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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河道管理、保护和合理利

用，保障防洪安全和供水安全，维护河道生态环

境，发挥河道综合功能，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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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

河道、湖泊、水库库区、人工水道。

柳林泉域保护范围内的河道管理，同时适用

《吕梁市柳林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

黄河、汾河管理，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

行。

第三条 河道的管理、保护和利用，应当服

从防洪总体安排，遵循全面规划、综合治理、严格

保护、合理利用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河道管理的统一领导，将河道治理、保护和利

用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河

道治理、保护等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建立健全重

大事项协调工作机制、部门联动综合治理长效机

制、河道管理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并组

织实施。

第五条 市、县（市、区）、乡（镇、街道）建立

河长制，构建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

护有力的河道管理机制。

各级河长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

保护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置的河长制工作机构，

承担河长制组织实施具体工作，落实河长确定的

事项。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的河道主管机关，按照规定

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河道的统一管理和监

督工作。

发展和改革、规划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

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农业农村、行政审批等

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河道管理的相

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助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做好本区域内河道管理和监督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通过村规民约或者居

民公约，引导村（居）民自觉维护河道环境，协助

做好河道清淤疏浚和保洁等工作。

第七条 河道管理实行按流域统一管理和

按行政区域分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划分为

市级河道、县级河道和乡级河道。

市级河道为文峪河、岚漪河、三川河、湫水

河、蔚汾河、磁窑河、虢义河、昕水河、岚河、段纯

河、屈产河。

县级河道和乡级河道名录，由县（市、区）水行

政主管部门确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八条 河道治理、水域岸线保护利用等规

划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流域综合规划、防洪

规划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同时与有关规划

相协调。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同有关部门和有关

地区编制河道治理、水域岸线保护利用规划，报

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建立河道监督管理制度，加强对河道

的治理、保护、利用和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建立

联合执法机制，开展执法活动，协同查处影响堤

防护岸安全、阻碍行洪排涝通畅、损害河道生态

环境等违法行为。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河

道的义务，有权制止和检举破坏河道行为。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河道

保护的宣传教育。

对在河道管理和保护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

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鼓励支持社会力量以出资、捐赠、科学研究、

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河道治理、保护和利用。

第二章 河道治理

第十一条 河道治理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

洪标准、输水标准、生态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要求，

按照经批准的规划进行，维护堤防安全，保持河势

稳定，保障行洪、输水畅通，改善河道生态环境。

第十二条 对河道管理范围内阻水障碍物，

按照“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由设障者承担清

除责任。

第十三条 对壅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

码头和其他跨河、穿河、临河工程设施，根据国家

规定的防洪标准，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建或者

拆除。汛期影响防洪安全的，应当服从水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防汛指挥机构的紧急处理决定。

第十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河道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采取水土保持、

绿化造林、生态修复等措施涵养水源；防治工业

点源、农业面源、城镇生活、固体废物等污染，加

快城乡雨污分流管网建设，推进污水集中处理和

再生水利用，保障河道水环境安全。

第十五条 河道建设整治可以通过生态护

岸、景观绿化、截污治污、堤防修复、滨水空间改造、

清淤疏浚等措施，保护生态功能，美化河道环境。

城镇建成区内河道、城镇建成区外有条件的

河道，沿岸绿地宽度达十五米以上的，应当建设、

改造为公园绿地，并向社会公众开放。

河道建设整治采用的材料和使用的作业机

械，应当符合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要求。

第十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河道生态流量水量的管理，防

止河流断流、基流减少。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河道水量

水质监测情况，制定河道生态调水补水总体调配

方案，采取先进的技术和工程措施进行调水补

水，促进河道水体流动，改善河道水质。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根据再生水利用的有关规定，将再生水纳入河

道生态调水补水总体调配方案。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水库、水

电站、拦河闸坝等水工程，应当建设保证河道合

理生态流量水量的泄放、监测设施，并按照批准

的调度方案运行。

第十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监测河道淤积情况，制定河道

清淤疏浚年度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

施；建立河道淤（污）泥产生、运输、储存、处置全

过程监管体系，对河道产生的淤（污）泥应当按照

规定进行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置。

第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河道保洁年度计划及其实施

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保洁年度计划及其实施方案应当明确保洁

责任区及责任单位、保洁服务单位的条件和确定

方式、保洁具体任务及要求、保洁费用标准、保洁

经费筹集、监督考核办法等内容。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加强河道保洁工作的监督检查，督促保洁责任

单位落实保洁任务，保证河道整洁。

第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测机构应

当组织开展河道水质监测，发现水污染物排放总

量超过控制指标的，或者水功能区的水质未达到

水域使用功能要求的，应当及时依法处理，并报

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采取整治措施。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在

开展河道日常巡查监管中，发现有水污染物排放

情况的，应当及时向同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通

报，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第三章 河道保护

第二十条 有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为两

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行洪区、两岸堤

防及堤防背水面护堤地。无堤防的河道，其管理

范围为河道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之

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和行洪区。

根据堤防的重要程度、堤基土质条件等，可以

在河道管理范围的相连地域划定堤防保护范围。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划定、公布本行政区域内河道的具体管理范围，由

本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设置河道界桩和公

告牌。市级、县级河道具体管理范围公布前，应当

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禁止从事

下列活动：

（一）建设或者弃置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

（二）设置拦河渔具；

（三）倾倒、堆放、掩埋矿渣、石渣、煤灰、垃

圾；

（四）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污染物的车

辆、容器；

（五）超标排放污水；

（六）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妨

碍河道行洪的其他活动。

在行洪河道内，禁止种植阻碍行洪的高秆作

物、林木（堤防防护林、河道防浪林除外）。

在河道水面，禁止布设妨碍行洪、影响水环

境的光能风能发电、餐饮娱乐、旅游等设施。

第二十二条 不得擅自围垦围占河道、围库

（湖）造地、围占水库（湖）水域和人工水道。擅自

围垦或者围占的，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依法

予以清退。

第二十三条 在堤防和护堤地，禁止建房、

安装设施（河道和水工程管理设施除外）、放牧、

开渠、打井、耕种、挖窖、葬坟、晒粮、存放物料（防

汛物料除外）、开采地下资源、考古发掘以及开展

集市贸易活动。

在堤防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危害堤防安全

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堤顶、戗台、护堤地兼做公路

的，应当符合堤防和道路技术标准，采取相应的

安全维护措施，落实养护责任。

第二十五条 护堤护岸林木，由河道管理单

位组织营造和管理，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砍伐、侵占或者破坏。

第二十六条 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在河道水

系内填堵、缩减或者废除原有河道沟汉、贮水湖塘

洼淀和废除原有防洪围堤，不得调整河道水系。

第二十七条 城乡建设和发展不得擅自占

用河道滩地，确需占用的，应当符合行洪和供水

要求。对于居住在滩区的居民，当地人民政府应

当有计划地组织外迁；暂时难以外迁的，应当编

制滩区安全建设规划，保障滩区防洪安全。

河道滩地不得作为基本农田或者占补平衡

用地。对于已作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民耕

种的滩地，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组织农

民退耕还滩；对于农民擅自占用的滩地，由所在

地人民政府依法予以清退。

第二十八条 河道岸线不得擅自占用。

河道岸线的界限，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划定后，报同级人

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九条 山区河道易发山体崩塌、滑

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河段，市、县（市、区）人

民政府水行政、规划和自然资源等部门应当按照

职责分工加强监测、预防和保护。在上述河段，

禁止从事开山采石、采矿、开荒等危及山体稳定

的活动。

第三十条 禁止损毁、侵占堤防、护岸、闸坝

等水工程建筑物和防汛、水文、水工观测、通信照

明等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堤防、护岸和其

他水工程及其配套设施造成损坏的，应当负责修

复并承担相关费用。

第三十一条 水行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

当加强河道监测设施建设和管理维护，运用信息

化手段开展河道水质、水量、水环境、水生态及涉

河活动的监测监控。

第四章 河道利用

第三十二条 利用河道进行供水、灌溉、水

力发电、水产养殖等活动，应当符合流域综合规

划、防洪规划、水域岸线保护利用规划、节约用水

规划和流域水环境等有关技术要求，统筹兼顾，

合理利用，发挥河道的综合效益。

第三十三条 在河流上建设水工程，应当取

得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

第三十四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扩

建、改建的跨河、穿河、临河建筑等涉河建设项

目，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有关技术要

求。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河道管理权限将工程建

设方案和防洪评价报告报经行政审批部门批准；

安排施工时，应当按照审批的位置和界限进行。

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期间及时清理施工废

弃物及阻水障碍物，在施工结束后及时恢复河道

原状。

第三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涉河建设项目的建设和运行

进行监督检查。

涉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应当有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第三十六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进行下列

活动，应当经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批部门批

准：

（一）采砂、采石、取土、弃置砂石或者泥土；

（二）爆破、钻探、挖筑鱼塘；

（三）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开采地下资源及

进行考古发掘；

（四）种植、养殖、经营旅游、水上训练、举办

赛事、影视拍摄等；

（五）其他妨碍行洪安全、水工程安全的活动。

第三十七条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开采

矿产资源、建设地下工程或者考古发掘活动，不

得影响河道和堤防工程安全。因开采矿产资源、

建设地下工程或者考古发掘，导致河床、滩地塌

陷或者岸线、工程设施损坏的，应当立即停止开

采、建设和发掘活动，采取补救措施，恢复原状，

依法赔偿损失。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以及本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

地方性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

工作人员在河道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

关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河长以及有关部门、河长制工作

机构人员未依法履行河长制职责，造成生态环境

损害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 2020年 10月 1日起

施行。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 2020年 6月 30
日通过的《吕梁市河道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吕梁市河道管理条例》的决定

（2020年7月31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吕梁市河道管理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0年 7
月 31日批准，现予公布，自 2020年 10月 1日起施行。

吕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8月4日

吕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20年 6月 30日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通过
2020年 7月 31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哎哟，好疼！”“怎么了？”“疼！好疼呀，可能骨

折了！”雨后的清晨，空气清新，格外凉爽，今年年过

60的贺某一大早来到汾阳市禹门河公园散步，享受

着夏日清晨的美好时光。突然，她不慎脚踩到淤

泥，脚下一滑，身体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这可怎么办？就在老人一筹莫展时，不远处一

位素不相识的人箭步跑过来。他过来帮忙时认真

检查了疼痛部位，说应该是左腿股骨骨折，需要赶

紧送医院。在等待车到来的过程中，他小心搀扶着

贺某从河道 100余米的地方来到路旁。车来到后，

他帮忙将贺某送入车中。当贺某及家人要感谢无

私帮助他们的好心人时，才发现这位好心人已悄悄

离开，一家人对未能向好心人表达谢意而内疚。

贺某及时住进了山西省汾阳医院骨科二病

区。手术前，麻醉师来了解病情时，贺某惊喜地发

现：“这不是那天早上对我施救的那位不留名的好

心人吗？”竟然在医院遇到了。

贺某所说的这位好心人就是山西省汾阳医院

麻醉科医生魏全柏。

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贺某一家激动不已，终于

可以当面说声“谢谢”了！手术过程中，魏全柏更是精

心呵护，精湛的麻醉医术使患者免受巨大的疼痛之

苦。而骨科二病区的王智勇主任，赵敦、张国华医生，

张海青护士长、刘彩霞等护理人员，他们精湛的医术

和精心的护理让贺某一家感动不已，术后恢复顺利。

出院时，贺某一家拿着一封感谢信，表达他们

心情一家人的感谢，特别感谢汾阳医院这所百年老

院培养了雷锋式的好医生魏全柏,培养了像骨科二

病区医护人员这样医术与医德并重的医护人员。

信上说：“有这样的爱心医生和护士,是我们患者的

福气,是社会的正气！他们是我家的救命恩人,也是

当今社会助人为乐、爱心高尚的典范！”

出手相救不留名，无私帮助显爱心。魏全柏医

生的善行善举是一颗大爱的、滚烫的心之下的平常

之举；骨科二病区医护人员精心尽心的治疗护理是

仁心医者的平常之举，然而，正是他们看似平常的

一言一行，如和煦春风般温暖着患者的心！一份份

感谢信、一面面锦旗，是患者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

更是对山西省汾阳医院医护人员的肯定与鼓舞。

朱俊琳

一封迟来的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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