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银川市美丽河湖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序号 类别 建设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备注

1

（一）补齐防

洪安全短板，

着力建设“安
澜静美”河湖

提标建设湖

库沟道防洪

工程

加大典农河、桑园沟、西大沟、芦花沟、第二排水沟、永

二干沟、四二干沟等泄洪能力建设和芦草洼滞洪区、芦花

滞洪区调控能力建设，重点实施贺兰山东麓防洪体系提标

改造工程、黄河银川段三期治理工程等一批防洪工程，切

实提高城市核心区防洪能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到

2025年，将贺兰山东麓打造为安全可靠的防洪屏障，黄河

银川段防洪标准提高到 100年一遇。

市水务局、市应急

管理局，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

2025年

2
全域推进海

绵城市示范

建设

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深刻把握海绵城市建设内涵，将

海绵城市建设纳入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通过下沉

式绿地、雨水花园、植草沟、透水铺装等绿色措施，充分

发挥建筑、道路、绿地和水系等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

释作用，提高雨水收集和利用水平，全面提升城市防洪排

涝能力，增强城市韧性。重点实施金凤区南部雨污分流改

造工程、兴庆区东部雨污分流、银新干沟（贺兰山路－丽

景街）段恢复等工程建设。到 2025年，建成区 40%以上的

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河湖和地下含水层对雨水径

流的“吐纳”和“储存”能力进一步增强，加快构建生态、安

全、可持续的城市水系统。

市住建局、市市政

管理局、市园林管

理局、市水务局，

兴庆区、金凤区、

西夏区人民政府，

银川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2025年



序号 类别 建设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备注

3
持续深化河

湖“四乱”专
项整治

全面落实“河湖长+检察长+警长”机制，把妨碍河道行洪突

出问题整治与河湖“清四乱”行动紧密结合，坚决取缔非法

缩窄、挤占、填埋河道等影响行洪及侵占河湖沟道管理范

围的“四乱”问题；列入自治区河湖名录库的河道管理范围

划定工作和界桩埋设工作实现全覆盖；常态化开展河道采

砂监管，对贺兰山山洪沟等禁采区加强管理巡查、执法和

突发事件处置，切实维护山洪沟行洪安全。到 2025年，全

市河湖“四乱”及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河

湖“四乱”实现动态清零。

市水务局、市检察

院、市公安局、市

综合执法局、市自

然资源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长期坚持

4

（二）加强生

态修复保护，

着力建设“水
丰草美”河湖

一体推进水

生态修复和

治理

编制完成《银川市水网体系规划》，分年度重点实施典农

河、鸣翠湖、七子连湖、元宝湖、犀牛湖等一批水生态修

复项目，重点入黄排水沟（第二排水沟、四二干沟下段、

第四排水沟、第五排水沟）、陈家湖片区、南环水系、丰

庆沟等一批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运用水下森林、生态驳

岸恢复、生态缓冲带建设等水生态修复措施，逐步构建多

样、完整、健康的河湖生态体系。重点开展贺兰县、兴庆

区水美乡村建设、金凤区北部片区河湖整治等项目，加快

构建全市水系连通、河库互补、引排顺畅、利用高效、美

丽健康的生态水网新格局。探索实施银川市东部片区生态

环境引领经济发展 EOD项目，以兴庆区大新渠周边水环境

综合治理为主线，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污水再生及资源

化利用、河湖连通等工程，进一步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推动生态环境向生态经济转化。

市水务局、市自然

资源局、市生态环

境局，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

2025年



序号 类别 建设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备注

5
统筹开展河

湖生态水量

调度

启动芦草洼滞洪区生态用水调蓄水库项目可行性研究，实
施七子连湖调蓄水库项目建设，加快再生水管网与河湖互
连互通，科学调度河湖生态用水，重点解决枯水期生态补
水不足、水体流动性差等问题，达到生态补水“丰存枯补、
多源补水”的调度效果。重点实施第二第四污水处理厂片
区、第六污水处理厂片区、第七污水处理厂片区（南部）
再生水河湖生态补水、兴庆区东南部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
健全典农河多点补水体系，推动再生水补给河湖生态用水。
到 2025年，再生水补给河湖利用率达到 40%，典农河、鸣
翠湖等重要河湖生态水量得到有效保障，全市重点河湖沟
道实现碧水长流。

市水务局、市市政

管理局、市自然资

源局，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

2025年

6
全面保障水

域岸线生态

功能完好

坚决守好“水域面积只增不减、只扩不缩；水质只能更好、
不能变差；岸线两侧景观带只能添景不能减绿”的三条底
线，积极开展重要河湖水质监测，大力推进水土保持工作，
科学实施增殖放流和以渔控藻，有效防范鳄雀鳝等外来物
种入侵，严厉打击电鱼、毒鱼等非法捕鱼行为。重点实施
银川市生态保护修复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到 2025
年，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120平方公里，水土保持
率达到 80.11%；完成典农河、阅海、鸣翠湖水域水生生物
完整性调查，切实维护河湖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

市水务局、市生态

环境局、市综合执

法局、市自然资源

局、市农业农村

局，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长期坚持

7

（三）打造绿

水宜居环境，

着力建设“岸
带秀美”河湖

推进滨水公

园品质提升

和功能完善

将美丽河湖与生态园林城市建设有机结合，融合城、水、
林、园、湖等要素，开展滨水、环湖公园建设，实施滨水
岸线绿地改造工程，塑造精致化河湖休闲空间，严禁以人
工湖、人工湿地等形式新建人造水景观。重点实施第二排
水沟中医院段、李银路两侧，银川市美术馆小微公园、阅
海万家 E区西侧小微公园、海宝公园北塔地磁台旧址改造
提升等小微公园建设。到 2025年，围绕典农河、元宝湖、
红花渠等建设各具功能和特色公园 10处以上，构建滨水绿
带、林水共生的高品质绿色生态空间。

市园林管理局、市

体育局、市自然资

源局，兴庆区、金

凤区、西夏区人民

政府

2025年



序号 类别 建设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备注

8

加快建成丰

富多彩、移

步换景的河

湖岸带“样
板”区

紧紧围绕典农河、七子连湖、华雁湖等，高标准实施公共

休闲生态水系驳岸，开展添绿添彩、立体绿化等项目，打

造亲水大街、贺兰山路、六盘山路“一纵两横”滨水绿道网

络，建成“高颜值”环水公园带、休闲带。重点实施典农河

贺兰山路（亲水大街—丽景街）岸线带、亲水大街（六盘

山路—贺兰山路）岸线带、金凤五路—宝湖路岸线带、南

环水系岸线带和红花渠岸线带等“五大示范带”高品质岸线

改造提升工程，配套建设滨水慢行步道、有氧健身广场、

亲水栈道平台等，提升河道岸线灯光亮化效果，建成具有

层次感、色彩感、空间感和品质感的休闲悦景滨水带；开

展阅海湖、七子连湖片区生态岸线品质提升，打造集驳岸

恢复、生态康养、休闲观光、运动健身、戏水观鸟、科普

宣教等为一体的“美丽河湖发展样板区”；串联陈家湖、丰

庆沟、丰登湖、元宝湖、市民大厅湖、渠庙湖、罗家湖等

湖泊沟道，实施水动力循环、水环境治理和湖岸绿带提升

工程，打造绿肺氧吧、田园生态线；实施阅海 9号湖湿地

生态复苏项目，提升岸线绿化水平，恢复湿地生态功能，

打造“杭州西溪公园”模式的绿色生态湿地园。到 2025年，

建成七子连湖、阅海湖、宝湖、陈家湖、元宝湖、犀牛湖、

大雁湖等美丽河湖生态景观带，不断厚植城市绿色发展底

色。

市住建局、市园林

管理局、市水务

局、市体育局、市

自然资源局、市文

化旅游广电局，兴

庆区、金凤区、西

夏区人民政府、银

川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

2025年



序号 类别 建设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备注

9
全面深化水

体污染防治

和治理工作

以城市建成区及重要水体为重点，摸清新增市政提升泵站

溢流口、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尾水排放口和雨污分流雨水排

放口数量、位置、排放形式等，动态更新入河（湖、沟）

排污口名录，全面开展入河（湖）排污口监测、溯源工作，

实施排污口规范化建设，确保全市重点河流湖泊国考断面、

县界断面水质达标率普遍达到或优于考核指标，黄河干流

长期保持在Ⅱ类水质。

市生态环境局、市

水务局、市市政管

理局，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

2025年

10
不断强化城

乡生活污水

治理

加快补齐城乡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完善污水收集配

套管网建设，推进城镇污水处置设施提标改造。加强污水

处理设施监测监管，确保出水水质不低于一级A排放标准，

到 2025年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5%。巩固提升城市建

成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加强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到 2025
年全市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农村黑臭水体

实现动态清零。

市市政管理局、市

生态环境局、市住

建局，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

2025年

11

（四）落实责

任精细管护，

着力建设“治
水慧美”河湖

细化实化河

湖长责任

充分发挥总河长牵头抓总、各级河长协调共振作用，将美

丽河湖建设作为河湖长履职担当的重要抓手并纳入河湖长

制工作进行考核。及时更新各级河湖长公示牌接受社会监

督，落实专业化队伍进行河湖管护和巡查，促进河湖长高

效开展巡河、管河、护河，建立健全责任更加明确、协调

更加有序、监管更加严格、保护更加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

机制。到 2025年，各级河湖长有效巡河率达到 100%，河

湖长履职能力全面提升。

市水务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长期坚持



序号 类别 建设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备注

12
严格落实水

域岸线空间

管控

规范涉河湖、沟道项目建设审查工作，不符合岸线管控要

求的坚决不予审批，切实提升河湖监管效能。落实《银川

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科学确定河湖

岸线保护利用与管理分区，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控，保障

河湖水域岸线生态功能。到 2025年，河湖岸线管控率达到

100%。

市水务局、市自然

资源局、市审批服

务管理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长期坚持

13
全面推进智

慧化河湖监

管体系建设

加快智慧河湖建设，完善河湖管理信息化体系布设，综合

运用“互联网+”、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和视频监控捕捉等

技术，形成“天上看、空中探、地面查”的立体化河湖监管

模式。到 2025年，全市重要河湖水域信息化布控实现全覆

盖、无死角，推进河湖管护向系统化、规范化、数字化、

智慧化、高效化转型。

市水务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2025年

14
科学评价美

丽河湖健康

水平

全面启动河湖健康评价工作，开展河湖保护名录中非季节

性河湖健康评价，建立完善河湖健康档案，健全水环境风

险评估排查、预警预报与响应机制。到 2025年，完成阅海

湖、第二排水沟、银新干沟、鸣翠湖、永二干沟、水洞沟

等河湖健康评价工作，全市 85%的河湖达到健康水平。

市水务局、市生态

环境局，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

2025年

15

（五）健全运

动休闲功能，

着力建设“人
文弘美”河湖

充分挖掘展

示治水文化

加强黄河文化挖掘、保护和弘扬，讲好河湖故事，打造有

文化气息、有持久生命力的河湖。搜集银川市志、扶贫事

迹、民间传说、治水名人等文化性强、可读性高的内容，

将治水精神、地域人文、特色风貌等融入河湖生态保护，

丰富提升河湖文化内涵。到 2025年，各县（市）区至少建

成 1处特色鲜明的水文化展示长廊（公园），切实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

市文化旅游广电

局，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2025年



序号 类别 建设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备注

16
开拓水上运

动旅游项目

建设

围绕华雁湖、宝湖、北塔湖等划定区域开展户外冰面速滑、

冰壶、冰球等特色冬季体育项目，选择阅海、典农河、七

子连湖等水面开阔、水流平稳地段引入社会资本，开展皮

划艇、帆板、浆板、夜间游船等水上运动项目，围绕鸣翠

湖、鹤泉湖等开发旅游度假项目，充分利用河道资源拓宽

市民的休闲运动空间，提升亲水、观水、玩水、乐水的体

验感和愉悦感。到 2025年，建设阅海、七子连湖、典农河

三沙源段水上运动中心，不断丰富全民健身内涵，打造“水
上运动+旅游”靓丽名片。

市体育局、市文化

旅游广电局、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

2025年

17
大力开展美

丽河湖建设

宣传

精心策划安排，积极对接市属媒体报、网、台、端、微等

媒体平台，向群众宣传银川市美丽河湖建设、最美河湖卫

士和河湖长制等工作，引导群众关爱、保护河湖；确保公

众对河湖建设、管理和保护等方面的满意度大于 90%。

市水务局、市生态

环境局、市园林管

理局、市自然资源

局、市住建局、市

市政管理局、市文

化旅游广电局、市

体育局，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

长期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