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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湖泊将全面实施湖长制

最大程度保持湖泊岸线自然形态

□通讯员 叶文 记者 王亚楠 报道
本报济南1月4日讯 自3日23时开始，盼望已久的降雪在

鲁南地区缓慢飘落。截至4日上午10时，降雪的步伐才走到济
宁的兖州。此次降雪主要集中在4日白天，晚间就趋于结束。6
－7日新一轮降雪开始，比这次的降雪过程明显且范围大，预
计全省小到中雪，局部大雪。

记者从省气象局获悉，由于西北气流偏南，又受偏北风影
响，向北移动的动力不足，加之我省北部地区的湿度条件不
够，所以造成本次降雪偏南。我省的鲁南地区中到大雪，鲁中
地区小雪，鲁西北地区零星小雪，半岛地区多云。

4日6时至16时，全省共有36县（区市）出现降水，平均
降水量1毫米，折合水量约1 . 57亿立方米。各市平均降水量
为：枣庄5 . 9毫米、菏泽3 . 9毫米、济宁3 . 1毫米、临沂1 . 8毫
米、泰安0 . 1毫米，其他市无降水。预计4日夜间到5日白
天，鲁东南地区天气阴有小雪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转多
云。

4日全省123个大的气象监测站点里有65个站点的最高气温
跌破冰点；5日在南风的作用下，气温将略有提升。

我省印发水安全保障总体规划，推进节水型社会、现代水网等建设

2020年92%工业水重复利用

□王世翔 高启民 侯甜 报道
1月4日，枣庄市台儿庄古城迎来新年首场降雪，皑皑冰

雪把古城装扮得银装素裹，分外迷人。

山东降雪

姗姗来迟稍纵即逝
新一轮大范围降雪6－7日开始

□记者 戚加绚 通讯员 付德水 报道
本报济南1月4日讯 记者从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受此次寒冷空气影响，山东多个地区气温骤降出现降雪
天气，为全力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济南局集团公司启动应
急预案，京沪高铁济南局管段各高铁站、胶济客专线多趟旅客
列车限速运行。

截至1月4日15时30分，济南站有20趟旅客列车晚点，9趟
普速列车晚点时间在2小时以上。1月4日济南站、济南西站共
有54趟列车临时停运，1月5日G288/9次列车临时停运。

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尽快
办理改签，或在30天内办理原价退票手续；车站设有列车晚
点、停运列车专用改签退票窗口，不收取退票手续费；停运车
次可能会进行动态调整，请广大旅客随时关注12306官方网站
信息和车站最新列车运行信息。

多趟列车晚点停运
■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４日电 ４日，全国多个省份迎来新年首
场瑞雪，其中鄂豫皖苏等地有大到暴雪。大范围、高强度的降
雪，致使部分地区民航、铁路、公路客运均受到不同程度影
响，其中一些地区受阻严重，相关部门也纷纷启动应急方案，
做好疏导工作。

湖南多地迎来了２０１７年入冬以来首场降雪。气象部门监
测，３日至４日，湘西北出现了中等雨夹雪或雪，局地大雨夹
雪。

记者从安徽省气象局获悉，３日夜里开始，安徽省出现了
入冬以来范围最大、强度最强的降雪过程，淮河以北、江淮之
间北部和山区有大雪到暴雪，局部大暴雪。安徽省气象局预
测，部分地区降雪还将持续至５日。４日截至１０时，合肥以北有
３１个市县积雪深度在１０厘米以上，其中沿淮的阜南、霍邱、寿
县、蚌埠和明光等５个市县积雪深度在２５厘米以上。

３日凌晨开始，湖北省自北向南出现明显雨雪天气过程，
其中襄阳、丹江口、老河口、谷城、随州降下特大暴雪，降水
量超过３０毫米。

从３日晚间开始，河南多地迎来降雪，黄河以南大部分
地区降雪量较大，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大暴雪。这是河南入冬
以来范围最大、强度最强的降雪过程。４日上午，郑州市内
雪花仍在漫天飞舞，路面积雪已达５厘米，过往的车辆均放
慢了速度，许多市民干脆放弃了电动车、自行车，而改为步
行出行。

除了中东部地区普降大雪外，２日下午开始，宁夏回族自
治区自南向北出现了２０１８年首场全区性降雪。

我国迎来大范围降雪
■全国

【嗨，雪来了！】

山东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精准扶贫领域举报电话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
见》４日正式公布。意见要求充分认识在
湖泊实施湖长制的重要意义和特殊性，各
省区市要将本行政区域内所有湖泊纳入
全面推行湖长制工作范围，到２０１８年年底
前在湖泊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湖长
制，建立健全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
责任体系，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指导意见明确了全面落实湖长制的
主要任务，包括严格湖泊水域空间管
控，强化湖泊岸线管理保护，加强湖泊
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加大湖泊水
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开展湖泊生态治理
与修复，健全湖泊执法监管机制。意见
要求切实强化保障措施，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建立责任制，强化
部门联动。水利部要会同全面推行河长制
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加强督促
检查，指导各地区推动湖泊实施湖长制工
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建立“一湖一
档”，加强分类指导，完善监测监控，
严格考核问责，实施湖泊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终身追究制。要通过湖长公告、湖
长公示牌、湖长ＡＰＰ、微信公众号、社会
监督员等多种方式加强社会监督。

确保所有水域

都有明确责任主体

指导意见指出，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行政区域内主要湖泊，跨省级行
政区域且在本辖区地位和作用重要的湖
泊，由省级负责同志担任湖长；跨市地
级行政区域的湖泊，原则上由省级负责
同志担任湖长；跨县级行政区域的湖
泊，原则上由市地级负责同志担任湖
长。同时，湖泊所在市、县、乡要按照
行政区域分级分区设立湖长，实行网格
化管理，确保湖区所有水域都有明确的
责任主体。

湖泊最高层级的湖长是第一责任
人，对湖泊的管理保护负总责，要统筹
协调湖泊与入湖河流的管理保护工作，
确定湖泊管理保护目标任务，组织制定
“一湖一策”方案，明确各级湖长职
责，协调解决湖泊管理保护中的重大问
题，依法组织整治围垦湖泊、侵占水
域、超标排污、违法养殖、非法采砂等
突出问题。其他各级湖长对湖泊在本辖
区内的管理保护负直接责任，按职责分
工组织实施湖泊管理保护工作。

流域管理机构要充分发挥协调、指
导和监督等作用。对跨省级行政区域的
湖泊，流域管理机构要按照水功能区监
督管理要求，组织划定入河排污口禁止
设置和限制设置区域，督促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落实入湖排污总量管控责
任。要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
沟通协商机制，强化流域规划约束，切
实加强对湖长制工作的综合协调、监督
检查和监测评估。

严格控制

跨湖穿湖临湖设施建设

指导意见要求严格湖泊水域空间管
控。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依法划定湖泊
管理范围，严格控制开发利用行为，将
湖泊及其生态缓冲带划为优先保护区，
依法落实相关管控措施。严禁以任何形
式围垦湖泊、违法占用湖泊水域。严格
控制跨湖、穿湖、临湖建筑物和设施建
设，确需建设的重大项目和民生工程，
要优化工程建设方案，采取科学合理的
恢复和补救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湖泊
的不利影响。严格管控湖区围网养殖、
采砂等活动。流域、区域涉及湖泊开发
利用的相关规划应依法开展规划环评，
湖泊管理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和活动，必
须符合相关规划并科学论证，严格执行
工程建设方案审查、环境影响评价等制
度。

强化湖泊岸线管理保护。实行湖泊
岸线分区管理，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等，合理划分保护区、保留区、控制利
用区、可开发利用区，明确分区管理保
护要求，强化岸线用途管制和节约集约
利用，严格控制开发利用强度，最大程
度保持湖泊岸线自然形态。沿湖土地开
发利用和产业布局，应与岸线分区要求
相衔接，并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预留
空间。

加强湖泊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
治。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强化
湖泊水资源保护。坚持节水优先，建立
健全集约节约用水机制。严格湖泊取
水、用水和排水全过程管理，控制取水
总量，维持湖泊生态用水和合理水位。
落实污染物达标排放要求，严格按照限
制排污总量控制入湖污染物总量、设置
并监管入湖排污口。

完善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指导意见要求加大湖泊水环境综合
整治力度。按照水功能区区划确定各类

水体水质保护目标，强化湖泊水环境整
治，限期完成存在黑臭水体的湖泊和入
湖河流整治。在作为饮用水水源地的湖
泊，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和
规范化建设，确保饮用水安全。加强湖
区周边污染治理，开展清洁小流域建
设。加大湖区综合整治力度，有条件的
地区，在采取生物净化、生态清淤等措
施的同时，可结合防洪、供用水保障等
需要，因地制宜加大湖泊引水排水能
力，增强湖泊水体的流动性，改善湖泊
水环境。

开展湖泊生态治理与修复。实施湖
泊健康评估。加大对生态环境良好湖泊
的严格保护，加强湖泊水资源调控，进
一步提升湖泊生态功能和健康水平。积
极有序推进生态恶化湖泊的治理与修
复，加快实施退田还湖还湿、退渔还湖，
逐步恢复河湖水系的自然连通。加强湖
泊水生生物保护，科学开展增殖放流，提
高水生生物多样性。因地制宜推进湖泊
生态岸线建设、滨湖绿化带建设、沿湖湿
地公园和水生生物保护区建设。

健全湖泊执法监管机制。建立健全
湖泊、入湖河流所在行政区域的多部门
联合执法机制，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机制，严厉打击涉湖违法违规行
为。坚决清理整治围垦湖泊、侵占水域
以及非法排污、养殖、采砂、设障、捕
捞、取用水等活动。集中整治湖泊岸线
乱占滥用、多占少用、占而不用等突出
问题。建立日常监管巡查制度，实行湖
泊动态监管。

（综合新华社北京１月４日电）

□CFP供图
指导意见提出，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强化湖泊水资源保护。

河长制之后
为什么实施湖长制

□ 本 报 记 者 方垒
本报通讯员 赵新 郭宗鑫

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着眼于建立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能应对百年一
遇特大干旱的水安全保障体系，我省于
近日印发《山东省水安全保障总体规
划》，要求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现代
水网、防洪减灾、水生态保护、水管理
改革五个方面建设，努力确保全省供水
安全、防洪安全和生态安全。

我省最大的资源制约就是水

《规划》中说，我省最大的资源制
约就是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
比，目前我省水安全保障能力还存在差
距，水资源短缺、水灾害威胁、水生态
退化三大水问题依然突出。以2015年
为现状年来看，在现状节水水平下，到
2020年、2030年正常年份我省总需水
量达 2 8 9 . 7亿立方米、 3 5 6 . 6亿立方
米；枯水年份、特枯水年份需水量达
296 . 9亿立方米、364 . 2亿立方米，均
超出国家下达我省的用水总量控制指
标。在现状工程条件下，考虑农业和生
态正常用水需求，到 2 0 2 0年、 2 0 3 0
年 ， 正 常 年 份 全 省 将 缺 水 4 1 亿 立 方
米、6 8 . 9亿立方米，缺水率15 . 6%、
23 . 7%，枯水年份缺水将进一步加重。此
外，我省防洪减灾体系还存在大量薄弱
环节，水生态保护体系和现代水管理体
制机制尚不完善。

《规划》要求，到2020年，全省水
网体系进一步完善，缺水程度明显减
轻，生活、工业用水得到基本保障，设
区市不发生供水风险，全省发展战略得
到较好支撑；水资源节约和再生水循环
利用体系逐步建立，以高耗水、高污染
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明显转变；防洪
重点薄弱环节基本消除，标准内洪水基
本可控；山水林田湖草得到进一步系统
治理，林草植被区得到保护修复，有条
件的地方逐步恢复重点河流生态水量
或生态水面，省控重点河流水环境功
能基本恢复，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
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绿水青山、秀美
河湖建设格局初步形成；重点领域改
革攻坚力度加大，水管理体制进一步
优化。

到2020年新增供水能力

20亿立方米

《规划》中要求到2020年实现的目
标，具体分为五个方面。

在节约用水方面，年度用水总量控
制在276 . 59亿立方米以内。万元GDP用

水量较2015年下降18%，万元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较2015年下降10%，农田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 . 646，工业水重复利
用率提高到92%，新建建筑节水器具普及
率提高到100%，城镇公共供水管网漏损
率降低到10%。

在城乡供水方面，全省新增供水能
力20亿立方米，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率
提高到25%，缺水程度较现状年减轻。农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5%以上，集中供水
率达到85%以上。

在防洪减灾方面，全省洪涝灾害和
干旱灾害年均直接经济损失占同期GDP
比重分别控制在0 . 45%和0 . 8%以内。

在水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重要江河
湖 泊 水 功 能 区 水 质 达 标 率 提 高 到
8 2 . 5%；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6300平方公里；现状浅层地下水、深层
承压水超采量分别压减100%、50%；林
木绿化率达到27%，自然湿地保护率达
到70%。

在水管理方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省、市、县三级水利业务应
用系统实现互联互通，水利管理的自动
化、智能化和科学化水平有效提升。

到2030年能应对

百年一遇特大干旱

《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形成“一
纵双环”骨干水网布局，各市均建立多水
源供水体系，正常年份各市县基本实现水
资源供需平衡，满足生活、生产、生态用水
需求，能够应对百年一遇特大干旱。

具体来看，在节约用水方面，年度
用水总量控制在301 . 84亿立方米以内，
万元GDP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20%，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10%，农
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 . 68，污
水处理再生水利用率提高到40%，工业水
重复利用率提高到95%，城镇公共供水管
网漏损率降低到8%。

在城乡供水方面，全省新增供水能
力30亿立方米，平水年份缺水率控制在
2%以内。农村饮水安全得到保障。

在防洪减灾方面，全省洪涝灾害和
干旱灾害年均直接经济损失占同期GDP
比重分别控制在0 . 25%和0 . 45%以内。

在水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重要江河
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95 . 9%；
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10040平方公
里；深层承压水超采量全部压减，浅层地
下水超采区基本消除，正常年份基本实现
全省地下水采补平衡；林木绿化率达到
27%以上，自然湿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在水管理方面，现代水管理体系基
本建立，初步实现水利管理的自动化、
智能化和科学化。

在节约用水方面，2020年实现年度用水总量控制在276 . 59亿立方米以内。万元GDP

用水量较2015年下降18%，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 . 646

2030年实现年度用水总量控制在301 . 84亿立方米以内，万元GDP用水量较2020年下

降20%，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 . 68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４日正
式公布。这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公布
一年有余。在强调建立河长制以加强河湖
管理保护之后，为什么进一步强调湖泊管
理保护工作呢？

湖泊是指陆地表面洼地积水形成的比
较宽广的水域。作为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
元素，湖泊在调节气候、水源供给、养殖
方面有重大作用。这是因为湖泊的主要特
点，一个字就是“慢”。

湖泊水流迟缓，换水周期长。流动性
较差，浑浊度就低，透明度较高，所以有
“湖光可鉴”之说。流速慢，就能更好留
住水体，蓄水量比河流大。由于慢，可以
更好吸纳、调节、储留河流水量，促使本
区域内水流保持平衡，并能更好繁殖水生
经济动植物。在水产养殖、渔业捕捞方
面，湖泊优势自不待言。

问题也出在这儿。俗话说：“流水不
腐。”湖泊水流慢，一般矿化度较河流高。
水对湖底地质的溶蚀作用较强，水在湖泊
中停留时间越长，对湖盆中岩石、土壤的
溶蚀作用越强。再加上湖泊水面较宽广，在
强烈水面蒸发作用下，一般湖水矿化度较

河流高。所以就有了死海这样的咸水湖。
湖泊容易矿化、咸化、沼泽化，也更

容易污染。
指导意见指出了实施湖长制的特殊

性：一是湖泊一般有多条河流汇入，河湖
关系复杂，湖泊管理保护需要与入湖河流
通盘考虑、统筹推进；二是湖泊水体连
通，边界监测断面不易确定，准确界定沿
湖行政区域管理保护责任较为困难；三是
湖泊水域岸线及周边普遍存在种植养殖、
旅游开发等活动，管理保护不当极易导致
无序开发；四是湖泊水体流动相对缓慢，
水体交换更新周期长，营养物质及污染物
易富集，遭受污染后治理修复难度大；五
是湖泊在维护区域生态平衡、调节气候、
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功能明显，遭受破
坏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管理保护必须更
加严格。

我国太湖流域湖泊众多，福建、浙江
两省水库又特别多。太湖流域管理局副局
长黄卫良对记者说，作为众多河流交汇之
地，湖泊水源复杂，污染源也复杂。加上
湖泊周围大多是人类聚居之处，很容易污
染，而一旦污染，治理难度又特别大。中央
专门强调湖泊问题，可以说用意深长。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４日电）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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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精准扶贫领域举报专区受理范围，包括针
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精准扶贫领域的部门、单位和党员干部腐败
和作风问题的检举、控告；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精准扶贫领域工
作的批评、建议。举报人应对所举报问题的真实性负责。对借举
报故意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或者以举报为名制造事端，干
扰正常工作的，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相关
机关依法处理。提倡署名举报，特别鼓励署真实姓名和准确联系
方式的实名举报。对认定为实名举报的，优先办理，及时回
复。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