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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总河长令

第 9 号

关于进一步提升河湖管理能力的决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守护好一江碧水”的

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河湖长制的决策部

署，决定自即日起，开展进一步提升全省河湖管理能力行动，着

力推动全省河湖治理管理能力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

一、增强使命担当，提升河湖长履职能力。各级河湖长要切

实增强治水管水的责任感、使命感，认真履行河湖管理保护责任，

积极开展河湖巡查调研，调度部署年度工作任务，协调解决河湖

管理保护重大问题，做到守水有责、管水担责、护水尽责。要落

实巡河频次，原则上各级总河长每年巡河不少于 1次，省级河湖

长每年巡河不少于 2 次，市级河湖长每年巡河不少于 3次，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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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长每季度巡河不少于 1次，乡级河湖长每月巡河不少于 1次，

村级河湖长每周巡河不少于 1 次。要提高巡河质量，县级及以下

河湖长全年巡河巡湖范围要实现责任河湖全覆盖，坚持及时发现

问题、督促解决问题工作导向，对于新增河湖“四乱”问题实行“零

容忍”，促进水域岸线保护有力有效、河湖水质面貌持续向好。要

强化管护责任，及时完善河湖长动态调整机制和责任递补机制，

落实河湖长述职制度，确保河湖长责任不脱节、任务不断档。

二、完善体制机制，提升保障能力。各级应不断完善河湖长

制责任体系、组织体系，强化河委会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职责，

强化河长办组织、协调、分办、督办职责，全面激发河湖长制制

度效能。全面完善“河长+部门”工作体系和“河长+警长”“河长+检

察长”协作机制，确保形成部门分工负责、各方密切协作的工作格

局。全面健全跨区域河湖管理保护协作机制、联合执法机制，实

现流域区域联防联治。全面加强河湖长制工作落实督导，开展季

度暗访检查，及时通报情况，抓实问题整改，促进工作效能持续

提升。

三、夯实基层基础，提升管护能力。各级财政应落实河湖长

制及河湖管护经费，保障日常工作开展。完善基层“一办两员”（乡

镇河长办、办事员、巡河保洁员）工作体系，每个乡镇明确 1~2

名相对固定河长办工作人员，确保河长办机构和人员落实到位。

加强日常管护，统筹涉水部门需求推进一体化巡查，推广重点河

湖政府统一购买服务专业化管理，每个行政村要明确与河湖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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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相适应的巡河保洁员。加大对基层河湖长、办事员、巡河保

洁员的培训力度，提高河湖管护业务技能，确保每个河湖有人管、

管得住、管得好。

四、运用现代技术，提升监管能力。各级应积极推广运用无

人机、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等信息化手段，建立健全“空天地”一

体化的河湖现代信息监管体系。大力运用无人机技术，配备无人

机开展河湖日常巡查、监督检查，提高工作效率。全域运用卫星

遥感技术，实现水利普查名录内河湖监测全覆盖，省市级河湖长

责任河湖由省级负责监测，其他河湖由市级负责监测，每季度 1

次；疑似问题核查整改由市、县两级负责落实。积极推进视频监

控平台建设，统筹共享各部门视频监控资源，推进 AI视频行为识

别系统研发运用，加快实现全省重要河湖、重点河段、重点区域

智能化视频实时监控全覆盖。全省河道采砂 500万吨以上水采采

区实现视频监控、电子围栏及水质监测等信息化监管措施全覆盖，

其他可采区加快推进。

五、引导公众参与，提升共治能力。各级应做好河湖长制和

河湖管理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广泛开展宣传，动员人民

群众积极参与河湖保护工作。鼓励以有奖举报、微信小程序等形

式发动群众参与河湖管护监督，提升全民共治能力。每个市县每

年至少开展 2次宣传活动。开展“优秀河长湖长”“幸福河湖”“最美

河湖卫士”推选活动，宣传典型，发挥典型引领作用。每个市县应

结合实际建立具有当地特色的“民间河长”队伍，积极推动“河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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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志愿者等社会团体建设，充分发挥社会力量，营造共建、共

护、共享河湖保护的良好氛围。

各级党委、政府是提升河湖管理能力工作的责任主体，各级

总河长是本行政区域河湖管理工作的总负责人，要切实加强组织

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各级河湖长要加强责任河湖内的管理能力

提升工作的统筹、调度，督导工作落实落地。各级河长办要做好

组织、协调、分办、督办等工作，各级相关部门要按职责分工，

强化监管指导，落实工作任务，形成工作合力。对不作为、慢作

为，工作落实不力的，要按程序严肃追责问责。

此令。

湖南省总河长：

2023年 5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