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道清淤整治方案(优质5篇)
为确保事情或工作顺利开展，常常要根据具体情况预先制定
方案，方案是综合考量事情或问题相关的因素后所制定的书
面计划。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方案呢？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方案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河道清淤整治方案篇一

为整顿全县河道管理秩序，规范采砂经营活动，确保我县境
内河道采砂秩序正常和河道环境优美，按照县委、县人民政
府有关会议精神，制定本方案：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四川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实施办法》、《四川省河道管理实
施办法》、《绵阳市河道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坚
持“依法实施，整改完善，严格监管，保持稳定”的基本原
则，加强河道管理，抓好河道环境综合整治，切实提高我县
河道安全行洪、安全渡汛的能力，确保全县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通过集中开展清理整治专项行动，使河道砂石开采规范有序，
无偷采、乱采行为。

整治的范围是：县境内涪江干流。第一期为古城境内。

（一）河道内采砂：砂石开采许可情况、采挖是否符合设计
规范要求、是否有浑水入江、是否有偷洗沙金现象等。

（二）河道内乱堆乱放，对河道防洪安全以及堤防、桥梁、
管线造成隐患的。



此次河道环境整治采取部门治理和属地管理相结合、集中整
治与分别对待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宣传政策、巡查、检查、
处罚等办法，部门与乡镇通力合作。

（一）加强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县委、县政府成立由政协
副主席任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河道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水务局委派同志参加。工作组办公室设在镇政府，负责
统一指挥、组织协调河道环境整治活动。

（二）明确整治工作责任。所涉及的水务、国土、环保、安
监、交通、林业、公安等部门及所属乡镇要通力配合，相关
职能部门严格按照职能职责认真履职，逐点切实制定整改方
案、整改措施、整改制度并全力抓好落实。

（三）建立河道环境整治长效机制。县政府抽调公安、水务、
国土等部门人员专门成立河道整治工作组，建立日常巡查制
度，乡镇要结合整治活动，迅速建立乡镇、村、社三级联管
的河道环境整治新机制，建立河道管理分级负责的责任体系，
签定监管责任书，全面完善河道环境整治管理机制。

2月20日起，用15天时间对古城境内河道进行全面宣传、巡查、
整治。

（一）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采取多种方式，如电视、
宣传车、宣传单及组织村社干部或群众会议，大力宣传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强化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整治氛围。

（二）联合执法，强行整治阶段对不按通知要求自行整改的
违法采砂业主，由整治领导小组组织联合执法队伍集中取缔
和整改。

（三）巩固提高阶段针对存在的`问题，再次提出整改要求，
督促责任单位或个人限期整改，同时加强对河道的巡查、检
查，保持河道正常的采砂环境。



（四）检查验收阶段由县河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按照本次
河道整治的目标任务要求，对整治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验收。

年二月十四日

河道清淤整治方案篇二

第一段：本段长1941.73m，渠道起点位于规划洗瓦堰轴线，
在xx沟进口设置闸门于洗瓦堰分洪。明渠标准横断面为倒梯
形生态渠道，渠底宽5m，首部设置分洪水闸、新建3座涵洞，
利用2座现状涵洞并对其上下游加长处理。

第三段：本段长1281.07m，第三段xx沟起于规划xx大道与xx
路交叉处，沿规划xx大道北侧绿化带由西向东到达xx大道西
侧，在xx新城绿化带范围内沿xx大道由南向北将洪水排入现
状横穿xx大道桥梁。矩形渠道宽7m，新建1座涵洞，并在末端
设置为暗涵形式排泄洪水，末端暗涵段总长782.82m。

【渠道护坡工程】

渠道护坡底设置c20砼护脚，顶宽0.5m，面坡1:0.5，高出渠
底高程0.8m，并设置1m基础埋深。护脚挡墙沿渠道纵向每
隔10m设置一道2cm宽沉降缝，内填沥青木丝板。

渠道护底采用2层结构。表层为30cm厚c20砼铺砌，其下
为10cm厚砂砾石垫层，上层砼铺砌中部沿排洪渠纵向间
距2.5m对称设置尺寸0.8×0.7×0.3m的c20无砂混凝土块；挡
墙及护底原则每10m分沉降缝。

【涵洞工程】

本工程涵洞为普通钢筋混凝土结构。框架由顶板、底板、侧
墙构成。根据不同宽度和覆土厚度采用不同取值，顶板、侧



墙取值为50cm~60cm，底板取值为50~70cm。顶、底板和侧
墙之间均设置梗腋倒角。箱涵底设置15cm厚c15砼垫层。

涵洞主体结构采用c30混凝土，翼墙采用c30砼，顶部挡土板
为c25砼，直径大于10mm钢筋采用hrb400，其余采
用hpb300钢筋。

【导流方案】

本工程施工特点是范围大，堤线长，构筑物呈线性布置。由
此，结合现场情况，我单位拟在原河道，截弯取直段，堰坝
等处采用纵向式围堰，侧向导流方式。

纵向、横向施工围堰采用编织袋装土外侧围护。

堰顶宽1m，迎水面坡1:1.5，双层袋装土；背水面坡1:1.5，
单层袋装土。

【土石方工程】

河道改造工程施工主要以土方开挖为主要内容，共需开挖土
方量41.5万m3.

基坑开挖前，用石灰粉撒出基坑的开挖边线，并在临近位置
打入水平桩，在水平桩上标记出开挖深度。

挡土墙基坑开挖采用挖掘机开挖，采取沿等高线自上而下、
分层、分段、依次进行。

【编制依据】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2011）



河道清淤整治方案篇三

为清除河道障碍，提高全县河道的整体防洪能力，确保今年
安全度汛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县政府统一部署，
决定开展全县河道清障整治专项活动。

单位及有关镇（场）抽调人员组成。

我县境内有涡河、包河、西淝河、北淝河四大水系及38条大
沟，承担着汛期防洪排涝的重要作用。河道障碍将导致水位
抬高、洪水漫溢，冲淤的网箱、船舶、树木、大体积障碍物
等还会阻塞桥涵、闸坝等，进而酿成更大的灾害。特别是侵
占河道的养殖网箱、住家船民、违章建筑、违法采砂、堤防
堆沙等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河道行洪安全，构成极大的
不安全隐患，亟待进行清理整治。

清障整治范围包括影响防汛安全的各大、中、小型河道。有
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滩地和堤防
及护堤地；无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为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
设计洪水位之间的水域、滩地。

清障的重点：

一是对河道内的违章建筑，要按照“谁设障、谁清除”的原
则，由县河道清障整治工作组责令相关责任单位于6月1日前
限期清除。逾期不清除的，由县河道清障整治工作组组织有
关镇（场）和农委、安监局、公安局、水务局、交通局、海
事处等部门，于6月10日前强行清除，所需费用由设障者承担。

二是对河道内所有采沙船舶，由水务局牵头，农委、公安局、
安监局、交通局、海事处和有关镇（场）配合，于6月1日前
对所有采沙船下发禁采通知。对于偷采和不听劝阻的，由所
在镇（场）配合，县水务局会同农委、安监局、公安局、交
通局、海事处强行拆除采砂工具，严厉打击非法采砂现象的



发生。

三是对在行洪河道内停泊的船舶、养殖网箱（特别是涡河二
桥至涡阳枢纽段），由县政府牵头，农委、安监局、公安局、
交通局、海事处、城关镇、城西镇、闸北镇和水务局配合，
于6月10日前全部迁移到安全区域，保证汛期水上安全。

四是对在河道内开荒种田，特别是种植高杆作物影响行洪的，
要按照《河道管理条例》规定的管理范围，由辖区镇（场）
负责，于6月10日前彻底清除阻水作物，确保行洪安全。五是
对破堤取土影响堤防安全的行为，由辖区镇（场）负责，组
织相关人员认真查处，务必于6月15日前恢复原貌，保障堤防
安全。

1、调查摸底阶段（5月20日—5月23日）

各镇（场）、县直有关单位要分别对辖区内的河道障碍物、
养殖网箱、住家船民、涉水建设项目等进行调查摸底；县水
务局对各堤防砂尝造船厂等严重影响河道行洪安全的情况进
行调查摸底。

2、宣传发动及自清自纠阶段（5月24日—5月31日）

大力宣传《水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和相关
政策，按照“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责令所有设障主体
在5月31日前自行清除违章障碍物。

3、强行清除阶段（6月1日—6月10日）

对于在主航道内设置的影响行洪安全的阻水网箱、船舶、阻
水建筑物、构筑物等，由所在镇（场）组织强行清除，所需
费用由设障者承担。在期限内未清除的，县政府将成立由农
委、安监、水务、公安、交通、海事、有关镇组成的联合执
法组，予以强行清除，费用由设障者承担。对阻挠执法的单



位或个人，由公安机关依法严肃处理。

4、验收及巩固阶段（6月11日—6月16日）

县政府对全县河道清障整治工作进行总结验收，查找不足，
及时纠正完善。对工作主动、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
彰；对工作被动、整治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严格沿河生产单位、河道采砂、河道内建筑物的审查管理。
加强宣传教育，做好群众工作，建立日常管理的长效机制，
巩固好已经取得的治理清障成果。

河道清淤整治方案篇四

为整顿全县河道管理秩序，规范采砂经营活动，确保我县境
内河道采砂秩序正常和河道环境优美，按照县委、县人民政
府有关会议精神，制定本方案：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四川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实施办法》、《四川省河道管理实
施办法》、《绵阳市河道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坚
持“依法实施，整改完善，严格监管，保持稳定”的基本原
则，加强河道管理，抓好河道环境综合整治，切实提高我县
河道安全行洪、安全渡汛的能力，确保全县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通过集中开展清理整治专项行动，使河道砂石开采规范有序，
无偷采、乱采行为。

整治的范围是：县境内涪江干流。第一期为古城境内。

（一）河道内采砂：砂石开采许可情况、采挖是否符合设计



规范要求、是否有浑水入江、是否有偷洗沙金现象等。

（二）河道内乱堆乱放，对河道防洪安全以及堤防、桥梁、
管线造成隐患的。

此次河道环境整治采取部门治理和属地管理相结合、集中整
治与分别对待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宣传政策、巡查、检查、
处罚等办法，部门与乡镇通力合作。

（一）加强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县委、县政府成立由政协
副主席任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河道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水务局委派同志参加。工作组办公室设在镇政府，负责
统一指挥、组织协调河道环境整治活动。

（二）明确整治工作责任。所涉及的水务、国土、环保、安
监、交通、林业、公安等部门及所属乡镇要通力配合，相关
职能部门严格按照职能职责认真履职，逐点切实制定整改方
案、整改措施、整改制度并全力抓好落实。

（三）建立河道环境整治长效机制。县政府抽调公安、水务、
国土等部门人员专门成立河道整治工作组，建立日常巡查制
度，乡镇要结合整治活动，迅速建立乡镇、村、社三级联管
的河道环境整治新机制，建立河道管理分级负责的责任体系，
签定监管责任书，全面完善河道环境整治管理机制。

2月20日起，用15天时间对古城境内河道进行全面宣传、巡查、
整治。

（一）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采取多种方式，如电视、
宣传车、宣传单及组织村社干部或群众会议，大力宣传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强化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整治氛围。

（二）联合执法，强行整治阶段对不按通知要求自行整改的
违法采砂业主，由整治领导小组组织联合执法队伍集中取缔



和整改。

（三）巩固提高阶段针对存在的问题，再次提出整改要求，
督促责任单位或个人限期整改，同时加强对河道的巡查、检
查，保持河道正常的采砂环境。

（四）检查验收阶段由县河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按照本次
河道整治的'目标任务要求，对整治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验收。

年二月十四日

河道清淤整治方案篇五

为贯彻落实《“河长制”实施方案》文件精神，全面整治流
域生态环境问题，实现“水清、河畅、岸绿、生态”的上清
溪流域，特制定上清溪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严格落实“河长制”，加强水土流失、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
生活污染等治理，加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流域生
态系统修复，推进绿色屏障工程建设，有效遏制上清溪流域
乱砍乱伐、乱排乱倒、乱采砂等问题，及时发现、处置水环
境事件。到20xx年，上游植被覆盖率增加10%以上，含沙率减
少30%以上，明显改善流域内水质、水环境和人居环境，基本
实现流域内“水清、河畅、岸绿、生态”的目标。

（一）深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1、完善流域污水处理。进一步加快和完善流域乡村污水处理
设施及日常运行维护，实现集镇中心区域污水处理设施全覆
盖。因地制宜，推进周边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20xx—20xx年建设2座污水处理设施，逐步扩大流域治理
范围。到20xx年，流域内生活污水处理覆盖率达到50%。督促
乡镇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设施长效管护机制，加大检查力度，
及时修复受损设施，确保建成的环保设施正处运行，发挥效



益。

2、加强流域垃圾治理。建立健全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逐
步完善村级垃圾处理体系，配足保洁人员，保证资金投入，
做到环境净化、村庄整洁。大力开展环保宣传活动，让环境
保护与村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切实加大上清溪河道两岸及
水面的保洁力度，全面清理堆积在河道两岸的生活垃圾、烟
叶杆和建筑垃圾等废弃物，及时清理水面漂浮物，保证河道
两岸及水面环境整洁。

牵头单位：住建局

责任单位：环保局

（二）加快流域生态系统修复

1、加快上清溪河道疏浚及护岸绿化。严格规范河道采砂管理，
禁止随意采砂，及时清理乱堆沙现象。同时，加快护岸工程
建设和护岸绿化，。

牵头单位：水利局

责任单位：国土局、住建局、

2、加强容易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项目管理。严格依法申
报流域内工程项目建设，制定水土保持及植被恢复方案，落
实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加强对工程弃土及建设垃圾的管控，
严格限制毛竹、种茶叶等产业的发展，有效防止人为造成新
的水土流失，加大上游生态脆落区及道路两侧水土保持和植
被恢复工作，确实保护流域水质，减轻水土流失危害。

牵头单位：水利局

责任单位：住建局、



（三）推进绿色屏障工程建设

牵头单位：林业局

责任单位：环保局、水利局

2、上清溪旅游公路绿色通道建设。加快对公路边坡、创面及
沿线两侧一重山的造林绿化美化工作，建设景观丰富、层次
分明、环境优美的绿色通道、绿色屏障。

牵头单位：林业局

责任单位：交通局、住建局、公路分局

（四）全面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牵头单位：农业局；

责任单位：环保局、

2、严格控制农药、化肥使用。在流域内加快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的应用和推广，引导农民科学施肥，政策上鼓励农民使用
有机肥，逐步减少化肥使用量。大力推广运用病虫害综合防
治、生物防治和精准施药等技术，引导农民使用生物素农药
或高效、低毒等农药，切实降低农药对土壤和水质的'影响。

牵头单位：农业局

责任单位：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了确保水环境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按期实现各项整治任务，成立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旅游管委会。

（二）明确工作职责。县各有关单位、各乡镇要按照《泰宁县



“河长制”实施方案》的要求，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
“一岗双责”，把整治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各有关单位和乡（镇）主要领导为整治工作第一责任人，负
责组织本方案实施；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负责具体工作
落实。

（三）实行部门联动。流域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严
格履行各自监管职能，加强协调配合，建立联合执法机制，
充分发挥部门联动优势，形成政府统一领导、部门联合行动、
公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

（四）强化督查考核。县纪委、效能办及流域河道整治工作
领导小组定期组织进行监督检查，及时跟踪各项工作任务落
实情况，将各部门贯彻落实实施情况作为单位评先、评优和
单位负责人年终考评、晋级、晋升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