尊重规律、注重

实效、因地制宜等基本原则。在创建过程中，要引领地方开展

各级创建示范活动，形成上下联动、分级创建的良好局面，要

合理安排创建示范时序和标准，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要

根据乡村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因村施策、有序推进，并

注重乡土味道，打造各美其美的美丽宜居乡村。同时，对是否

参与创建、建设什么内容等要充分尊重村民选择。

《通知》指出，美丽宜居村庄以行政村为单位，通过创建

示范达到环境优美、生活宜居、治理有效等要求，与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要求相适应。美丽宜居村庄创建示范标准将

根 据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要 求 和 示 范 推 进 实 践 效 果 进 行 动 态

调整。

“十四五”时期

将创建示范美丽宜居村庄1500个左右

本报北京 10月 23日电 （记者王浩）近日，水利部办公厅

印发《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实施方案（2023—2027 年）》。

《实施方案》将以水土保持管理需求为牵引，全面强化全国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完善提升监测评价体系与能力，充分发

挥水土保持监测在政府决策、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众服

务中的作用，为科学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提升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加快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基

础支撑。

根据《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水利部门

将全面实施年度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及时定量掌握全国

各级行政区及重点流域、区域水土流失状况和防治成效；创新

开展水土流失图斑落地，实现适宜治理水土流失图斑精准识

别定位；探索农田、森林、草原、荒漠典型生态系统水土保持功

能等级评价方法路径，从水土保持功能角度反映生态系统质

量、稳定性状况及提升方向，充分发挥水土保持监测在生态系

统保护成效监测评估中的作用。

《实施方案》提出，有序推进东北黑土区侵蚀沟、黄土高原

淤地坝淤积情况、黄河中游粗泥沙集中来源区水土流失与入

黄泥沙等专项调查。此外，水利部门将加强监测数据入库和

管理，全面提升高新技术融合应用能力和监测数据智能管理

水平；加强动态监测组织实施，构建形成上下协同、空地一体、

全面精准、智慧高效的监测工作体系。

水利部印发实施方案

部署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工作

本报兰州 10月 23日电 （记者付文）记者从甘肃省水利

厅获悉：目前，甘肃水资源刚性约束指标体系逐步完善，23 条

重点河流确立生态流量（水量）目标，跨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

批复率达 88.89%，33 条跨地市主要河流水量分配有序开展，

县级以上行政区地下水水量水位“双控”指标成效明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省水利系统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水资源刚性约束更加有力，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坚强有力的水安全保障。全省全口径用水总量 110 亿立方

米 ，万 元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用 水 量 、万 元 工 业 增 加 值 用 水 量 较

2012 年分别下降 51%、64%，人均用水量较 2012 年下降 7.5%，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574，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 100%。

甘肃全面推广取水许可电子证照应用共享，取水许可审

批实现“一网通办”，全省取水许可证保有量 51228 套，取水项

目持证比例 90%以上。全省用水统计调查纳入法治管理轨

道，2609 个基本单位纳入用水统计调查名录。坚决整治违规

取用水行为，整改全省水资源管理突出问题 2.5 万余个，整改

完成率 97%。同时，甘肃自 2015 年以来大力开展地下水超采

治理，关闭机井 1365 眼，压减水量 4.06 亿立方米。全省地下

水超采区累计压减水量 4.56 亿立方米，地下水位下降趋势得

到明显遏制。

甘肃持续加强水资源管理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安全保障

本报昆明 10月 23日电 （记者叶传增）近日，云南省政府

办 公 厅 制 定 印 发《云 南 省 林 草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行 动 方 案

（2022—2025 年）》，加快推进云南林草产业建设，到 2025 年，

力争云南省林草产业总产值在 2021 年基础上实现翻番，突破

6000 亿元。

《方案》围绕优基地、强加工、育龙头、壮集群、树品牌、拓

市场，做优做强核桃、特色经济林、木竹加工、林浆纸一体化、

林下经济等重点产业，加快构建现代林草产业体系，稳步提高

林草产业的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根据《方案》，到

2025 年，全省林草三次产业结构将由 2021 年的 60∶25∶15 优化

为 25∶48∶27。林草产业市场主体达 6.6 万户以上，实现龙头

企业县级全覆盖。

为推动特色经济林产业优质高效发展，云南省将多渠

道拓展用地空间，按照良种栽培、规模种植、科学管理的要

求，优化油茶、油橄榄、花椒、笋用竹、板栗等特色经济林主

产区、重点县和产业带布局。到 2025 年，云南经济林种植面

积达 1600 万亩，产业总值达 1000 亿元。在保障森林生态系

统质量的前提下，云南将因地制宜发展林药、林菌、林果、林

花、林下种养等多种森林复合经营模式。到 2025 年，云南省

林下经济用林地面积达 5000 万亩以上，林下经济产业总产

值达 1000 亿元。

云南加快推进林草产业建设
力争到2025年林草产业总产值突破

6000亿元

金秋十月，黄河岸边的山西省运城市夏县祁家河乡，一簇簇红叶与山水交相辉映，构成一幅优美的

生态画卷。

张秀峰摄（影像中国）
黄河岸边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