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申论，就要找老吴！

老吴公考申论打卡材料（第 6 天）

一、给定资料

【资料 1】

2015 年，长江流域总供用水量 2055 亿立方米，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约 20.6%，

还有一定的开发利用潜力。流域人均综合用水量 452 立方米，万元 GDP 用水量

84 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74 立方米，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 0.5，用水

效率不高。

长江流域水资源总量虽较丰沛，但时空分布不均，部分区域供需矛盾依然突

出。一是局部地区存在工程性缺水问题，供水工程不足，特别是西部高原地区和

中部丘陵山区水源工程建设不足。二是水资源保障程度不高，随着城镇化、工业

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四川天府新区、滇中高原、黔中地区、鄂北岗地等

区域水资源短缺，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不足。三是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流域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

平，与节水先进地区或发达国家相比，节水管理与节水技术还比较落后，水资源

浪费现象仍较严重。

2015 年，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 346.7 亿吨，近年来虽逐年增加，但增速

放缓，水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2015 年流域优于Ⅲ类水的河长比例为

78.8％，其中长江干流优于Ⅲ类水比例在 90%以上，评价的 971 个重要水功能区

中，全指标评价达标率为 70.9%。

长江流域水质虽总体良好，但部分水域保护压力仍然较大。一是局部水域污

染较严重，嘉陵江、岷江、沱江等支流水污染问题突出，湘江等部分河流遭受重

金属污染，长江干流多个城市江段存在岸边污染带。二是湖库富营养化程度未有

效缓解，2015 年评价的 60 个重要湖泊中，有 51 个处于富营养状态，254 座重点

水库中，有 98 座处于富营养状态。三是部分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不足，2015 年

长江流域评价的 335 个水源地中，少量水源地部分时段存在部分指标超标的情

况。四是水污染风险隐患加大，沿江钢铁机械、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危化码头

等密集布局，水运是危化品运输主要方式，存在突发水污染事件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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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共记录鱼类近 400 种，是鱼类资源和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的天然

宝库；湿地总面积约 17.4 万平方公里，是我国重要的湿地分布区域之一；国家

级及省级风景名胜区 360 多处，各类自然保护区 310 余个，是我国风景名胜区和

自然保护区集中分布区域之一。但人类活动导致生态系统结构不完整、功能下降

的趋势日益明显。一是主要水生生物资源受损，受工程建设、水质污染、过度捕

捞、生境变化等影响，鱼类种类减少、资源量下降，部分珍稀物种濒临灭绝。二

是重要湿地功能退化，受围垦与滩涂开发、城市化建设、岸线利用等影响，湿地

萎缩、功能退化。三是水生生境发生改变，受涉水工程建设水库淹没、闸坝阻隔、

水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水系连通性降低、天然产卵场消失、栖息地环境改

变。

截至 2015 年，长江流域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和有关部门实施的生态建设

项目，已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约 39 万平方公里。长江上中游水土流失恶化趋

势已得到了有效遏制，2013 年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已实现由增到减的历史性转变。

但水土保持任务仍然十分繁重。一是水土流失面积仍然较大，流域尚有 30 多万

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面积和 1 亿多亩坡耕地、4000 多条泥石流沟、数万个崩岗

没有得到有效治理，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区和生态脆弱区的预防保护工作才刚

刚起步。二是人为水土流失问题仍较突出，部分生产建设项目和活动重建设、轻

保护的现象依然存在，生产建设项目造成人为水土流失问题依然较严重。

截至 2014 年，长江已利用岸线总长度为 2625 公里左右，利用率为 15.1%。

长江干流岸线利用率从上而下呈增高态势，其中，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岸线利

用率分别为 12.5%、23.1%和 28.0%，上海市岸线利用率以 49.2%居首位。但局部

区域岸线利用粗放问题仍较突出。一是岸线利用布局不合理，一些建设项目开发

利用布局对防洪安全及河势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有些危化品码头、排污口布局不

符合河段水功能区水质保护要求，甚至布置在水源保护区内，对供水安全造成重

大威胁。二是岸线资源相对紧缺，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长江下游干

流经济发达地区和部分城市江段岸线资源相对紧缺，日益成为制约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的瓶颈。三是岸线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部分江段或建设项目存在占而不用、

多占少用、深水浅用，以及专用码头占用岸线过多、公共码头建设岸线缺乏等不

合理现象，岸线资源配置不合理，岸线利用效率低下。四是岸线开发利用与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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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保护矛盾突出，长江局部江段分布有一批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重要湿地、重要饮用水水源地等生态敏感区，岸线开发利用与水生态环境保

护矛盾突出。

《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实施十五年来，长江河道采砂管理实现了由乱到

治、由多头管理到统一管理、由全面禁采到依法有序开采的历史性转变，通过完

善法规、统一规划、加强监管、强化合作、提升能力，形成了采砂管理秩序总体

可控和稳定向好的局面。长江河道采砂管理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长期性

和复杂性仍然存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是砂石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一方

面，长江上游来沙量锐减，中下游输沙量持续减小且将长期维持；另一方面，经

济社会发展对砂石资源的需求量持续旺盛，各地采砂管理压力增加。二是部分中

小河流与干流局部江段仍有偷采现象。在高额利润驱使下，部分中小河流与干流

局部江段的偷采现象仍难以杜绝，特别是管理相对薄弱的江段如重庆、湘鄂边界

非法采砂时有发生。三是部分地区监管能力保障不足。大多数地区执法基地、执

法船（艇）缺乏，监管方法和手段落后，难以做到实时监控。四是部门间合作需

进一步深化。自水利部与交通运输部合作机制建立以来，在打击非法采砂方面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三无”涉砂船舶管理不力、疏浚采砂互通不畅、采砂船

舶登记过户不严等问题，各级部门间合作机制需进一步深化。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长江流域规划体系不断完善，涉水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推行了水资源“三条红线”管理，强化了水生态环境保护、水土保持和水域岸线

生态空间监管，初步建立了以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流域

管理逐步加强。长江流域管理虽取得一定成效，但面对大保护的更高要求，流域

管理仍有诸多薄弱环节。一是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流域综合性法律法规仍属空

白，法律法规之间衔接性与协调性不强。不同部门行业之间、流域和区域之间职

责交叉、事权界定不清。跨部门、跨区域的联动协调不够，争端解决机制不完善。

信息交流渠道不畅通，信息共享不充分，难以形成约束性强和权威性高的决策支

持。二是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手段，流域规划的刚性约束作用不明显，规划的落

实和监管力度不够。流域管理的支撑体系不完善，管理手段不健全，监测体系不

完备。流域执法能力不足，尚未形成统一高效的水行政执法体系。

【资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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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流域综合规划在涉水规划中的主导地位，适时修订综合规划，全面纳入

水污染防治等其他涉水规划内容，实现涉水规划的多规合一，推动涉水专项规划

与综合规划的协调。将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总量作为开发利

用的约束性指标，使各区域的开发利用布局严格控制在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

承载能力所允许的范围内；加快专项规划编制，全面推进长江流域和重点河流、

重要区域的水资源保护、水环境保护、水生态修复、水土保持、河湖保护等生态

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进一步完善长江治理开发与保护的规划体系，不

断强化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推动规划的实施，加快推进沿江取水口、排污口

和应急水源布局规划和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的落实。四是加强规划

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健全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评估和规划适时修订制度。

加快推进长江流域综合性法律《长江保护法》立法研究工作，争取早日出台，

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保障。重点推进流域水资源

管理与保护、水库群联合调度、长江岸线保护与利用、中下游河道洲滩管理等相

关配套法规制度的制订出台工作，进一步完善水法规体系；全面强化执法队伍建

设，完善执法管理制度，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推进联合执法和综合执法，不断提

升监督执法水平。

不断完善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形成事权明晰、分工明确、

行为规范、运转协调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和跨区域的协调机制，建立由

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组成的涉水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研究和解决重大涉水问

题；建立涉水管理协作机制，健全水生态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河湖岸线管理、

采砂管理等跨部门协作机制，强化协作、形成合力，统筹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

与管理；强化流域统一管理，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全面加强监测、规划、调度、

监督等方面的统一管理；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流域治理开发与保护活动中

出现的利益和责任进行合理共享与分摊；全面建立流域信息共享机制，提高信息

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充分发挥信息的价值，不断提高管理效率和决策水平；逐步

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公众和利益相关方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加强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制，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加快推进河流水

量分配工作，严格控制水资源消耗总量。加强用水定额与计划管理，推进用水方

式转变，落实节水“三同时”制度，有效控制水资源消耗强度。强化各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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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考核，将各行政区域用水总量、用水效率严格控制在红线范围内，进而形成

倒逼机制，有效促进沿江产业优化布局和转型升级；强化取水许可管理，加强规

划水资源论证，严格建设项目取水许可审批限批制度，规范取水工程设施验收与

延续取水评估，健全取用水统计制度；统筹推进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加强水资

源的科学调配。

推进流域重要江河源头区、重要水源地水土保持预防保护工程，建立水土保

持预防保护长效机制；严格控制人为水土流失，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坚决控制人为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加快重点区域综合治理，推进西南石漠化地区、

金沙江下游、嘉陵江上游、三峡库区、洞庭湖和鄱阳湖等重点区域的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继续实施以小流域为单元、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的水土保持工程；加大

长江上中游地区坡耕地综合整治力度以及重要水源地和城镇周边的生态清洁小

流域建设。

强化规划约束，按照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保护区、保留

区、控制利用区和开发利用区等功能分区及管理要求，严格岸线分区管理和用途

管制；严格岸线利用审批和监管，进一步完善洪水影响评价制度，抓紧制订涉河

建设项目监督管理办法，加强涉河建设项目审查审批和监督管理；提高岸线资源

集约利用水平，积极推进长江流域河湖水域岸线产权登记，探索建立河湖水域岸

线有偿使用制度，以水域岸线的有偿使用，促进岸线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

通过落实管理责任（政府负总责、水利为主导、部门相配合）、严格规划约

束、保持高压严打、强化日常监管、建立部门合作等措施，进一步加强长江河道

采砂管理工作，始终使长江河道采砂处于总体可控状态。

按照“兴利服从防洪、电调服从水调、区域服从流域”的原则，全面推进长

江控制性水工程统一调度管理。在已开展的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联合调度工作

的基础上，逐步扩大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的范围，由上游控制性水库群扩大到

全流域控制性水库群，由水库群扩展到跨流域调水工程、骨干引排水工程等控制

性水工程，通过健全管理体制、完善法律法规、夯实技术基础、健全补偿机制、

加强监督检查等措施逐步建立健全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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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流域综合监测站网建设，建立完善统一的监测站网和信息管理平台，优

化监测站点，实现信息共享，避免重复建设；扩展监测范围和内容，加快推进流

域省界、水系节点、引调水工程等重要控制断面以及水功能区、取排水口、饮用

水水源地、重要湿地、岸线水域、水土流失、地下水等综合监测。拓展水生生物

监测，加强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监测和应急监测；提升综合监控水平，加快

流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等重点信息化项目建设，推进长江流域“一张图”的完善

和应用，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推动智慧长江建设，不断提

高管理效率和决策水平。

进一步深化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社会各智力机构的联合攻关，努力破解

治江关键技术难题；提升科研支撑能力，做好科研项目的顶层设计,积极争取国

家级、省部级重点项目，加强治江科技成果培育申报。加强科技平台建设与管理，

高效合理利用科技资源，充分发挥科技协同创新优势,实现科技资源合理共享和

有效利用；加快成果推广转化，加强科研单位和生产单位合作，促进产研结合，

加强项目成果的优选、整合、中试和熟化，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实现

科技成果向治江实践的快速转化；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稳步实施科技人才培养计

划，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努力建设一支素质高、能力强、

业务精、作风硬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二、阅读任务

1.请阅读“给定资料 1”，指出长江流域存在哪些突出的生态问题？不超过 200 字。

2.请阅读“给定资料 2”，指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有哪些主要措施？不超过 3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