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河湖管

理的通知 

 

加强农村河湖管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自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特

别是开展全国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以来，各地狠抓落实，不断加大治理保护力

度，农村河湖面貌有了明显改善，但“脏乱差”现象在一些地方仍然较为普遍，管

护主体不落实、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依然突出，农村河湖管理任务艰巨。为深入贯

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加强农村河湖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落实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

行为的治水思路，通过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着力解决农村河湖管

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构建与乡村振兴战略相适应的农村河湖管理保护长效机制

和政策保障，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管理有序的农村河湖，不断提升农民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实施范围。农村地区全部中小河湖，包括流域面积 200 平方公里以下河流、

水面面积 1 平方公里以下湖泊，以及各地纳入河长制湖长制管理的农村沟渠、山

塘等。 

 

（三）工作目标。通过实施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全面摸清农村河湖乱占、乱

采、乱堆、乱建等突出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清”“管”并举，标本兼治，全面加强

农村河湖管理。2019 年年底前，农村河湖“脏乱差”面貌明显改善；2022 年年底

前，农村河湖管理长效机制和政策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在此基础上，持续发力、

久久为功，采用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推进农村河湖系统治理，推进农

村河湖面貌持续好转，为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

标创造条件。 

 

二、重点任务 

 

（一）完善农村河长湖长体系。各地要在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湖长

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河长湖长体系延伸到村，设立村级河长湖长，作为农村

河湖管护的直接责任人，承担巡河护河职责，解决农村河湖管理主体“缺位”问题，

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农村河湖管理保护机制。 

 

（二）以保洁清洁为重点加快推进农村河湖“清四乱”。根据全国河湖“清四乱”专

项行动要求，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工作安排，摸排查清农村河湖“四

乱”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发现一处、清理一处、销号一处。对河岸垃圾清理、水



面保洁、河道清障等能够立竿见影的工作，集中力量打好歼灭战。对于水资源保

护、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等长期工作，要明确治理措施和责任部门，列出时

间表，持续打好攻坚战。 

 

（三）科学编制农村河湖“一河一档”“一河一策”。全面摸清农村河湖家底，完善

河湖基础信息和管理信息，建立“一河一档”。针对农村河湖管理中的突出问题，

结合各村实际和河湖管理需要，考虑季节性河流、长流水河流特点，科学编制“一

河一策”，提出问题、目标、措施、任务和责任等五个清单，列出时间表、路线图，

1-2 年为周期滚动编制。 

 

（四）全面划定农村河湖管理范围。区分乡镇和村庄、无人区等不同情况，依法

依规、科学合理划定农村河湖管理范围，按照全国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总体安

排，全面完成划定任务并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告。 

 

（五）落实农村河湖巡河护河人员。以村为单元明确巡河员、保洁员，负责河湖

日常巡查、水面和堤岸保洁等工作，及时将发现的河湖管理问题提交村级、乡级

河长或县级河长办处置。结合脱贫攻坚工作，积极吸纳农村贫困劳动力、富余劳

动力作为巡河员、保洁员。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河长办和水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把



加强农村河湖管理作为推进河长制湖长制从“有名”到“有实”转变的重要任务，纳

入重要议事日程，按照省级负责，市、县分级具体落实的要求，全力推进农村河

湖面貌显著改善。要主动提请相关河长湖长巡河履职，积极协调地方人民政府及

有关部门落实农村河湖管理责任主体和经费保障。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当地

人民政府以及河长、湖长领导下，牵头组织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工作方案，细化农

村河湖管理目标任务、责任分工和进度要求，加强组织协同和监督实施。 

 

（二）强化暗访和考核问责。各地要建立常态化暗访机制，及时掌握农村河湖管

理情况、河长湖长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履职情况。要在河长制考核中加强对农村河

湖管理工作的考核，强化考核结果运用。要依法对违法违规单位和个人进行行政

处罚，构成犯罪的要移交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有关河长、责任单位和

责任人严格问责，做到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水利部将组织暗访了解各地工

作情况，对发现的突出问题，采取一省一单、约谈、通报、挂牌督办、媒体曝光

等方式，督促问题整改到位。 

 

（三）建立农村河湖管护长效机制。各地要在“清四乱”专项行动基础上，建立健

全农村河湖管理维护、清洁保洁、巡河护河等制度，明确管理主体、人员，落实

经费来源，完善农村河湖水行政执法机制，确保农村河湖有人管、管得住、管得

好。 

 

（四）加强农村河湖管理信息化建设。要充分利用全国河长制信息系统、全国水

利普查成果等，建立城乡融合、一体化的农村河湖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一张图”



管理，做到农村河湖突出问题能上图，重点河段、敏感水域能监控。 

 

（五）加强培训和宣传引导。要加大对基层河长湖长、县乡级单位河湖管理人员、

巡河员、护河员的培训力度，提高河湖管理业务技能。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加强农村河湖管理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健全公众举报制度，搭建农村河湖管理

公众参与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