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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政办字〔2023〕60 号

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烟台市县域“母亲河”全流域治理

三年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管委），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烟台市县域“母亲河”全流域治理三年攻坚行动方案》已

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7日

（此件公开发布）

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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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县域“母亲河”全流域治理
三年攻坚行动方案

“母亲河”与沿河区域人民世代繁衍生息紧密相关，是对所

在流域生态系统演变、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构建、文化传承和民族

象征等起到重大作用的河流。为进一步补齐我市县域“母亲河”

防洪薄弱短板、恢复和改善水生态环境、推动治理与产业发展有

机融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根据《烟台市现代水网建设规

划》（烟政字〔2022〕81 号），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主

动对标区域和流域高质量发展需求，以保障防洪安全为基，以人

民群众期盼为本，以水生态优美为魂，“一县一条河、三年全覆盖”，

将县域“母亲河”建设成为具有地方特色、区域韵味、乡愁情怀

的流域性生态廊道，为美丽烟台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生态优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统筹

安全、生态、宜居、富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

序实现河湖休养生息，重塑和保持河湖健康生命形态，不断增加

人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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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谋划、系统治理。打破行政区域界线，坚持全流域谋划

治理，做到区域服从流域、局部服从全局。“一河一策”，统筹上

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统筹工程和非工程措施，有效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

文化引领、高质发展。把县域“母亲河”作为承载乡愁的一

种特色载体，加强水文化保护。充分挖掘水文化资源，讲好水文

化故事，做强水文化产业，推动水与经济联动提升，助推全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数字赋能、改革提升。以数字孪生流域建设推动县域“母亲

河”管理能力提升，增强流域涉水信息感知和处理能力，科学调

度水工程、管护水资源、防御水旱灾害，打造智慧“母亲河”。

三、工作目标

有关区市选择辖区内最长河流，或对本区市防洪、生态等影

响最大的一条河流作为县域“母亲河”。到 2025 年，通过三年攻

坚行动，将“母亲河”打造成为“安澜之河、生态之河、幸福之

河、文化之河、产业之河、智慧之河”等六河相融的复合型河道，

推动防洪标准达标提升，促进区域环境优化美化，带动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最大限度发挥河流水系综合效益。

四、建设要求

（一）安澜之河：补齐短板弱项，完善流域防洪体系。聚焦

“母亲河”防洪薄弱环节和关键节点，加快堤防加固、清淤疏浚、

控制性工程等建设，全流域堤防达标率整体提高至 100%。加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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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安全运行监管，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适度超前的全流域

防洪减灾工程体系，确保防洪安全。

（二）生态之河：全流域治理，改善全域水生态环境。以“母

亲河”全流域水质稳定达标为重点，通过水系连通、河道拦蓄、

生态补水、雨污分流、面源污染防治及生态修复等措施，让流域

之水活起来、净起来，满足生态流量（水量、水位）基本要求，

全面消除劣Ⅴ类水体，国考、省考断面水质持续稳定，排海水质

得到有效改善，水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三）幸福之河：共建共享，营建高品质滨水空间。以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着眼点，紧密结合乡村振兴、美丽城镇

建设等工作，在满足流域防洪要求前提下，加强滨水滨岸亲水设

施建设，提高滨水活动区域的贯通性、延展性、丰富度，重塑自

然景观、人文景观，让“母亲河”成为群众亲水休闲、观景游玩、

健身娱乐的好去处。

（四）文化之河：守根铸魂，传承弘扬优秀水文化。充分挖

掘“母亲河”沿线自然人文资源，加强水工程遗产遗迹保护，通

过水文化主题公园、历史文化展览馆等公共设施建设，把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水文化理念贯穿到“母亲河”建设全过程，打造“记

得住乡愁、留得住历史”的文化观光带。

（五）产业之河：以水为脉，推动沿线产业高质量发展。依

托全流域综合治理、水美乡村等项目建设，积极盘活水利资产，

推动实现“水利资产资源化、水利资源产品化”，吸引社会各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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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进驻，因地制宜发展康养、培训、露营、现代农业等产业，让

“母亲河”成为吸引产业集聚、带动经济发展的“黄金”水道。

（六）智慧之河：数字赋能，提升管理现代化水平。充分运

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水旱灾害

防御、水资源管理、河湖管控、水文化发展的“4+N”智慧管理平

台，实现“母亲河”全流域河道、水库、堤防、闸坝四预功能（预

报、预警、预演、预案），构建部门协同、智慧监管、公众参与三

位一体的数字孪生流域。

五、计划安排

2023 年 10 月中旬，有关区市确定县域“母亲河”名单报送

市水利局。2023 年 10 月底，有关区市制定出台县域“母亲河”

全流域治理实施方案并报送市水利局。2024 年，14 条县域“母亲

河”全流域治理工作全面展开。2025 年，14 条县域“母亲河”全

流域治理全部完成，达到预期工作目标。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域“母亲河”全流域治理作为烟台

市现代水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市现代水网建设三年攻坚行

动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协调、部署推动。有关区市政府（管委）是

实施主体，负责组织推进、资金落实、项目实施等具体工作。

（二）强化要素保障。加大市县两级公共财政投入，积极争

取国家、省补助资金支持。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吸引社会资

本等方式拓展投融资渠道。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三线一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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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等衔接，保障必要的建设用地需求。

（三）严格绩效评价。每年对县域“母亲河”全流域治理情

况开展绩效评价，并作为现代水网建设激励的重要内容，提高权

重比例。对先进区市，在资金补助、奖励激励等方面给予倾斜；

对落后区市，采取技术服务、通报、督办等措施，推动工作落实，

务求工作实效。

（四）广泛宣传引导。充分利用报刊新闻、社区宣传、新兴

媒体等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引导，提高全社会对县域“母亲河”

全流域治理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支持力度，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7日印发

抄送：市委有关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

市检察院，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省属驻烟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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