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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刘诗平）记者 3 月 24 日从水利部

了解到，为修复河流生态环境，水利部近日公布《母亲河复

苏行动河湖名单（2022—2025年）》，永定河等 78条河流、

白洋淀等 10个湖泊名列其中。

据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母亲河复苏行动聚

焦河道断流、湖泊萎缩干涸两大问题，水利部在组

织全面排查断流河流、萎缩干涸湖泊情况的基础

上，分析河湖生态环境修复的紧迫性和可行

性，将永定河、潮白河、黑河、白洋淀、团泊

洼、岱海等 88 条（个）河湖纳入 2022 年至 2025 年母亲

河复苏行动河湖名单。

水利部要求有关流域管理机构和各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加快母亲河复苏行动“一河（湖）一策”方案编

制工作，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做好

河流生态流量、湖泊生态水位、河道外取用水、关键

断面过流状况、地下水位变化、河湖水质、水生态变

化等情况的动态监测与评估，动态掌握母亲河治理

修复情况。

我国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

3月 22日至 28日是第 36届“中国水周”，我国确定的活动主题为“强化依法治水

携手共护母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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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覆 盖
地球表面 71％
的面积，是人类
生 产 生 活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资
源。水循环在全
球能量平衡和气
候 变 化 中 扮 演 着

重 要 角 色 ，反 过 来
气 候 变 化 也 可 以 通

过不同途径对水循环
各要素产生影响。

气候变化将如何影
响水、进而影响人类的未

来？我们又该怎样应对？
研究显示，全球水循环

加剧很大程度由气候变化导
致。同时，气候变化也使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更多更强，伴随干旱
和洪涝等灾害。虽然全球降水总体

在增加，但受区域环流影响，降水变
化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全球约有 6.6%的人口居住在气候
明显变湿的区域，约 2.1%的人口居住在明

显变干的区域。”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影
响适应室副主任韩振宇研究员说，因此，全球

有接近 1/10 的人口受到了平均降水长期变化
的影响。

除了降水量的变化，占全球 75%淡水资源的冰
冻圈也受到影响。过去 20 年，全球冰川物质当量每
年损失超过 0.5米，积雪覆盖日数和雪深不断下降。

“冰雪融水让周边水资源增加，对当地农业产
生有利影响，但这种有利影响并不会持续。”韩振
宇说。

变暖和冰川融化共同导致海平面上升、农业
生产因干旱受到冲击、水力和火力发电设备在干
旱年份利用率下降……专家表示，气候变化给水
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也不利于人类生产生活和生
态环境。

水，不仅是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切面，它
的未来更是和人类息息相关。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关乎全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子孙后代福祉。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日
前发布最新报告说，当前已有多种可行且有效的
选择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适应人为造成的气候
变化，如果现在采取行动，仍然可以确保所有人都
有一个宜居的、可持续的未来。

报告明确指出，解决方案在于适应气候变化
的发展，这涉及将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与减少或
避免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相结合。

2020 年，我国宣布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
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
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我国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
体布局，陆续发布“双碳”目标下的“1+N”政策，加
快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努力推动绿色低碳生
产生活方式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追求。

系列政策措施行动下，我国低碳发展成效显
著，全社会低碳意识不断提升。

新华社记者 黄 垚 （据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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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照片，北京，2023 年 3月 4日

长江江豚数量回升至 1249 头

2 月 27 日，在湖北省宜昌市江边，长江江豚在水中嬉戏。2 月 28 日，农业农村部公布 2022 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结果，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 1249

头。与 2017 年上一次科学考察相比，江豚数量出现了止跌回升的历史性转折。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长江九江柴桑段长江九江柴桑段（（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20222022年年55月月2323日摄日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魏东升魏东升 摄摄））

▲▲ 33月月 2121日日，，在合肥在合肥
市肥西县铭传乡市肥西县铭传乡，，志愿志愿
者在天河河岸边清理者在天河河岸边清理
垃圾垃圾。。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陈家乐陈家乐 摄摄））

◀◀ 22月月 2727日日，，在在
湖北省宜昌市江湖北省宜昌市江
边边，，长江江豚在水长江江豚在水
中嬉戏中嬉戏。。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肖艺九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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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李思远 牛少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

路，强化依法治水，社会各方用法治力量携手

共护母亲河，江河面貌发生可喜变化。

流域法律相继出台，母亲河
保护进入新阶段

春分时节，天气转暖，与长江相连的湖北

枝江金湖国家湿地公园里，碧波荡漾、鸟儿云

集。“2021 年 3 月 1 日，长江保护法实施。它

明 确 了 部 门 职 责 ，让 我 们 执 法 有 了 法 律 保

障。”枝江市公安局仙女派出所“生态警长”李

超群说，以前金湖承包给个体养殖户养鱼，既

污染湖水，也污染江水。经过系统治理，如今

金湖已变身为美丽的长江“后花园”。

“长江保护法出台并实施，形成了保护长

江母亲河的硬约束机制，开出了治愈‘长江

病’的良方。”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

胡甲均说。

继长江保护法之后，我国第二部流域法

律——黄河保护法于 2022 年 10 月 30 日经全

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 2023 年 4

月 1日起施行。

“黄河保护法以水为核心、河为纽带、流

域为基础，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充分反映上下游、干

支流、左右岸的关联性，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法治力

量。”水利部政策法规司司长于

琪洋说。

专家指出，作为推进国家“江河战略”

法治化的重要成果，长江保护法和黄河

保护法相继出台，良法善治守护母亲

河，标志着我国的江河治理发生了根

本性转变，流域治理和保护进入了

新的历史阶段。

跨部门合作持续
加强，执法机制建设取
得新进展

在 河 南 荥 阳 市 境 内 的 黄 河

河道中心，曾经矗立着一座数十

米高的钢结构蹦极塔，严重影响

河道行洪安全。2016 年和 2017 年，

荥阳黄河河务局先后下达《责令停

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和《责令改正

通知书》，但开发企业迟迟未落实整改。

2020 年 9 月，河南省河长制办公室向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移送此问题线索，河南省

荥阳市人民检察院立案后，分别向荥阳市王

村镇人民政府、荥阳黄河河务局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经各方共同努力，2020 年 11 月，蹦

极塔及横跨黄河两岸的附属设施全部拆除。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于琪洋说，在不

断完善水法规体系的同时，水利部持续加强水

行政执法制度体系建设，加快完善水行政执法

网络，坚决打击和遏制各类水事违法行为。

2022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水利部联合

发布《关于建立健全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

讼协作机制的意见》，推进水利领域检察公益

诉讼工作；2022年 9月，水利部、公安部联合发

布《关于加强河湖安全保护工作的意见》，进一

步强化水利部门和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

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

“长江保护法明确在监督执法方面建立协

作机制，同时明确了各有关部门的牵头责任，

执法人员可以更好地协同守护母亲河。”长

江委政策法规局局长滕建仁说，长江保护

法实施两年多来，长江委与公安、交通运

输、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和地方水

利部门联合执法机制更加顺畅，已累计

专项执法184次。

水行政执法力度加大，
母亲河治理取得新成效

今年 3 月 6 日，一场联合巡江

行动在江苏和上海交界处的长江

水域拉开序幕。执法艇上，长江

委河道采砂管理局督查处处长刘

平刚与当地执法人员一道，对交界

水域进行拉网式巡查。“现在我们

的执法底气更足，对不法分子的打

击力度也更大了。”刘平刚说，过去

对长江干流非法采砂行为最高只罚

款 30万元，长江保护法施行后，长江

流域内河道非法采砂最高可处货值

金额的 20 倍或 200 万元罚款，对用于

违法活动的船舶、设备、工具等可直接

没收，大幅提高了违法成本。

重拳之下，规模性非法采砂行为得到

有效遏制。据水利部河湖管理司司长陈大

勇介绍，2021年 9月，水利部部署开展为期一

年的全国河道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一年

间，累计查处非法采砂行为 5839起。

针对水旱灾害防御、地下水超采等领域

的涉水违法行为，水利部门同样加大了专项

执法力度。2022 年，通过组织开展 2022 年防

汛保安全专项执法行动，以及黄河、海河、松

辽流域地下水超采治理专项执法行动，立案

查处了 1391 起案件。

“我们将切实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黄河

保护法等，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用法治力量

守护母亲河，努力让河流湖泊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湖。”于琪洋说。（据新华社北京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