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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编制背景

2019 年 9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上发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伟大号召，亲自擘画确立了国

家“江河战略”的宏伟蓝图。水利部迅速启动幸福河湖试点建设，印发了《关

于开展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储备工作的通知》《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意

见（试行）》等指导文件，2024 年 12 月 31 日，水利部、财政部、自然资源

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幸福河

湖建设的意见》，部署以各地“母亲河”为重点，制定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

案（2025-2030 年），以总河长令等形式印发实施。

自 2021 年起，结合我省省情，借鉴广东经验，全面启动了万里绿水长廊

建设，致力于打造人水和谐的生态样板。2023 年，我省进一步深化河湖治理

实践，积极开展延吉市烟集河国家幸福河湖试点以及松辽流域幸福河湖建设

探索。截至 2024 年底，累计建设 127 条（段）幸福河湖，河湖面貌明显改善，

在全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河湖生态复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

实践中，与幸福河湖建设目标和人民生活需求还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聚焦

河湖系统治理、管护能力提升、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

加大工作力度。因此，省河长办组织制定了《吉林省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

（2025-2030 年）》，以河湖长制为抓手，以建成河安湖晏、水清鱼跃、岸绿

景美、宜居宜业、人水和谐幸福河湖为目标开展幸福河湖建设，着力增强人

民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吉林高质量

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现代化“水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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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过程

（一）起草初稿。按照幸福河湖建设相关文件和《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

案编制指南》要求，积极协调省级相关河长制成员单位和各地河长办，搜集

涉河湖综合规划、行业规划、实施方案等规划，充分利用水利普查、中小河

流治理方案、河湖健康评价、一河（湖）一策等已有成果，对照幸福河湖建

设标准，以各地“母亲河”、县域重要河湖等为重点，以流域为单元，以河

湖水系为脉络，统筹干支流、上下游、左右岸，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

态、水环境、水文化和岸线保护，调查梳理省域范围内河湖治理现状、问题

与需求，结合河流建设基础、群众需求、地方财力，编制形成《吉林省幸福

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5-2030 年）（征求意见稿）》，明确 2030 年前建设

目标、空间布局、重点任务，并对建设项目、资金投入及实施进度作出具体

安排。

（二）征求意见。征求各地人民政府、省级河长制成员单位意见，并根

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吉林省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5-2030

年）（专家咨询稿）》。

（三）专家咨询、风险评估和公众参与。请相关领域专家召开专家咨询

会和风险评估会，并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吉林省幸福河湖建

设实施方案（2025-2030 年）（合法性审查稿）》，同步在省水利厅网站进行

征求公众意见。

（四）合法性审查。提请厅法规处组织进行合法性审查，并根据审查意

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吉林省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5-2030 年）（厅

党组会议审议稿）》。

（五）厅党组会议审议。提请厅党组会议审议，并根据审议意见进行修

改完善，形成《吉林省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5-2030 年）（省河长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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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审议稿）》。

（六）省河长办会议审议。提请省河长办会议审议，并根据审议意见进

行修改完善，形成《吉林省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5-2030 年）（省总河

长会议审议稿）》。

（七）省总河长会议审议。提请省总河长会议审议，并根据审议意见进

行修改完善，形成《吉林省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5-2030 年）》。

（八）省级总河长签发。提请省总河长签发《吉林省幸福河湖建设实施

方案（2025-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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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与形势

（一）基本情况
吉林省地处中国东北地区腹地，位于东北亚地理几何中心。地跨东经 121°

38′～131°19′、北纬 40°50′～46°19′之间。东西长 769.62 公里，南北

宽 606.57 公里，土地面积 18.74 万平方千米，占中国国土面积的 2%。北接黑龙

江省，南邻辽宁省，西接内蒙古自治区，东与俄罗斯联邦接壤，东南部与朝鲜

隔江相望。

图 1 吉林省地图

吉林省是河源省份、东北水塔，横跨松花江、辽河流域，素有“三江源”

的美誉。全省河流众多，分属松花江、辽河、绥芬河等五大水系，全省流域面

积在 2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共 1718 条，流域面积在 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共

912 条，流域面积在 2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250 条，流域面积在 3000 平方公

里以上的河流 30条。全省水面面积在 1 平方公里以上的自然湖（泡）有 15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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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平方公里以上的自然湖（泡）有 29个，50 平方公里以上的自然湖（泡）有 2

个，分别为查干湖和波罗湖。

图 2 吉林省水系图

全省共建设五级及以上堤防 8029.24 公里，达标堤防 5188.85 公里、达标

率 64.6%。现有水库 1225 座（水利注册登记 1212 座，能源部门注册 11 座、未

注册纳入防洪调度 2座），其中：大型水库 19座，中型水库 110 座。水库总库

容 324.913 亿立方米，，防洪兴利、供水保障等综合效益显著。

2023 年，全省人口为 2339.4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514.1 万人，占总人口

的 64.72%。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13531.19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 1644.75，第二

产业 4585.03，第三产业 7301.4，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 6.3％。人均生产总值

57739 元。全省粮食产量 837.3 亿斤，创历史新高。

2024 年，全省重点流域 111 个国家考核断面（点位）中，达到或优于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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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断面 98 个，优良水体比例 89%，同比上升 2.8%，四类水质断面 13 个，占

比 11%，无五类、劣五类水质断面。全省水环境质量总体呈持续改善趋势，总计

有 22个断面水质类别同比提升，51个断面水质类别优于国家目标。

（二）现状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吉林省委、省政府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生态

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论述精神，积极响应国家对美丽中国建设的

战略部署，自 2021 年起，创新思路、主动作为，全面启动了具有吉林特色的万

里绿水长廊建设，致力于打造人水和谐的生态样板。2023 年，我省进一步深化

河湖治理实践，积极开展延吉市烟集河国家幸福河湖试点以及松辽流域幸福河

湖建设探索。截至 2024 年底，累计建设 127 条（段）幸福河湖（其中 2023 年

评定 45 条，2024 年评定 82 条），河湖面貌明显改善，为后续幸福河湖建设奠

定坚实基础。

结合我省自然地理特征以及水系分布特点，对标国家幸福河湖建设要求和

人民生活需要还存在着短板和差距。

在水灾害防治方面，各地积极推进流域综合治理，主要流域基本消除重大

水灾隐患，大江大河及重要支流的洪水防御目标基本实现，城市防洪工程建设

基本完成，中小河流安全行洪能力得到一定加强。但部分堤防还存在沙基沙堤

等防洪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蓄滞洪区安全设施建设及保护存在短板，水库（闸）

病险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点多面广的山洪沟还未得到全面整治，山洪灾害监

测防治措施和基层防汛预警体系仍不健全，流域内主要涝区排涝标准低，排涝

能力不足、基础设施不配套等。部分地区水土流失加剧河道淤积，增加水灾害

风险，需通过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进行整治。

在水资源分布方面，全省多年平均降水量 608.4 毫米，水资源总量 400 亿

立方米，水资源相对匮乏，人均占有水资源量 1450 立方米，约为全国平均水平

的三分之二，耕地亩均占有水资源量 355，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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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相对匮乏的中西部地区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矛盾

仍然突出。全省多数水利工程、水电站等建设年代久远，没有建设生态放流设

施，河湖生态流量难以保障。

在水生态修复方面，随着“生态强省”和美丽吉林建设，实施河湖连通、

水系治理与湿地恢复等生态工程，推进城市和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开展生态

应急补水等努力保障河湖生态基流，河道内水生态环境改善明显，水体中鱼类

的种类和数量逐年上升，但部分支流枯水期仍存在断流现象，生态流量保障存

在短板，影响河湖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水土流失治理尚未取得根本性

突破，局部区域土地退化问题依然突出，不仅严重影响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

大熊猫”的可持续利用，更对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造成不利影响。

在水环境治理方面，水环境质量总体向好，但治理任务依然艰巨。部分市

县污水处理能力不足，存在管网不完善、设施运行不稳定或运行机制不健全等

问题。部分市县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行，个别县存在季节性垃圾渗滤液积存现

象。一些市县对建筑垃圾管理不到位，存在散乱堆放情况。农村地区，生活垃

圾收运处置设施尚未全覆盖。区域性、流域性污染问题依旧存在。部分流域水

环境质量改善成效不稳固，已消除劣Ⅴ类的水体有反弹风险，优良水体也面临

水质下降隐患。特别是枯水期，受季节性水资源短缺影响，部分断面易出现水

质超标问题。

在水文化传承方面，我省水文化资源底蕴深厚，松花江是东北文明重要的

母亲河，流域承载着吉林省发展的主要历史脉络，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文化、

红色文化、冰雪文化更是成为我省水文化图谱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对水文化

的系统梳理仍然较为欠缺，特别是对渤海国历史文化、高句丽民族文化、抗美

援朝红色文化内涵研究不够深入，未能形成具有特色的水文化品牌以及体现水

文化地位的系列研究和宣传，水文化发展水平与地位不相称。在挖掘水文化底

蕴、发挥水文化价值、推动水经济发展方面还有巨大潜力。

在河湖管护方面，河湖长制在部分地区落实不到位，责任传导存在“上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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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温下冷”现象，基层管护力量薄弱，资金和技术支持不足。河道非法采砂、

侵占水域岸线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监管难度大；跨区域河湖协同治理机制不

完善，上下游、左右岸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协作，导致治理标准和力度不一致，

影响河湖管护整体成效，难以实现河湖长治久清目标。

在支撑流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通过引调水等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

水资源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撑和保障作用，矿泉水资源开发

已经形成明显的规模和品牌优势，“水+文旅”的融合发展有序开展，但水经济

综合开发程度不足，现有产业主要依赖于资源开采和初级加工，对优质资源的

利用还处在初级阶段，导致产品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西部河湖区点状效应

明显，未形成集群发展格局。

（三）面临形势
幸福河湖建设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以高品质

河湖生态环境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着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国家《东北振兴“十四五”规划》明确要求吉林省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构建“东中西”差异化生态格局。松花江、辽河等流

域治理需与粮食安全、黑土地保护协同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要求河湖

治理与城市空间优化深度融合，依托伊通河、新凯河和历史沟渠治理保护、雨

污分流改造与滨水景观带建设，实现从“城市纳污沟”到“生态廊道”的功能

重构。

总书记在吉林讲，要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到高质量发展上。省委要求，发展

必须是、只能是高质量发展。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生产、生活、

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行业，都离不开水资源的支撑和保障。在助力经济发

展方面，我们要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以“大水网”

建设为重点，系统实施重大引调水、供水保灌等工程。积极探索水生态价值转

化路径，大力发展“幸福河湖+”的文旅融合发展模式，重点打造“松花江+消



吉林省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5-2030 年）（征求意见稿）

第 6 页 共 34 页

夏”、“东辽河+民俗”、“查干湖+冰雪”等亲水文旅品牌。同时，强化水资

源刚性约束，倒逼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助力经济转型升级。在助力高水

平安全方面，我们要守牢保障防汛安全天职，加快推进水毁水利工程修复和 G331

国道全线堤防加固等项目建设，提升江河堤防防洪能力。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

间管控，纵深推进河湖“清四乱”，全面提升河道行洪能力。强化粮食生产“耕

地是根本，命脉在水利”的责任意识，坚决扛稳保障粮食安全重任。保护改善

生态环境，治水是基础和关键。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把握治水规律，改善水生

态、水环境，写好因水而美的生态答卷。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省委书记黄强在省十四届人大

四次会议闭幕时强调：“让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和生态环境的“高颜值”相

映生辉”，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亭在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做出聚焦巩固

拓展生态优势，着力促进全面绿色转型部署。开展幸福河湖建设，要紧扣“生

态安全屏障、绿色转型引擎、民生福祉载体”功能定位，以智慧管护提升治理

效能，以生态经济激活发展动能。坚持小切口破题、大纵深推进，把“问题清

单”作为“改革清单”，以机制创新突破体制障碍，对主要矛盾、关键症结、

久拖不决的问题，集中力量攻坚，以点带面、激活全局，实现改革整体突破。

通过实施 57个幸福河湖建设工程，到 2030 年基本建成“河安湖晏、水清鱼跃、

岸绿景美、人水和谐”的幸福河湖体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安全

保障。

二、总体要求

（一）工作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总书记关于治水的

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始终以对国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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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负责、对千秋万代负责的担当，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制，以“母亲河”、县

域重要河湖等为重点，立足流域单元，以河湖水系为脉络，统筹上下游、左右

岸、干支流协同治理。系统推进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文化和

岸线保护工作，高质量打造吉林幸福河湖，不断完善河湖生态保护治理体系和

水治理体制机制法治体系，推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高品质河湖生态环境支撑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

成河安湖晏、水清鱼跃、岸绿景美、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幸福河湖，为吉林

建设成为“美丽中国”先行区、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

新突破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方案现状水平年为 2023 年，规划水平年为 2030 年。

（二）建设目标
到 2030 年，全省幸福河湖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力争完成 57 条幸福河湖创

建（详见表 1），推动流经城市和县（市）政府所在地的河湖（母亲河）、县域

重要河湖基本建成幸福河湖，同步实现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同时，

初步构建河湖伦理，基本建成河湖保护治理新体系，实现防洪保安全、水资源

优质、水生态健康、水环境宜居、水文化先进的有机融合，最终达成人水和谐

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愿景（详见表 2）。

表 1 吉林省幸福河湖建设范围表（分市）

地级市 河流、湖泊名称
不跨市

河流数量

跨市

河流数量

长春市
西新河、杨柳河、蒋家河、东新开河、双阳河、卡岔河、东

辽河（跨市）、二道河、小辽河、小南河、伊通河（跨市）
9 2

吉林市

松花湖、温德河、鳌龙河、西阳河、细鳞河、拉林河、辉发

河（跨市）、挡石河、牤牛河、蛟河、小蛟河、辉发湖、团

山子河

12 1

四平市 招苏台河、东辽河（跨市）、西苇河、伊通河（跨市） 2 2

辽源市 大梨树河、渭津河、东辽河（跨市）、莲河、楸树河 4 1

通化市
三统河、乌鸡河、凉水河、一统河、榆林河、二密河、哈泥

河、小罗圈河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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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市
红土崖河、板石沟河、汤河、松江河、头道松花江（跨市）、

正身河、八道沟河、三道沟河
7 1

松原市 龙凤湖、引拉河 2 0

白城市 东湖、黑鱼湖 2 0

延边州 海兰河、牡丹江、珲春河、库克纳河、布尔哈通河 5 0

长白山 二道白河、头道松花江（跨市）、北黄泥河 2 1

梅河口市 辉发河（跨市） 0 1

合计 53 4

注：东辽河：跨长春、四平、辽源

伊通河：跨长春、四平

辉发河：跨吉林、梅河口

头道松花江：跨白山、长白山。

表 2 幸福河湖建设目标

序号 指标 目标

1 建设幸福河湖数量 ≥57

2 河湖防洪达标率 ≥85%

3 河湖生态岸线及植被覆盖率 ≥80%

4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85%

5 水质达标率 ≥80%

6 生态流量达标率 ≥85%

7 水土保持率 ≥82%

（三）总体布局
立足我省省情、水情特点，深入分析水资源状况、水生态环境、水文化传

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地方意愿的基础上，因

地制宜推进东部山区、中部丘陵台地和西部平原区幸福河湖建设，让河湖治理

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东部山地区

聚焦通化、白山、长白山、延边州四地 23条重点河湖，立足区域水系、生

态与经济发展格局，深度融入“通化—白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经济发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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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以水源涵养保护和水土保持为根基，将山洪沟治理作为核心抓手，系统

推进重要水源地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与治理，同步完善防洪减灾体系，提

升山洪灾害防御能力。严格把控区域开发强度，依托良好生态资源，大力发展

涉水产业，延伸生态产业链条，健全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在筑牢“东北

水塔”水源涵养屏障的过程中，打造集生态屏障、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于一体

的幸福河湖样板。

2.中部台地平原区

聚焦长春、吉林、四平、辽源、梅河口五地 30条重点河湖，立足区域生态、

经济与安全需求，深度融入吉林省中部地区经济带发展战略，以沙堤治理为关

键抓手，系统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强化防洪体系，对薄弱区域沙堤实施新建、

加固工程，筑牢水安全防线，为经济带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打造兼具防洪、生态、文旅功能的复合廊道，同步开展生

态湿地修复，厚植经济带绿色生态底色；深化水土流失治理，提升松花湖、东

辽河等管护效能，推动生态价值转化，以“幸福河湖+文旅”模式激活经济带发

展动能，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3.西部草甸、湖泊、湿地、沙地区

聚焦白城、松原两地 4 条重点河湖，立足区域生态与发展需求，以河道管

护和生态治理为核心，通过清淤疏浚、水系连通、生态缓冲带建设等系统工程，

巩固盐碱地治理成果，提升植被覆盖与水质，复苏生物多样性，优化西部河湖

区“一核多点水相连”水系格局，增强河湖生态系统稳定性，为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筑牢生态根基。

三、重点任务

（一）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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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筹提升洪涝灾害防御能力

加强流域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切实

增强流域治理效能。吉林省幸福河湖建设规划全力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严

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河湖行洪蓄洪空间实施严格管控。立足现有防洪排涝

体系基础，全面细致排查现存河道防洪薄弱环节，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科学有

序开展河道治理、堤防加固、护岸建设、堤顶道路修缮等一系列工程治理举措。

2025-2030 年，计划针对全省范围内 26 条河流（段）开展堤防新建、修缮等加

固工程，拟治理河流长度预计为 843.185 公里，以此有效提升防洪薄弱区河岸

抗冲刷能力，确保水势稳定，显著增强河道行洪能力，使其在抵御汛期洪水时

能够充分发挥关键的防灾减灾作用，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经济社

会稳定发展筑牢坚实防洪屏障。

2.持续强化河湖水域管控治理

纵深推进河湖库“清四乱”规范化、常态化管理，持续开展河湖遥感疑似

问题图斑核查及岸线利用项目清理整治复核，动态更新问题清单台账，以“发

现—整改—销号”闭环管理机制，实现违法违规问题逐年下降。2025-2030 年，

聚焦 5条总长 21.854 公里的重点河段，系统实施清淤扩宽、生态护岸建设、岸

边生态缓冲带修复等工程，全面提升河湖生态修复水平。同时，严格落实国土

空间管控要求，科学划定河湖岸线保护区、保留区和控制利用区，进一步健全

“河湖长+部门协同”责任体系，构建完善“四乱”问题发现、调查、整改、问

责、处置全链条工作体系。推动各级河湖长履职从“全面覆盖”向“实质见效”

深化。通过强化部门间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实现河湖保护与开发利用的

协同推进、可持续发展，切实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二）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3.河湖生态流量确定和保障

立足省内河湖水资源禀赋、开发利用现状及生态保护迫切需求，科学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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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流量管控体系，对全省河湖实施分期分批精准治理，2025-2030 年，重点推

进通化市柳河县乌鸡河 41.048 公里河段的水生态治理工程，同步在全省范围因

地制宜开展生态补水行动，全力保障河湖基本生态用水需求，维护河湖生态系

统健康。通过构建长效化生态流量管理机制，系统优化水资源配置，强化动态

水量调度，持续提升河湖水量涵养能力，确保河湖生态流量保障工作取得实效。

4.加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

突破单一要素、单一区域的治理局限，通过统筹规划、协同推进水生态保

护与修复，精准推进水质改善、环境美化和水土流失防治，强化农田及水域周

边污染拦截，严控入河污染负荷，减少面源污染影响。2025-2030 年，对全省

12 条河流（段）、254.528 公里河道，开展护岸修复、配套附属工程兴建、生

态护坡修复等综合治理，为河湖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筑牢基础。

5.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

积极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工程和侵蚀沟治理工程建设。2025-2030

年，聚焦全省范围内需加强水源涵养与水土流失改善的 3 条总长度 54.89 公里

的重点河流（段），统筹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改造工程。以

江河源头区、水源涵养核心区、自然保护地为治理核心，通过坡耕地整治、植

被恢复、矿山复绿等系统性措施，构建“预防-治理-监管”全链条防控体系。

针对现存水土流失严重区域，强化水土保持常态化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修

复责任清单，确保水土保持率稳步提升。通过打造生态清洁小流域示范样板，

推动水土流失治理与水生态保护、乡村振兴协同发展，以水土资源的永续利用

夯实幸福河湖建设根基。

6.开展小水电绿色建设和现代化提升

强化生态安全底线，严格落实生态流量监管制度，确保机组生态流量泄放

设施全覆盖并动态监控，对减脱水河段“一站一策”修复，守护松花江等流域

生态完整性。推进技术装备升级，对老旧电站实施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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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能耗机组与智能系统，提升水能利用率。统筹民生服务，在白山等地推进水

厂迁建与供水设施升级，2025-2030 年，在沈白高铁江源区湾沟镇建设 4000m³

/d 净水厂，敷设超 4000 米输水配水管道，新建斜沟水源地、改造庙沟水源地，

保障民生用水。

（三）实现河湖清洁美丽

7.推进水污染治理

以国考、省考断面水质提升为核心抓手，统筹推进水污染治理和保护项目

建设。2025-2030 年，对全省 5条共计 113.102 公里河流（段），综合运用入河

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强化污染源智能防控、建设 12座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等系

统性治理手段，全方位开展水质提升行动，以项目落地见效推动水质改善。同

时，对全省已完成登记管理的排污口全面开展规范化整治，紧盯工业园区、城

镇污水处理厂、排水大户，突出抓好水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执法监管。冬春季、

汛期前集中开展清河行动，有效促进河道生活垃圾、畜禽粪便等外源污染消除，

推动做好河道常态化保洁。

8.进行水系综合整治

聚焦城乡水系综合整治，坚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原则，统筹经济、社会、

生态等多维度需求，系统推进水系连通、河道清淤疏浚、岸坡整治、生态闸坝

建设等工程。通过兴建拦河生态闸完善水系流通，同步实施水源涵养、水土保

持、防污控污及人文景观融合，构建“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生态水系

格局。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头道松花江 1.5 公里流域为重点，系统实施河道治

理，推动城乡水系生态环境的全面改善与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修复与景观提

升协同共进。

9.关注水域岸线修复

坚持生态优先、科学治理原则，在河道整治等工程中同步推进岸线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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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水和谐生态环境。对违法违规占用岸线、威胁行洪安全及生态功能的项

目，依法依规清理退出，杜绝人为破坏；针对受损岸线，采用植被恢复、生态

护坡等科学措施，增强岸线生态稳定性与自净能力。2025-2030 年，重点推进全

省 2 条共 5.38 公里河流（段）治理，通过植树绿化、护坡建设、河堤路改建等

工程，系统开展水域岸线修复与景观提升，为实现河湖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发展

提供坚实保障。

（四）推动河湖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10.构建河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建立健全河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特色路径推动河湖生态资源转

化，致力于打造水文化融合文旅产业带，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

2025-2030 年，我省幸福河湖建设规划将水资源、水文化与文旅事业紧密结合，

通过加强景区管护、基础设施完善、文旅项目开发等措施，满足人民群众出行

需求，并有利于推动人们对江源文化的了解，促进旅游事业的积极发展，促进

经济产业转型。重点完成松花江研学露营地项目、东北抗联诞生地研学走廊项

目、靖宇县皮划艇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等工程建设与宣传。文旅资源开发涉及省

域 6 条河段，治理河流长度预计 115.42 公里。

11.扶持“河湖+”融合产业发展

统筹水系连通、文化旅游、水美乡村、水利风景区和风景名胜区等多领域

建设，积极扶持“河湖+”发展模式，深度融合生态与人文、冰雪与盛夏等特色

资源，精心打造丰富多样的滨水旅游线路，形成独具魅力的观光体验。

依托长吉图休闲度假游、长辽梅通康养避暑游、西部草原湿地自驾游等精

品线路，吉林省幸福河湖建设将构建以核心区域为引领、多个特色节点相互呼

应、交通轴带有效联通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通过科学规划和资源整合，实

现区域内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旅游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的

协调发展，为吉林省的旅游业发展注入新活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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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旅游体验。2025-2030 年，重点完成珲春市库克纳河流域治理及生物多样性

能力建设及产业培育等项目建设，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河湖+”融合产业，形

成“流域治理赋能产业、产业反哺生态保护”的良性循环。

（五）保护传承弘扬江河文化
贯彻“文化为根、强化水脉保护”的理念，全力推动水文化传承弘扬发展

战略的实施。通过深入挖掘江河文化的丰富内涵，积极探索水利及涉水遗产的

活态保护与活性利用，开展水脉恢复、保护与利用工作，为江河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在幸福河湖工程建设中，将统筹景观、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便民利民设

施建设，精心打造沿江、沿河、沿湖生态、历史、文化、教育等特色主题公园。

通过建设河湖岸线无障碍通道，为人民群众提供集游憩、休闲、文旅功能于一

体的河湖滨水空间，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充分利用水工程、水利风景区、水情教育基地、水保科技示范园、节水示

范基地、博物馆等河湖文化载体，结合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网站、微信公众号

等新媒体平台，通过与科技融合创新，不断丰富数字化展示与阐释手段。增强

文化传播能力和社会知名度，让江河文化走进大众视野，让江河文化“活起来”，

延续江河文脉，讲好河湖故事，在发展中彰显文化活力。

2025-2030 年，以建立河湖长制主题公园和其他生态恢复区水文化宣传长廊

建设方式，打造主题小品专栏、政策法规专栏、河湖掠影板块、河长行动板块、

公益宣传板块、河流故事板块等宣发内容，进一步保护、传承、弘扬江河文化，

挖掘当地文化资源，让江河文化“活起来”，讲好河湖故事，为人民群众提供

河湖岸线集游、休闲、文旅功能一体的河湖滨水空间。工作建设涉及省域内 3

条河段，治理河流长度预计为 25.6 公里。

吉林省幸福河湖建设工作清单详细信息参见附件 5 吉林省幸福河湖建设清

单及投资规模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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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管理机制

（一）完善河湖长制责任体系
要落实河湖长动态调整机制和河湖长责任递补机制，在总河长领导下，河

湖长具体指挥下，积极协调相关河长制成员单位和参建各方，坚持整体谋划、

系统布局，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坚持小切口破题、大纵深发力、“一张

蓝图绘到底”，统筹推动幸福河湖建设。

（二）创新建设模式
幸福河湖建设既可以是一个整体项目，也可以是一个“众筹”项目，即围

绕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一张蓝图”，结合已建符合安澜、生态、宜居、美丽、

智慧、文化、发展等要求的项目，积极争取中央资金支持，通过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具备一定投资回报的幸福河湖建设和运营、政企

合作、“企业援建”等方式，引导和撬动更多社会投资参与幸福河湖建设。

（三）健全工程建设质量管理机制
严格工程验收程序。按照水利部幸福河湖验收有关要求，规范法人验收与

政府验收流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不得交付使用。强化质量监督检

查。采用“四不两直”、飞检等方式，对工程实体质量和参建单位行为进行抽

查，对发现问题实施清单化管理，实现质量问题跟踪与整改。

（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建立动态评估体系。定期开展河湖健康评估，监测水质、生态流量等指标。

建设水库、水电站、堰坝等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并对河湖富营养化、生物多样

性等进行跟踪监测，确保工程长期生态效益。强化“清四乱”工作力度，水利、

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交通等多各部门协同联动，联合排查整治阻

水问题。同时，将质量考核纳入省政府对市（州）级考核指标，倒逼责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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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全社会参与机制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设立水利工程质量监督举报电话、邮箱等，畅通信、

访、网、电等信息化手段受理公众反馈。引导群众参与管护,发动公众监督，形

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工作格局。

（六）加强信息化建设管理
完善吉林省河长制湖长制信息平台，与全国河湖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幸福河

湖建设管理模块互联互通，实行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台账化管理，做好数据动态

更新、管理和维护工作。经复核评估认定的幸福河湖名录，省河长办将通过厅

门户网站、吉林省河长制湖长制信息平台等渠道向社会公布，适时开展建设成

效“回头看”，对出现突出问题、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幸福河湖调出名录，严格

幸福河湖名录动态管理。

五、实施安排

（一）进度安排
为稳步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结合吉林省当前河湖管理状况、地方市县重视

程度、治理积极性以及资金筹措情况，经综合评估与科学规划，特制定

2025—2030 年幸福河湖建设进度计划如下：

2025 年，完成 3 条幸福河湖建设，涉及辽源市 1 条、白山市 2 条。

2026 年，完成 11 条幸福河湖建设，涉及吉林市 1条、辽源市 2条、通化市

4 条、白山市 1 条、松原市 1 条、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2条。

2027 年，完成 10 条幸福河湖建设，涉及长春市 2条、吉林市 3条、辽源市

1 条、通化市 1 条、白山市 1 条、白城市 1 条、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1条。

2028 年，完成 2 条幸福河湖建设，涉及长春市 1 条、松原市 1 条。

2029 年，完成 3 条幸福河湖建设，涉及长春市 2 条、四平市 1 条。

2030 年，完成 28 条幸福河湖建设，涉及长春市 6条（含跨市河湖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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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 9 条（含跨市河湖 1 条）、四平市 3 条（含跨市河湖 2 条）、辽源市 1

条（属跨市河湖）、通化市 3 条、白山市 4 条（含跨市河湖 1 条）、白城市 1

条、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2 条、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3 条（含跨市河湖 1

条）。

（二）组织实施
1.构建推进机制。充分发挥河湖长制在幸福河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健全

河湖长制责任体系，建立完善党政主导、河长牵头、属地负责、部门联动的工

作机制，统筹规划及布置幸福河湖建设任务，制定工作推进计划。

2.明晰任务分工。总河长负责统筹区域内幸福河湖建设，各河湖长牵头负

责河湖的幸福河湖建设，河长制成员单位按各自职责推进幸福河湖建设，河长

办负责统筹协调。

3.编制拟建设河湖实施方案。各地要科学谋划本地幸福河湖建设实施安排，

每年第一季度提出本年度幸福河湖建设清单及拟建成幸福河湖的数量，按照水

利部《幸福河湖实施方案编制指南》编制具体河湖实施方案，按程序批准后实

施，压茬推进幸福河湖建设。

4.做好各阶段建设管控。项目前期管理阶段，指导做好项目申报，优化审

批流程；项目实施阶段，健全管理制度，强化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项目后期

管理阶段，组织指导做好项目验收评估，适时开展“回头看”，评估结果将作

为后续投资和经费安排的依据。

六、预期效果分析

（一）生态效益
河湖岸线自然得到有效提升，水污染得到有效治理，水环境、水生态得到

有效复苏，水资源管理制度得到有效落实，生态流量得到有效保证，重要生态

区域、重要水生生境、重点水土流失区得到有效保护，河湖水系恢复自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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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连通，水体自净能力得到有效保证，鱼类重要栖息地得到保护修复，水生植

物、水陆两栖及鸟类等动物的多样性有效提高。

（二）经济效益
建成河安湖晏、水清鱼跃、岸绿景美、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幸福河湖，

辅之以河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河湖经营管理权改革，江河文化内涵挖掘、江

河文化宣传教育、特色主题公园建设，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规划、建设、管

理、经营、开发，打造水美乡村、休闲农业、生态旅游、水文化小镇，形成康

养度假游、乡村田园游、民俗文化游、生态休闲游、冰雪主题游等多姿态的特

色品牌，吸引游客游览当地的山水风光，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优化，

更多生态产业落地生花，提升区域形象和品位，推动健康宜居环境的提档升级，

带动周边的交通、餐饮、住宿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带动城市土地资源价值

提升，进一步扩展和增强区域未来发展潜力和总体发展愿景，成为当地经济新

的增长极。

（三）社会效益
湖清水净、草长莺飞、水岸交融的美好环境，优良的水体、美好的景观、

丰富的河湖文化、便利的交通、利民的亲水设施，把沿岸的自然风光、多元文

化、美丽村庄、现代城市等有机串联，有效保护和彰显具有地域与民族特色的

水脉风光，使河湖生态环境更加优美和谐，切实改善人居环境和生活条件，成

为人民群众休闲游憩的好去处，让临水滨水区域成为经济最有活力、形象最具

鲜明、文化最为丰富的地区，描绘了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擘画了造福百姓的

时代长卷，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答卷，塑造践行“两山”理念的

高地，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七、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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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组织领导
省河长办将幸福河湖（绿水长廊）建设纳入对市（州）政府高质量发展绩

效指标体系和年度河湖长制工作要点，明确工作任务、工作标准，按计划开展

幸福河湖建设成效评估并公布，通过评估的，将以简报等形式总结推广典型做

法经验；未通过评估的，将在市（州）高质量发展绩效指标体系考核中予以扣

分。各地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红绿灯”，严守发展必须是、只

能是高质量发展这一政治纪律，全力以赴、拼搏实干，扎实做好幸福河湖建设

工作，努力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一以贯

之推行河湖长制，落实省级统筹、市级负责、县级落实的工作机制，省、市、

县三级总河长负总责，全面领导本行政区域幸福河湖建设工作，承担总谋划、

总督导、总调度职责，每年就幸福河湖建设纳入年度河湖长制工作落实情况向

上一级党委、政府报告。县级及以上河湖长负责领导其责任河湖的幸福河湖建

设工作，组织相关河长制成员单位对照幸福河湖建设标准，谋划各项治理保护

工作。河长制成员单位负责河湖流域内本行业领域河湖治理保护责任。河长办

要切实履行统筹协调、技术支撑、组织协调职责，落实“两库两单”机制，做

好项目储备库、项目建设库和项目启动清单、项目转化清单，统筹协调河湖上

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共治、共保、共建，编制具体河湖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

案，积极推进本行政区域幸福河湖建设工作。

（二）强化资金筹措
要充分利用河长制优势，各河长制成员单位对口涉河湖治理保护项目，特

别是要江河治理、母亲河复苏行动、水系连通、河湖健康评价、山水林田湖草

沙、林业草原湿地、水生态修复、水环境综合治理、乡村河湖管护攻坚行动等

项目，要与幸福河湖建设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同频共振，优先投向母亲河、

县域重要河湖等拟建河湖流域，集中解决河湖存在问题，形成规模效应，形成

攻坚合力。要积极使用地方政府债券、吸引社会资本等多种方式拓宽投融资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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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积极实施 REITs、EOD、EPC+O 等模式，坚持以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为基础，

以特色产业运营为支撑，以区域综合开发为载体，真正以生态环境治理提升产

业开发价值，以产业收益反哺生态环境治理，实现发展和保护融合共生。

（三）强化政策支持
要加强政策统筹，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

参与设计、建设和管护。在严禁占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超标准建设的前提下，

要加强用地保障，依法依规认定和管理幸福河湖用地类型，在符合国土空间规

划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合理满足用地需求。要优化项目审批程序，幸福河湖项

目审批要建立审批绿色通道，优化用地预审、水土保持方案等专题审批流程。

（四）强化机制保障
各地要将幸福河湖建设作为一以贯之河湖长制的重要内容。省河长办负责

对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的技术指导、验收评估、宣传推广，对省级幸福河湖的

复核评估。公示幸福河湖名录，并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实行“退出”机制管理。

各地要针对幸福河湖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及时研究解决在立项、审批、验收、

运营、维护等方面存在问题。要把幸福河湖纳入城乡公共基础设施运行管护体

系，明确管护责任单位，落实管护经费，建立健全巡查常态化机制，建设管理

维护信息化系统，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等多

方参与设计、建设和管护。要形成常态化的宣传和活化利用方案，营造良好社

会氛围。主动接受人大、政协监督，畅通公众监督渠道。

（五）强化教育宣传
加强幸福河湖培训，将幸福河湖建设作为为群众办的可感可及的实事，及

时分享经验，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中不断培育和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充分

利用网络、电视台、公众号等现代新媒体平台，形成常态化的宣传和活化利用

方案，全方位、多渠道、多形式的开展幸福河湖建设情况宣传活动，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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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图

附件1.吉林省幸福河湖建设名单

序号
河流、湖泊

名称
河流、湖泊编码

流域面积

（水面面积）

河流长度

（湖泊周长）
治理长度

1 西新河 ACDDAB1D000R 61 13.3 5

2 杨柳河 ACDDAB1B000R 130 19.1 3.56

3 蒋家河 AAB4C266000 37 8.6 5.5

4 东新开河 ACDDA2D0000R 42 11.2 4.3

5 双阳河 ACDD1B00000L 1290 92.8 92.8

6 卡岔河 AC5AC000000L 2307 98 8.5

7 东辽河 BA4A0000000L 9884 321 231.39

8 二道河 AC5ACC00000R 373 35 35

9 小辽河 BA4AC000000R 1140 88.4 55.4

10 小南河 ACDD1D00000R 311 37.4 5.6

11 伊通河 ACDDA000000L 9336 343 97.984

12 松花湖 220211000006 569.09 158.8 30

13 温德河 ACD4C000000L 1179 64.5 62.8

14 鳌龙河 ACD4E000000L 1528 89.9 75.708

15 西阳河 ACD4CC00000L 308 36.5 13.034

16 细鳞河 AC5AAB00000L 2727 117.8 1.9456

17 拉林河 AC5A0000000R 8701 223 16.62

18 辉发河 ACDC0000000L 14107 222 51.55

19 挡石河 ACDCE000000L 999 51.6 30

20 牤牛河 ACD4D000000R 874 78.4 14

21 蛟河 ACD4B000000R 2470 84.7 3

22 小蛟河 ACD4BC00000L 431 47 8.6

23 辉发湖 WZD10506000 116.45 15.4 0.153

24 团山子河 ACD4F000000R 853 73.7 5

25 招苏台河 BA4B0000000L 1839 103 25.89

26 西苇河 ACDDA1B0000L 78.4 16.8 15

27 大梨树河 BA4A1C00000L 242 41 7.4

28 渭津河 BA4A1B00000L 383 3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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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河流、湖泊

名称
河流、湖泊编码

流域面积

（水面面积）

河流长度

（湖泊周长）
治理长度

29 莲河 ACDCA000000L 1066 79.4 18

30 楸树河 ABAB3056000 37.1 7 4.254

31 三统河 ACDCD000000R 2434 137 40.402

32 乌鸡河 ACDCCB00000R 338 49.9 41.048

33 凉水河 ACDCDD00000R 223 34.1 6

34 一统河 ACDCC000000R 1547 140.4 25.488

35 榆林河 BE18C000000R 208 26 5

36 二密河 BEABE000000R 306 33.9 2.5

37 哈泥河 BEAB0000000R 1483 136 14.13

38 小罗圈河 BEA2A000000L 222 30.2 1.72

39 红土崖河 BEA1B000000L 587 56.9 18

40 板石沟河 BEA13A00000R 73.7 13.2 12.68

41 汤河 ACDBC000000L 603 72.2 56.5

42 松江河 ACDBD000000R 1935 143 11

43 正身河 ACDB5A00000A 185 36.9 9.08

44 八道沟河 BE1B0000000R 718 84.9 24.716

45 三道沟河 BE1E0000000R 747 83.6 2.82

46 头道松花江 ACDB0000000L 7927 200.1 9.4

47 龙凤湖 A020300 761 14.2 11.2

48 引拉河 AC5A47A0000F 527 69.5 11.372

49 东湖 AC5051 10 16.48 1.7

50 黑鱼湖 AC5101 1.55 4.6 2.3

51 海兰河 AFBBB000000R 2934 145 15.39

52 牡丹江 ACF00000000R 10353 231.5 31.98

53 珲春河 AFB00000000L 3946 198 9.356

54 库克纳河 AFC6D000000R 31.2 14.6 13.8

55 布尔哈通河 AFBB0000000R 6847 172 30.226

56 二道白河 ACD1C000000C 2933 104.9 9.8

57 北黄泥河 ACDBD3B0000L 98.7 28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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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吉林省河流水系和幸福河湖总体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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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吉林省幸福河湖建设清单及投资规模统计表

序号 河湖名称 河流编号 任务类型 任务方向 工程项目
项目投资（万

元）

1 西新河 ACDDAB1D000R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河湖管控治理 汽开区西新河幸福河湖项目 3400

2 杨柳河 ACDDAB1B000R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长春市朝阳区富锋街道十四

干渠综合治理
1427

3 蒋家河 AAB4C266000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河湖管控治理 蒋家河治理幸福河湖项目 5000

4 东新开河 ACDDA2D0000R 实现河湖清洁美丽 水域岸线保护修复
东新开河（二道区）河道景观

提升改造工程
3000

5 双阳河 ACDD1B00000L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治理
双阳河治理幸福河湖项目 269600

6 卡岔河 AC5AC000000L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河湖管控治理
榆树市卡岔河高家桥段幸福

河湖项目
3000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河湖管控治理
榆树市卡岔河大榭桥段幸福

河湖项目
2800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河湖管控治理
榆树市卡岔河红石砬桥段幸

福河湖项目
3800

7 二道河 AC5ACC00000R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中小河流公主岭市卡伦涝区

总干渠（二道河）怀德镇至秦

家屯镇段治理工程

12345.21

8 小辽河 BA4AC000000R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中小河流小辽河公主岭市段

治理工程
5815.52

9 小南河 ACDD1D00000R 保护传承弘扬江河文化 特色主题公园打造
小南河城区段水文化宣传项

目
15

10 松花湖 220211000006
推动河湖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
文旅项目 风景名胜区管护 10000.0

11 西阳河 ACD4CC00000L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中小河流治理项目 2267.15

12 细鳞河 AC5AAB00000L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中小河流治理项目 8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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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拉林河 AC5A0000000R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中小河流治理项目 4325

14 挡石河 ACDCE000000L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中小河流挡石河治理工程 10470

15 牤牛河 ACD4D000000R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小河流治理项目 2665.94

16 蛟河 ACD4B000000R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小河流治理项目 13426

17 小蛟河 ACD4BC00000L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小河流治理项目 14409

18 辉发湖 WZD10506000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桦甸市城区内河堤防护岸水

毁修复工程
277.18

19 团山子河 ACD4F000000R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中小河流治理项目 15000

20 招苏台河 BA4B0000000L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水源涵养与水土保

持

梨树县招苏台河防洪治理工

程
10000

21 西苇河 ACDDA1B0000L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治理

伊通满族自治县西苇河流域

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4500

22 大梨树河 BA4A1C00000L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辽源市东辽河重点段回水堤

治理工程（大梨树河、太平河

和小仙人河）

6231

23 渭津河 BA4A1B00000L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辽源市渭津河流域（北岸）综

合治理项目
39999

24 莲河 ACDCA000000L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治理

东丰县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

及莲河生态缓冲带修复项目
7308

25 楸树河 ABAB3056000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河湖管控治理
东辽县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工

程
24698

26 乌鸡河 ACDCCB00000R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生态流量保障

中小河流乌鸡柳河县河黄崴

子水库下游至慕家街北段治

理工程

3000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生态流量保障
中小河流乌鸡河柳河县慕家

街桥至陶家街桥段治理工程
2956.94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生态流量保障 中小河流乌鸡河柳河县石河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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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桥至乌鸡河梅河口辉南界

治理工程

27 凉水河 ACDCDD00000R 保护传承弘扬江河文化 江河文化宣传教育
中小河流凉水河柳河县高速

桥以上至平岗屯段治理工程
2840.79

28 一统河 ACDCC000000R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中小河流一统河柳河县安口

镇青沟村至柳河镇馒头山拦

河闸段治理工程

2926.51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治理

中小河流一统河柳河县馒头

山拦河闸段至柳兴大桥段治

理工程

3940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治理

中小河流一统河柳河县高速

引桥至马亮子桥段治理工程
8236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治理

中小河流一统河柳河县马亮

子桥以下至柳河县界段治理

工程

13400

29 榆林河 BE18C000000R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治理

集安市 2026 年治安项目区小

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
1278

30 二密河 BEABE000000R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二密河治理工程 7400

31 哈泥河 BEAB0000000R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哈泥河治理工程 8400

32 小罗圈河 BEA2A000000L
推动河湖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
文旅项目

通化县东来乡罗圈河畔绿水

长廊提升工程
480

33 红土崖河 BEA1B000000L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水源涵养与水土保

持
红土崖河水生态修复项目 7200

34 板石沟河 BEA13A00000R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治理
板石沟河水生态修复项目 10670

35 汤河 ACDBC000000L

推动河湖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
文旅项目

白山市江源区松湾矿区生态

环境恢复治理项目
45145.02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小水电绿色建设和 沈白高铁江源区湾沟镇水厂 27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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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提升 迁建工程

36 松江河 ACDBD000000R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水源涵养与水土保

持
松江河水生态修复项目 24000

37 正身河 ACDB5A00000A

实现河湖清洁美丽 水域岸线保护修复
靖宇县花园口镇正身河河堤

路建设工程项目
8896.1

推动河湖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
文旅项目

东北抗联诞生地研学走廊项

目
5000

38 八道沟河 BE1B0000000R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治理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水毁修复

工程（八道沟河、九道沟河、

十四道沟河）和 YLJ 流域中上

游十九道沟小流域治理及生

态修复项目

3904.16

39 三道沟河 BE1E0000000R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临江市三道沟河其他段应急

水毁修复工程
513

40 龙凤湖 A020300
推动河湖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
文旅项目 河湖管护项目 65100

41 引拉河 AC5A47A0000F 实现河湖清洁美丽 水污染防治 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 8923.77

42 东湖 AC5051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治理
白城市东湖水生态治理工程 8700

43 黑鱼湖 AC5101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治理

大安市黑鱼湖生态综合治理

项目
16000

44 牡丹江 ACF00000000R 实现河湖清洁美丽 水污染防治
敦化市牡丹江幸福河湖综合

治理工程
7657.2

45 珲春河 AFC00000000L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珲春河重点段-孟岭段堤防工

程
9315.6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珲春河重点段-光新段堤防工

程
4028.5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珲春河重点段-胜利段堤防工 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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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46 库克纳河 AFC6D000000R
推动河湖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
经济产业

珲春市库克纳河流域治理及

生物多样性能力建设及产业

培育项目

104600.0

47 二道白河 ACD1C000000C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治理

长白山管委会池北区二道白

河万里绿水长廊建设项目（城

市型一期）

3500

48 北黄泥河 ACDBD3B0000L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长白山管委会池西区大黄泥

河万里绿水长廊建设项目（乡

村型一期）

2000

49 鳌龙河 ACD4E000000L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中小河流治理项目 8104.7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中小河流鳌龙河吉林市船营

区段治理工程
6592.62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中小河流鳌龙河吉林市昌邑

区段治理工程
4500

50 布尔哈通河 AFBB0000000R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延边州嘎呀河（含布尔哈通

河）延吉市延蒲高速桥至延川

桥段防洪薄弱环节治理工程

14270.8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嘎呀河（含布尔哈通河）安图

县段治理工程
25057.0

51 东辽河 BA4A0000000L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东辽河治理工程公主岭市段 110600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梨树县东辽河治理工程 50000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东辽河双辽段堤防巩固提升

工程项目
22000

实现河湖清洁美丽 水污染防治
辽源市东辽河流域入河排污

口规范化建设项目
1858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治理

吉林省辽源市东辽河上游历

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
5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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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工程项目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治理

辽源市东辽河重点段回水堤

治理工程（大梨树河、太平河

和小仙人河）

52 海兰河 AFBBB000000R

实现河湖清洁美丽 水污染防治
龙井市海兰河幸福河湖建设

项目
3086.0

保护传承弘扬江河文化 特色主题公园打造
和龙市海兰河幸福河湖建设

项目
12000.0

53 辉发河 ACDC0000000L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辉发河磐石市段防洪治理 工

程
11350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桦甸市辉发河防洪薄弱环节

治理工程
3732.2

实现河湖清洁美丽 水污染防治
梅河口市辉发河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与开发(EOD)项目
149401

54 三统河 ACDCD000000R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河湖管控治理
辉发河流域样子哨（三统河、

蛤蟆河）可持续发展工程
2831.41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治理

中小河流三统河柳河县（五道

沟桥至高油房桥、孤山子桥至

戚家堡村段）治理工程

14485.58

55 温德河 ACD4C000000L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中小河流治理项目 22456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中小河流治理项目 27000

56 伊通河 ACDDA000000L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伊通河华家镇段治理幸福河

湖项目
6266.72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伊通河开安镇段治理幸福河

湖项目
22147.77

提升河湖安全保障水平 防洪体系完善

伊通县伊通河防洪薄弱环节

（河源至范家拦河闸段）治理

工程（水毁）

3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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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头道松花江 ACDB0000000L

推动河湖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
文旅项目 松花江研学露营地项目 2700

推动河湖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
文旅项目

靖宇县皮划艇实训基地建设

项目
51205.04

实现河湖清洁美丽 水系综合整治

长白山管委会池南区漫江万

里绿水长廊建设项目（乡村型

一期）

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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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吉林省幸福河湖建设进度计划和分年度投资计划表

序号 河湖名称 河流编号 项目投资（万元） 开始建设年份 建设完成年份

1 西新河 ACDDAB1D000R 3400 2027 2027

2 杨柳河 ACDDAB1B000R 1427 2027 2029

3 蒋家河 AAB4C266000 5000 2026 2028

4 东新开河 ACDDA2D0000R 3000 2030 2030

5 双阳河 ACDD1B00000L 269600 2030 2030

6 卡岔河 AC5AC000000L

3000 2029 2029

2800 2029 2029

3800 2029 2029

7 二道河 AC5ACC00000R 12345.21 2030 2030

8 小辽河 BA4AC000000R 5815.52 2030 2030

9 小南河 ACDD1D00000R 15 2027 2027

10 松花湖 220211000006 10000.0 2025 2030

11 西阳河 ACD4CC00000L 2267.15 2025 2030

12 细鳞河 AC5AAB00000L 8753 2025 2027

13 拉林河 AC5A0000000R 4325 2030 2030

14 挡石河 ACDCE000000L 10470 2030 2030

15 牤牛河 ACD4D000000R 2665.94 2025 2027

16 蛟河 ACD4B000000R 13426 2025 2030

17 小蛟河 ACD4BC00000L 14409 2030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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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辉发湖 WZD10506000 277.18 2025 2027

19 团山子河 ACD4F000000R 15000 2026 2026

20 招苏台河 BA4B0000000L 10000 2029 2030

21 西苇河 ACDDA1B0000L 4500 2027 2029

22 大梨树河 BA4A1C00000L 6231 2025 2026

23 渭津河 BA4A1B00000L 39999 2023 2025

24 莲河 ACDCA000000L 7308 2025 2026

25 楸树河 ABAB3056000 24698 2025 2027

26 乌鸡河 ACDCCB00000R

3000 2026 2026

2956.94 2025 2026

3000 2026 2026

27 凉水河 ACDCDD00000R 2840.79 2026 2026

28 一统河 ACDCC000000R

2926.51 2025 2025

3940 2026 2026

8236 2026 2026

13400 2026 2026

29 榆林河 BE18C000000R 1278 2026 2030

30 二密河 BEABE000000R 7400 2025 2030

31 哈泥河 BEAB0000000R 8400 2025 2030

32 小罗圈河 BEA2A000000L 480 2025 2026

33 红土崖河 BEA1B000000L 7200 2025 2026

34 板石沟河 BEA13A00000R 10670 2025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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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汤河 ACDBC000000L
45145.02 2025 2030

2733.48 2025 2030

36 松江河 ACDBD000000R 24000 2026 2030

37 正身河 ACDB5A00000A
8896.1 2025 2028

5000 2026 2030

38 八道沟河 BE1B0000000R 3904.16 2025 2025

39 三道沟河 BE1E0000000R 513 2025 2025

40 龙凤湖 A020300 65100 2026 2026

41 引拉河 AC5A47A0000F 8923.77 2026 2028

42 东湖 AC5051 8700 2025 2027

43 黑鱼湖 AC5101 16000 2025 2030

44 牡丹江 ACF00000000R 7657.2 2025 2026

45 珲春河 AFC00000000L

9315.6 2025 2026

4028.5 2025 2026

1994.4 2025 2026

46 库克纳河 AFC6D000000R 104600.0 2025 2027

47 二道白河 ACD1C000000C 3500 2025 2030

48 北黄泥河 ACDBD3B0000L 2000 2029 2030

49 鳌龙河 ACD4E000000L

8104.7 2025 2025

6592.62 2025 2030

4500 2025 2030

50 布尔哈通河 AFBB0000000R 14270.8 2025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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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57.0 2025 2030

51 东辽河 BA4A0000000L

110600 2030 2030

50000 2027 2030

22000 2028 2030

1858 2024 2026

51192 2023 2025

52 海兰河 AFBBB000000R
3086.0 2025 2025

12000.0 2030 2030

53 辉发河 ACDC0000000L

11350 2030 2030

3732.2 2025 2027

149401 2025 2028

54 三统河 ACDCD000000R
2831.41 2025 2027

14485.58 2025 2026

55 温德河 ACD4C000000L
22456 2025 2025

27000 2030 2030

56 伊通河 ACDDA000000L

6266.72 2025 2025

22147.77 2025 2025

33599 2028 2030

57 头道松花江 ACDB0000000L

2700 2025 2030

51205.04 2026 2030

2990 2025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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