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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固原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思想,打好生态牌,做足水文章,推进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维护河湖健康生命,水环境质

量进一步改善,水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但不容忽视的是,固原市还存在部分河道断面、重点水库水质不能稳定达标、工业园区环保投入

不足,污水在线监测等环保设施配套不够齐全,环保监管能力不足等问题。实施山水田林湖草综合治理、加大“散、乱、污”企业及面源污染治

理力度、开展美丽河湖示范建设等无疑成为固原市水生态环境治理的着力点。 

[关键词] 水生态环境治理；现实困境；路径选择 

 

加强河湖水生态环境治理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的重要举措。固原市是宁夏五个地级市之一,

位于宁夏南部六盘山地区,属于革命老区,也是生态脆弱地区。近年来,

固原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关于生态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打好生态

牌,做足水文章,扎实开展清水、畅河、净源行动,推进河湖水域岸线

管理保护,维护河湖健康生命。2019年,全市葫芦河、渝河、泾河、茹

河、清水河5条主要河流水质好于Ⅲ类的比例达到80%,水生态环境治

理取得显著成效。全市河湖长制工作通过国家级评估验收；彭阳县获

水利部第二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渝河入选水利部(第一批)示范

河湖建设名单,渝河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经验被水利部向全国推

广；隆德县位居全国808个县域12个生态环境质量“一般变好”县域

前6名。 

1 固原市水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的成效 

加强顶层设计,固原市制定了《固原市河湖长制2019年工作要

点》《固原市美丽河湖建设行动方案(2019-2020年)》,压紧压实各

级河湖长责任,以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等为重点,

着力开展河湖专项整治行动,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积

极贡献。 

1.1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一是强化取水口监管。开展取水工程(设施)核查登记工作,审

批办理取水许可证109本,换发取水许可证12本,台帐录入率71%；二

是加强水源保护。修订完善了重要饮用水源地监测制度和辖区内城

市饮用水水源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城市公共管网自闭井核查

工作,建立自备井台帐。制定辖区内自备井关闭方案,依法关闭城市

公共管网自闭井57眼；三是深入推进节水行动。制定印发了《2019

年固原市水量分配计划及调度预案的通知》,明确了取用水总量和

供水指标,制定了水量分配计划。严格执行城镇居民用水阶梯水价

制度,建立节水考核制度,将节水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四县一区绩

效考核。推进灌区农业节水改造,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达3.5万亩。开

展了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彭阳县荣获水利部第二批节水型社会建

设达标县。 

1.2加强水域岸线管理 

一是着力开展“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市、县(区)

重点聚焦63个河湖顽疾,借助司法检察优势,运用刑事立案监督、提

起刑事公诉和直接提起公益诉讼等手段,协同推进“四乱”问题整

治。清理非法围垦河道、水域、滩地0.2万亩,清除乱堆乱放砂石32.6

万立方米,恢复水域面积5.7平方公里,恢复岸线190公里；二是深入

推进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划定了全市64条河流的管理范围,划

定河流长度1187.17公里。划定了西吉县震湖管理范围,划定河湖面

积1.65平方公里；三是加快规划编制。在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指导下,

编制完成了《清水河水域岸线保护利用规划》《清水河、葫芦河河

道采砂规划技术评定》。编制完成了《清水河市区段蓝线规划》《茹

河岸线保护利用规划》《原州区河道采砂规划》,加强河道采砂监督

管理。 

1.3加强水环境治理 

一是开展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完善了10个县级及以上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档案,监测了全市275个城乡饮用水水质卫生监

测点的枯水期和丰水期；二是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制定了《固

原市关于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村庄清洁行动方案》,扎实开

展村庄清洁行动,清理农村生活垃圾14万吨,完成农村厕所改造1.5

万户。推进农药、化肥零增长专项治理,2019年,农药、化肥使用

量比2018年减少350吨。推进农用残膜回收利用,回收残膜143万

亩。划定5类禁养区,推进畜禽粪污综合利用。2019年,全市150家规

模养殖场粪污综合排放22万吨,综合利用21万吨,综合利用率达到

94%；三是坚持山水田林湖草综合治理。投资0.25亿元,实施水土保

持项目22项,治理小流域20条,治理水土流失264平方公里,造林

1.02万平方公里。开工建设了清水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北环路

至沈家河库尾)、清水河原州区三营镇段综合治理续建工程等,生态

修复4.5万亩。 

1.4着力加强水污染防治 

一是采取控源等措施,集中整治葫芦河、渝河、泾河、茹河、清

水河流域108个入河排污口,依法取缔万吨以下马铃薯淀粉加工污染

企业44家；二是强化对不达标水体整治。启动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建设

项目,污水处理能力由日处理6万吨达到12.5万吨,城镇污水处理厂实

现一级A稳定达标排放。严格工业园区污水防治,推进全市“一区四园”

污水处理在线监测设备齐全配套。投资2.8亿元,实施了水源地规范化

建设、河道治理、集污管网工程等26个重点水污染防治项目,加强对

19家重点监测企业监管,着力提高水污染防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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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加强执法监管 

一是强化水环境预警监管能力。原州区实施了清水河河道视频监

控项目,完成48处点位基础工程及传输设备,建成监控室。彭阳县设置

水质监测断面18个；二是加强涉河湖综合执法。固原市将河湖日常执

法监管纳入全市综合执法体系,加大涉河湖违法行为查处,查办水事

违法案件22件,办理损害河湖环境刑事案件4起。 

2 固原市水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2.1多数养殖场未做雨污分流处理 

雨污分流是指将雨水和污水分开,各用一条管道输送,雨水可以

通过雨水管网直接排到河道,污水通过污水管网收集后,经过污水处

理厂处理,水质达标后再排到河道里,这样可以防止河道被污染。对于

畜禽养殖场而言,由于畜禽粪尿污染物含量高,与雨水混合后将加大

养殖场污染物进入附近水体数量,严重威胁水体环境,污水集中收集

管网建设能力不足。 

2.2残膜回收利用政策支持不够,回收残膜随意性大 

由于固原市各县(区)分别对人工捡拾残膜、网点回收、企业加工

颗粒等环节予以补贴,导致网点回收残膜随意性大,网点与农民、加工

企业之间因为残膜质量的矛盾时有发生。 

3 加快固原市水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 

3.1坚持深化河湖长制体系建设 

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要以新发展理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重点抓好河湖管理条例贯彻落实,不断完善跨行政河

流水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压紧压实河湖长主体责任,紧盯河湖长制重

点难点问题,挂牌督办,倒逼责任落实,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

治理,全面实现固原市高质量发展。 

3.2加强水污染防治 

分类施策,实施山水田林湖草综合治理,加大治理“散、乱、污”

企业及面源污染力度。扎实开展城镇污水提质增效、乡村污水集管处

理行动,加快生活污水管网能力建设,控制农业化肥用量,实现水质稳

定达标。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要依法做好污染防治工作,实施雨污

分流,使之“变废为宝”,成为有机肥。雨水则通过雨水收集渠道,排

入附近河塘。 

3.3推进美丽河湖建设 

一是开展固原市美丽河湖示范建设。要分期分批打造一批美丽示

范河湖,以点带面,示范引领,逐步建成责任体系完善、制度体系健全、

基础工作扎实、管理保护规范、水域岸线空间管控严格、河湖管护成

效明显、河湖文化内涵丰富的美丽河湖,实现固原市“健康水生态、

优质水资源、宜居水环境”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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