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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河长制规定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了保障河长制
实施,加强河流管理保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四川省河湖
长制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在本市行政区域
内实施河长制，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术语含义） 本规定所称河长
制，是指按辖区设立总河长，在相应河流设
立河长，由其组织领导辖区范围内或者责任
河流的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
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工作，监督
政府相关部门履行法定职责，协调解决突出
问题的工作制度。

本规定所称河流，包括江河、渠道、水
库、山坪塘等水体及岸线。

第四条（遵循原则） 实施河长制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河长领导、部门联动、
分级负责、系统治理、强化监督、严格考核的
原则。

河长制实行一河一策、一河一档。
第五条（政府职责） 市和区（市）县人

民政府、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是辖区
范围内河长制工作以及河流管理保护的责
任主体，应当建立和完善长效、稳定、多元
的河流管理保护投入机制，将河流管理、保
护、治理资金和河长制工作经费纳入本级
财政预算。

第六条（部门职责） 发展改革、经信、
教育、公安、财政、规划和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住建、城市管理、交通运输、水务、农业农
村、公园城市、商务、文广旅、审计、市场监管
等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本辖区河长制责任单
位，按照职责分工，依法依规履行河流管理、
保护、治理等相关职责，执行国家、省、市相

关制度。
第七条（组织构架） 本市建立市、区

（市）县、镇（街道）、村（社区）四级河长制体
系。在市、区（市）县、镇（街道）分别设立总
河长，在市、区（市）县、镇（街道）、村（社区）
分片分段设立河长。

总河长、河长的确定和调整，按照国家、
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市和区（市）县设立总河长办公室以及
河长制办公室，镇（街道）设立河长制办公
室。市和区（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承担本
级河长制办公室具体工作。

第八条（职责规定） 总河长是本辖区
河流管理和保护的第一责任人，组织领导河
长制工作。河长是责任河流管理和保护的
直接责任人，负责具体河长制工作。

总河长办公室统筹本辖区河长制工作
的组织、协调、督查、考核等，并领导本级河
长制办公室工作。河长制办公室组织实施
河长制具体工作，落实上级和本级总河长、
河长交办事项。

第九条（村级河长） 区（市）县人民政
府应当按照市有关规定设立村（社区）级河
长，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与村（社
区）级河长约定职责、经费保障以及相关责
任等事项。

第十条（民间河长） 本市鼓励和支持
符合条件的志愿者作为民间河长参与河长
制工作。

民间河长应当为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的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备参加爱水护河志
愿服务的基本能力和身体素质，富有爱水护
河精神，热心河流保护公益事业。

民间河长应当遵循自愿、无偿、诚信的
原则，依法参与河流保护、宣传和监督活
动。民间河长具体管理规定由市水行政主

管部门会同志愿服务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民间河长权利） 民间河长

享有以下权利：
（一）根据本人意愿、时间和能力，自愿

参与爱水护河志愿服务活动；
（二）获得所参与爱水护河志愿服务活

动的必要信息，知晓在活动过程中可能发生
的风险；

（三）接受有关河长制、河流保护、环境
保护、安全等知识的教育和培训；

（四）监督河流管理保护工作，提出意见
和建议；

（五）获得参与爱水护河志愿服务活动
所必要的物资和安全保障；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二条（民间河长义务） 民间河长

承担以下义务：
（一）遵守承诺,在规定范围及活动权限

内参加爱水护河志愿服务活动,不得以民间
河长名义从事营利性活动以及其他与河流
保护无关的活动；

（二）宣传河长制工作,自觉维护民间河
长声誉和形象；

（三）不能继续参与民间河长活动时，应
当及时告知活动组织方或者服务对象。

第十三条（联络员单位） 总河长办公
室根据需要确定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主
管部门作为联络员单位，协助本级河长开
展相关工作。河长联络员单位应当履行下
列职责：

（一）协助河长推进责任河流管理保护
工作；

（二）协助河长定期巡查责任河流；
（三）协助河长定期开展责任河流健康

评价；
（四）国家、省、市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四条（河长令） 市和区（市）县总

河长、河长可以签发总河长令、河长令,部署
河长制重点工作。

第十五条（会议制度） 市和区（市）县
总河长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总河长会议，部署
年度河长制工作,研究解决河流管理保护重
大问题。

总河长办公室根据需要，可以组织召开
办公室主任会议、责任单位联席会议，研究
落实总河长工作部署,推进河长制工作。

第十六条（信息公开） 区（市）县人民
政府应当通过主流媒体、政府门户网站、政

务微博微信等方式公开河流名录、河长名
单、河长制工作的重要制度、重要工作动态
等信息。

第十七条（信息公示） 区（市）县人民
政府、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
规定在河段起始点、河流汇入口等显著位
置和人流量较大的区域设立河长公示牌，
载明责任河流概况及示意图、河长姓名及
职务、主要工作职责、监督举报电话等内
容。公示牌所载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及
时更新。

第十八条（协调机制） 区（市）县人民
政府、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河
流管理保护协调联动机制，在生态保护、工
程建设、监督执法、信息共享、问题处置等方
面实现跨辖区、跨部门协调联动。

第十九条（投诉机制） 任何单位和个
人有权就发现的河流管理保护问题通过成
都 12345 热线平台等渠道进行投诉、举报,河
长、河长制办公室或者相关部门应当及时核
实并处理。

第二十条（监督考核） 区（市）县人民
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河长制工作社会评价和
考核机制，对下一级总河长、河长、河长制办
公室和本级河长制责任单位履行河长制工
作进行考核。

第二十一条（表彰激励） 对河长制工
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
规定给予表彰、激励。

第二十二条（责任追究） 总河长、河
长、总河长办公室、河长制办公室和河长制
责任单位未按照国家、省、市规定履行职责
的，依法依规给予处理。

第二十三条（名词解释） 本规定中下
列特定词语的含义：

山坪塘是指由集体或者个人修建的蓄
水量五百立方米至十万立方米的小型农用
蓄水工程。

一河一策是指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河流
实行差异化治理的方略。

一河一档是指针对河流建立档案；包含
相应河流的名称、所在水系、上下游关系、河
流（段）长度、水域面积、所涉行政区、水文、
河长信息等基础信息，以及取用水、水质、水
生态、岸线开发利用、河道利用、涉水工程和
设施等动态信息。

第二十四条（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
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

成都市人民政府令
第220号

《成都市河长制规定》已经市政府第 16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

市长 王凤朝
2023年9月30日

成都首部河长制法规
12月1日起施行

紧接 01 版 明确了各级各河长制责任单位，按照职责分
工，依法履行河流管理、保护、治理等相关职责。

推进河湖“微网实格”建设
确保河湖管护体系全覆盖

成都施行河长制以来，不断深化河湖管护体系建设，
以总河长会议、总河长令系统部署河长制工作，以“五有”

“四化”推进镇（街道）级河长制工作标准化建设，以村（社
区）河长工作室阵地为中心构建村（社区）级基层河湖管护
体系 2581 个，推进河湖“微网实格”建设。《成都发布总河
长令，持续深化河长制》被纳入水利部推动新阶段水利高
质量发展 2022 年度进展报告，“成立村级河长制工作站”
获评 2022 全国水利十大基层经验。“智慧智能、共联互通、
敏捷高效”的现代化河湖管护体系已初见成效。

为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走深走实基层河
长制管理，在此次发布的《规定》中，进一步明确建立市、
区（市）县、镇（街道）、村（社区）四级河长制体系。同时，
在全省率先以法规明确村级河长的设定原则、职责和经
费保障。

《规定》还明确了河长令、河长制会议制度以及河长制
工作信息的发布渠道、内容范围和公示要求。明确属地政
府应当建立河流管理保护协调联动机制，促进跨区域、跨
部门协作。明确河长制工作监督考核、表彰激励和责任追
究等内容。

聚力共促幸福河湖
搭建全民参与共治广阔平台

2017年以来，成都市着力推进河湖管理保护协作参与
机制。试点建立“河长制+政协民主监督”监管体系，创新

“一河一校”工作机制，建设民间河长工作站，辐射周边人
群共同参与巡河治水、河湖保护。在与社会公众的共同参
与下，黄龙溪“龙舟竞渡”盛景再现，锦江边白鹭飞，山涧溪
流清见底，良好水生态带来的生态红利已初见成效，全民
参与治理正不断加深成都河湖治理的幸福“成色”。

为巩固“全民治水”良效，进一步发动社会公众参与河
湖管理保护，《规定》对民间河长进行明确定义，鼓励和支
持符合条件的志愿者作为民间河长积极参与河长制工作，
并对民间河长的参与方式、管理机制、权利义务进行规范。

“民间河长可获取所参与爱水护河志愿服务活动的必
要信息，接受有关河长制、河流保护、环境保护、安全等知
识教育和培训。”市河长制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民间河
长还可获得参与爱水护河志愿服务活动所必要的物资和
安全保障，对监督河流管理保护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为强化公众监督和社会评价，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就
发现的河流管理保护问题，通过成都 12345 热线平台等渠
道投诉、举报。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魏捷仪

《幻成都

》张一朵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由成都市科学技术协会
指导，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苗
地）、成都市科技创新服务中
心（成都市青少年科技活动
中心）联合主办的“畅想科
幻·走进未来成都”青少年科
幻画征集活动于日前完成终
评评审工作，正式收官。

全市共有23个区市县
292所中小学校参加本次活
动，共征集到蓉城青少年们
近3000件作品。此前，我们
已选择部分“畅想科幻·走进
未来成都”青少年科幻画获
奖的优秀作品进行了展示。
今天，让我们来看这四位同
学的奇思妙想吧！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赵子君

《未来之城

》何亦诗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新津分校

《蓉城

2073

》冯妙笛

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卓锦分校

“一切景语皆情语”，写景是为了抒情，
表达对所写景物的喜爱和赞美之情。如何
把看到的美景写下来，把深刻的感受表达出
来呢？

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想要
写出使读者身临其境的习作，就有必要亲
身经历。在观赏不同时节、不同地点的景
物时，要做到细心观察，发现景色中的与众
不同之处，做到写作素材方面的人无我有、
人有我新。

在写景作文中，常见的写作手法就是借
景抒情。借景抒情指的是作者带着主观情
感去描写客观景物，并把自己要表达的情感
寄托在此景此物中。例如：描写向日葵，就
赞美向日葵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描写梅
花，就颂扬梅花坚贞不屈的品格；描写祖国
山河，就抒发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感；描写田
园风光，就表达内心深处的思乡之情等。同
时要学会灵活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既可提高
整篇作文的含金量，又能显示作文能力水平
的高低。其中常见的修辞手法有比喻、拟
人、夸张、排比。

同时在写景作文中适当运用色彩对比
的描写手法，会让画面跃然纸上。通常选择
差异较大的色彩，比如：洁白的雪花落在辽
阔的黑土地上，仿佛为大地母亲穿上了洁白
的婚纱；深秋时节，山间浓绿的松树与血红
的枫叶相互依偎，像是两支饱蘸颜料的画
笔，将大山涂抹得鲜艳无比；黑黄相间的大
型工程车在城市中的水泥大厦间穿梭，好像
一个个巨型怪兽在寻觅“猎物”。

如果在写景作文中单纯描绘景色，那样
就会使文章显得有些平淡。建议大家在此
类作文中增加人物描写与事件描写，能够更
好地烘托出文章的中心思想以及作者所要
表达的思想情感，这样会使平实的画面增加
节奏感，使文章的行文风格更加生动有趣，
产生画面代入感，吸引读者与作者产生共
鸣。比如“初冬，天空中没有一丝风，雪花就
那么轻飘飘地落下。落在墨绿的山间，落在
青绿的竹林，落在座座青瓦白墙。从青瓦白
墙的院子里，跑出来一个身穿红袄的小丫
头，她笑嘻嘻地仰着头，望着雪花一片片落
下，等着雪花落在脸上，化成了一颗颗晶莹
的水珠⋯⋯”

那么，来看同学们怎么写的吧！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赵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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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的美景怎么写？

乌云密布，我不由得停住脚步。
郊外，常有如画风景，只是今日风儿喧

嚣，昏黑不见日光，兼以岔路错综，前方布
满泥泞。

几缕光阴前，喧嚣的风推着我快步向
前，推着云亦步亦趋，推着周遭繁花疾驰向
后，趋避着我的目光。

路过，不如说是错过。本欲漫步原野，
内心却因纷杂事务焦躁地裹挟，本愿肆意
欣赏，却总在乎飞逝的时间，被钟表指针吸
引视线。

迈步，错过风景，踩着凝实而深陷入泥
泞的脚印缓步向前。

直到光柱破开如墨天幕，使我不由得
停住脚步。

繁花如抱的春野，一片辉煌的紫色映
入眼帘。流动着深深浅浅的紫，泛着熠熠
烁烁的光，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白，挑逗着阳
光与风，迸溅出水花般金紫色交杂的芒：一
片紫色的花海。

乌云被撕裂，橙黄橘红的光焰轰击在
梦幻似的花海，让那“海面”刹那间“波光粼
粼”。有迷迭香微蓝纯白的月辉般“波涛”，
有紫罗兰典雅而温柔的丝绸般“夜幕”，有
清风吹走心中浊气，扬起生命无形的风帆，
鼓动着我路过风景，毅然向前。

留恋，我从未闻过这样浓郁的花香，几
近醉人，弥漫、扩散、渗透入全身毛孔，似要

将我逐渐融化。
带着留恋，目光渐渐偏移，待到余光

也从花海析出，待到灿阳以朦胧的红浸没
半闭着的眼帘，遥望、向前。

原野，碧绿、浅绿的绒毛在层层褐色
的泥土阶梯上流淌、嬉戏。锈蚀的灯罩
似生长出红褐色的斑，又好似被泥浆点
缀，在被笼罩着的明光摇曳的灯光下静
滞地歇息。几棵银灰色外皮古早的树，
拱卫着干燥狭长的小道，向太阳落下的
地方延伸。

微风拂面，携着田园牧歌。以柔和
的日辉为邀请函，邀我路过此景，再寻
他景。邀我一脚踏开泥泞，从光中来，
向 光 中 去 ，来 到 希 望 的 田 野 去 肆 意 奔
跑、撒野、翻滚，去像金黄的麦穗一样随
着田野轻柔的风，慵懒地摇摆，而后追
逐那自由而纯粹的希望，在漫漫的前路
与明天。

远方晴空的边缘融化成和缓的曲线，
邀我路过风景，再寻风景，因唯有希望不
可辜负。
⋯⋯⋯⋯⋯⋯⋯⋯⋯⋯⋯⋯⋯⋯⋯⋯⋯

指导老师：彩虹
短评：作者细腻的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力把路过的风景渲染得多姿多彩，妙趣横
生。文章布局巧妙，主题突出，语言精巧、
隽永，不失为一篇景物描写的佳作。

雪 花 ，白 白 的 ，就 像 我 们 吃 的 饼 干
一 样 。 当 你 走 过 山 川 的 时 候 ，山 川 顿
时 变 成 了 白 色 。 当 你 走 过 小 河 的 时
候，小河里的小鱼顿时慌了神，不知该
逃往何处。

雪花，当你又走过柳树条的时候，所有
的柳叶上都挂满了一串串的白糖，让我忍
不住想咬你一口。当你又来到大地的时

候，大地披上了白色的地毯，变得温暖极了。
雪花，你是那么的调皮，又是那么的可

爱，我们永远地爱你！
⋯⋯⋯⋯⋯⋯⋯⋯⋯⋯⋯⋯⋯⋯⋯⋯⋯

指导老师：张佳
短评：景物描写传神逼真，遣词贴切得

体，情随景生，情景交融，呈现在读者面前
的恰似一幅生动传情的写生画。

雪花
成都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罗子镜

路过风景
四川天府师一学校 陈璟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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