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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四平市连续4

年，在全省河湖长制考核中位列第一名，全省唯

一；连续2年，在全省最严格水资源考核中位列

第一名；连续5年，在全省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

考核中获得优秀等次。2023年，国考断面优良

水体比例达到90%；今年上半年，10个国考断面

全部达到“十四五”考核目标要求，有9个断面水

质达到或优于三类，优良水体比例稳定达到

90%，优于国家考核标准30个百分点，二类水体

占比达30%，共有6个断面较考核标准提升了一

个水质类别，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好水

平；全市已有8条河流（湖泊）通过省级幸福河湖

评估，提前并超额完成2023、2024年年度评估工

作任务。

兴水利，惠民生，促发展。近年来，四平市立

足实际、因地制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扎实推进水环境保护和水资源利用，以更

宽的视野、更高的要求、更实的行动，进一步改善提

升水生态环境质量，推动水安全、水生态、水景观、

水经济高效协同发展，做到治理与发展并重、生态

与效益并举，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推进高质量发

展优势。

推行河湖长制 水质稳步提升
10月，秋高气爽，空气清新。在四平市西湖

湿地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游玩。这里曾经是臭

水沟、涝洼塘，如今已是水荡涟漪，风景如画。

四平市是辽河流域上游水污染防治任务最

重的城市之一。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前，这里一度

源头区水源涵养能力退化，城市河段水体黑臭，

支流存在污染。为彻底改变现状，四平市坚持高

位推动，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抓治理、抓管控，在

全域设立河湖“专职管家”：970名市、县、乡、村

级河湖长，站到河湖治理保护最前沿，层层密织

河湖长责任网；建立“河湖长+河湖警长+检察长+

法院院长”联动机制，实现了河湖由没人管向有

人管、由多头管向一头管、由管不住向管得好的

巨大转变。

市级总河长由市委书记和市长共同担任；副

总河长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各县（市）

区级总河长由当地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年

初以来，市级总河长带头巡河、护河，各级河湖长

履职尽责，清理河湖垃圾0.69万立方米，拆除岸

边厕所7个，清理“四乱”问题1119个，处理非法

采砂案件14起，治理“光板河”184.86公里，河湖

面貌显著改善，河流水质稳步提升。

着眼干支流、左右岸、上下游关系，实施协同

共治监管。与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铁岭市联络

沟通，关闭其境内沿河小型养殖场，解决了西辽

河金宝屯断面和东辽河四双大桥断面水质超标

等问题。《四平市辽河流域协同保护条例》于

2023年12月1日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批准，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为推进辽

河流域协同治理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构建督察问责机制。将河湖长制纳入市委、

市政府重点专项工作考核目录，健全了由市纪委

监委和两办督查室为主体的专项督查检查机制，

建立提示、预警、督办、约谈、问责“五步工作机

制”，倒逼工作任务落实。

培植节水观念 加强用水管理
“洗菜、洗衣服水再洗拖布，淘米水浇花已经

成了生活习惯。平常也会教育孩子们节约每一

滴水、用好每一滴水。”市民陈莹道出了自家的节

水小窍门。

滴水在指尖，流水在瞬间，节水在心间。几

年来，四平市持续向市民发布节水倡议，利用

“世界水日 中国水周”、城市节水宣传周等契

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开展“五

进”节水宣传活动，让节水宣传走进机关、企

业、学校、社区和农村，让大家充分认识当前水

资源短缺的紧迫性，树立正确的用水观念，争

做生命之源的守护者、城市节水的参与者和家

庭节水的实践者。

为做好水资源管理，四平市水利局高标准完

成用水统计工作，压实数据填报、审核、汇总等相

关环节，圆满完成全市2023年度用水总量核算

及2024年上半年用水统计工作，为涉水决策提

供坚实基础；加强取用水管理，全面比对取水口

核查登记信息和取水许可电子证照信息，实现动

态更新关联。截至目前，已完成关联2.03万处、

完成审核1.87万处。积极开展违规问题排查，

反馈处理取用水违规问题44项。用水总量强度

双控、水资源调度、取用水监管等重点任务全面

落实。

守护一方水土 助力经济发展
“到卧龙泉游玩，不光能领略山光水色，还能

学到水土保持科普相关知识，让孩子能在玩中

学，真是我们四平市民假日好去处”，国庆节期间

一位到石岭镇卧龙泉屯游玩的游客如是说。

四平市始终秉承“护一方水土，泽一方百姓、

助经济发展，谱绿色新篇”的初心和使命，以防治

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为主线，打

造水土流失防治战略新格局，推动水土保持工作

进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今年以来，四平市紧紧围绕“生态强市”和黑

土地保护战略目标，坚持把水土保持工作作为重

要民生工作，市水利局组织市本级及各县（市）均编

制完成了水土保持规划，为水土保持治理工作提供

了发展蓝图和重要依据。争取到位中央资金1.1

亿元，重点推进实施了梨树县和伊通满族自治县侵

蚀沟治理项目，工程实施完成后，将治理侵蚀沟

471条，水土流失面积将达到105平方公里。

四平市抢抓支持建设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

及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站点网络升级改造的机遇，

优化水土保持功能新布局。成功申报并推进了

东北四省区（黑吉辽蒙）唯一科普教育型水土保

持科技示范园——四平市卧龙泉水土保持科技

示范园建设项目和东北四省区（黑吉辽蒙）唯一

新建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铁东区卧龙泉小流

域水力侵蚀观测站项目。项目全面建成后，可提

供水土保持科技支撑，发挥典型带动和示范辐射

作用，为松辽流域水土流失规律研究提供基础信

息，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当前，四平市水利局正在中共四平市委八届

八次全会精神的指引下，聚焦千亿级经济总量目

标，以养英雄气、传英雄志、创英雄业的强烈使命

担当，躬身入局，高质量推进水利各项重点工作，

高标准落实各项改革任务，让英雄之城不负英雄

之名，助力四平市打好打赢四平经济攻坚战、荣

誉保卫战，加快推动四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

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水利力量。

本报讯（于永跃 记者袁松年）2024年汛

期，四平市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

水利厅的大力支持帮助下，面对严峻的防汛形

势，牢固树立“防胜于救”理念，各级党员干部

以雨为令、枕戈待旦、严防死守，成功抗住了

10轮强降雨、顶住了东辽河流域超20年一遇

洪水，实现了“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

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有力守

护了江河安澜、人民安定。

提高政治站位，高位统筹推进。四平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先后

组织召开多次专题会议，对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进行了全面、细致地安排部署；市领导多次以

“四不两直”方式，到各县（市）、区乡镇村屯和

梨树灌区杨船口渠首、双山渠首、东辽河王奔

断面和二龙山水库等防汛重点部位，开展暗访

检查，确保风险隐患排查到位、防汛物资储备

到位、防御措施落实到位。

夯实度汛基础，做好汛前准备。四平市超

前谋划、提前部署，抓紧抓实各项汛前准备工

作，着力提升防汛抢险救灾处置能力。实时调

整并落实185名水库安全“三个责任人”和126

名山洪灾害责任人，确保责任到位；对全市53

座水库开展拉网式督导检查，确保所有问题均

在汛前整改完成；做好物资人员保障，组织全

市13座大中型水库储备编织袋16.4万条、无

纺布3.43万平方米、铁线25吨，满足了临时抢

险需要。同时，组建了37人的水旱灾害防御

专家队伍，为应急抢险提供技术支撑。

采取多项举措，强化汛中应对。2024年

汛期，全市有29座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11

条河流超警戒水位运行、3条河流超保证水

位运行。面对严峻的形势，四平市迅速采取

多项举措，组织水利、气象和水文等部门开展

会商研判，共开展会商研判52次；科学调度

水库，及时组织全市水库科学预泄腾库，并

及时下发预警信息，汛期下发调度命令 61

期、洪水预警26期、山洪灾害风险提醒4期；

摸清水库底数，对全市水库配备挖掘机，明

确开挖非常溢洪道位置，在13座大中型水库

配备卫星电话；派出专家12组、24人次，深入

各县（市）、区进行现场指导；制定24小时带

班值班制度，主汛期内全员执行战时状态作

息时间，带班领导、专家、值班人员24小时在

岗在位。

四平市地处吉林省西南部、松辽平原中部腹

地，辽、吉、蒙三省区交界处，市区建成区面积

62.5平方公里，城区水网平均密度极低，南北河

作为唯一一条城市内河，承担着城市防洪、改善

人居和生态环境的重要职能。治好一条河，秀美

一座城，幸福一方人是新时代四平市委、市政府

的执政理念和不懈追求。

金秋时节，四平市南北河沿岸的枫林红艳

如火，美不胜收。市民们三三两两地在林廊间

拍照、散步，有说有笑，幸福感十足。这是近几

年来四平市委、市政府实施南北河生态治理这

个“民生一号”工程后，向全市人民交出的高分

“成绩单”。

高位推动，筑牢安全监管“新堤坝”。在南北

河综合治理工程建设过程中，四平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多次到现场进行督导，协调解决工程建

设难题，形成了聚力抓整改、层层抓落实的良好

局面。施工期间，水利部门对施工隐蔽工程、混

凝土配比度检测报告、施工机械设备、施工人员

安全生产情况进行全时段安全监督检查，形成了

“横向到底、纵向到边”的管理体系，为建设优质

工程打下坚实基础。

加大投资，增添养水兴市“新活力”。年初以

来，四平市南北河综合治理在建工程先后投资了

1200万元，对生态缓冲带、生态护坡、河道进行了

全面治理。项目的实施对涵养水源、净化水质、

减少水土流失、恢复生物多样性、美化城市周边

环境，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使四平市建成区

“水丰林茂”，绿地面积增加至464公顷，河道蓄水

面积、蓄水量成倍增长，激活河道周边可利用建

设用地835公顷，在有效增强人居幸福指数的同

时，大幅度增加了土地收益率。

系统防治，绘制水清城美“新画卷”。四平市

在南北河及西湖湿地持续推进河岸保洁常态化，

打造绿色可持续性生态廊道，通过层层包保、定

期巡查、加大绿化养护等方式，形成网格化管理

体系，近年来，每年清理河道漂浮物及白色垃圾

近1万立方米，先后补栽灌木、乔木近1.5万棵，

养护草坪近40万平方米，水生态环境得到大幅度

提升；科学调配生态补水水量，年均向南北河生

态补水1300万立方米，以满足生态和游船运行需

求；强化公共设施问题隐患排查，完成“两河四

岸”及西湖湿地亮化设施设备管护工作，设立警

示牌60个，规范市民行为，保障行人安全。

如今，南北河河道、西湖湿地已成为四平市

地标，人民群众的“愿景”正一步步转化为“实

景”，四平市内河的“蝶变”，使四平焕发出更加蓬

勃的生机与活力。

四平圆满完成汛期灾害防御任务

打造百姓“幸福河”
——四平市南北河综合治理工程侧记

本报记者 崔维利 杨率鑫 通讯员 胡凤波

碧 波 荡 漾 润 民 生碧 波 荡 漾 润 民 生
——四平市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记事四平市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记事

本报记者 崔维利 杨率鑫 通讯员 陈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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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后的伊通河风光如画。于金有 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