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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生态环境部以视频会议方式启动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试点工作。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出席并讲话。 

本次试点工作主要目的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按照“水陆统筹、以水定

岸”原则，全面摸清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底数，推动建立“权责清

晰、管理规范、监管到位”的排污口管理长效机制，有效管控入河污

染物排放，为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2019 年，生态环境部采取“试点先行与全面铺开相结合”方式，

分批分步完成长江流域、渤海海域的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工作，共发

现长江入河排污口 60292 个，渤海入海排污口 18886 个，基本实现

“有口皆查，应查尽查”目标。 

与长江、渤海相比，黄河流域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水资源分布不

均和生态脆弱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地区水资源过度开发导致水污染加

剧，一些流域尾矿、工业和生活废水无序排放问题突出。针对黄河流



域干支流、上下游不同特点，有必要选择重要支流和干流河段开展试

点，稳扎稳打，逐步探索凝练出适用黄河流域特点的排查整治经验，

进一步带动整个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 

综合考虑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实际情况，本次试点范围包括汾河、

湟水河和黄河干流甘肃段等河流（段），分别作为黄河中、上游流域

试点地区，涉及山西、甘肃、青海 3 省 12 地市（州），力争用 2-3

年左右时间，完成入河排污口“查、测、溯、治”四项任务。2020 年

工作重点是完成排查任务，借鉴采用长江、渤海排污口“三级排查”

的成功经验，分为无人机航测、人工徒步排查和专家攻坚排查“3 步

走”。 

查，就是摸清底数，全面掌握试点地区入河排污口数量及其分

布，建立入河排污口名录。 

测，就是开展监测，了解入河排污口污染排放状况，分析掌握污

染物入河排放情况。 

溯，就是进行溯源，开展排污口溯源分析，基本查清污水来源，

了解污水排放单位。 

治，就是分类整治，在监测、溯源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施

策，系统治理，有序推进入河排污口整治，有效规范和管控入河排污

口。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有序推进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把做好排查整治

工作作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战场”“训练场”，培养一批政

治过硬、业务过硬、作风过硬的骨干力量。建立部省市协调调度机

制，定期调度工作进展情况。发挥好党员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保障排查整治工作风清气正。 

会议要求，地方人民政府作为排污口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需加

强组织领导，细化落实责任，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标本兼治，

坚决反对把排污口一关了之、一堵了之等简单粗暴的“一刀切”行

为。要尊重客观规律，排污口整治时间要立足实际，绝不能层层加

码、急于求成。要把有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环境质量会不会改善、群

众评价好不好作为衡量排污口整治工作的标准，确保排查整治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