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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岸绿
———上海多管齐下开展中小河道综合整治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上海，一座因水而生、
依水而兴、因水而美的城市，水系发达，河网密布。 来自上海市
水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全市河道共 43427 条 （段），长
28809.71 公里 ，面积 494.32 平方公里 ；湖泊 40 个 ，面积
72.64 平方公里；其它河湖 5171 个，面积 49.56 平方公里。

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上海城乡水环境也呈现出逐年
退化的趋势，成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短板和弱项。 对此，上
海市委、市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上海的
软实力和竞争力；水环境关乎城市的竞争力，水环境建设，怎么
强调都不为过。

在中小河道的整治上， 今年上海制定了一揽子精细化、标
准化的管理制度与措施：标本兼治，从源头上解决河道污染问
题，着力推进截污纳管、雨水泵站改造等工作；水岸联动，与“五
违四必 ”区域环境综合整治 、区域功能调整紧密结合 ；沟通水
系 ，着眼于使河道成网 ，打通一批断头河 ，分区域制订调水方
案，提高水体自净能力；加强管理，全面推进河长制工作，已建
立市—区—街镇三级河长体系， 名录内河湖河长制做到全覆
盖；严格执法，环保、水务等部门加强专业执法，公安、城管、交
通、海事等部门配合开展联合执法，真正使执法成为“杀手锏”。

眼下，各项措施都在大力推进中。 截至今年 7 月底，全市首
批 471 条河道水利工程完成率已超 90%，对第二、三批“702+
691”条黑臭河道整治的开工率已超过 80%，整治进程与效果
均好于预期。

为避免河道整治陷入“反复治”、“治反复”的怪圈，做好整
治后河道水环境的巩固和提升工作，今年，市水务局还会同相
关单位，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既对当前全市城乡中
小河道综合整治工作提出指导规程，又对长效管理提出管理标
准，还对整治后河道管理的实施主体、巡查周期、问题处置时限
等逐项进行了明确；同时，水务部门正在开展河道命名三年行
动计划，实现河名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 通过这一揽子涉及
河道各方面工作的精细化、标准化管理设置，确保河道水环境
品质不断提升。▲宝山区罗泾镇将河道整治与岸上环境建设同步规划，水岸齐抓，标本兼治，打造水清岸绿的生态环境，让依水而居的社区充满了灵动的活力。

▲水务工作人员定期对整治后的河道进行水质监测，及时分析、反馈，防止污染回潮。

▲河道旁竖起河长公示牌，明确职责，接受监督。

▲古镇罗店河道整治与亮灯工程同步推进，夜色如画。

▲改造后的虹口区精武桥河道告别黑臭，水质清澈。

▲河道整治后，岸边湿地成为市民休闲纳凉的好场所。

▲静安区永和路一侧的河道整治后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河道清洁工在中扬湖上作业，每天定时分班巡查，保持河道整洁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