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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卫市清水河流域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天下黄河富宁夏”，为扎实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宁夏以“四水四定”“六权改革”为突破口，对

生态环保、改革创新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部署，清水河作为黄河

中卫段第一大支流，推进清水河流域生态环境共保共治，是统筹

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民族

团结和共同富裕等工作的重要举措。

根据中卫市人大常委会2025年立法工作要求，市水务局起草

了《中卫市清水河流域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通过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的实践，确保条例既符合上位法要求，又契合清水

河流域实际，切实解决流域保护中的突出问题，为清水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二、立法思路

草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统领，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战略定位，突出“协同共治、系统修复”核心理念，遵循以下立

法原则：

一是生态优先，协同治理。建立跨区域联席会议、规划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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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执法等机制，强化上下游责任共担，推动水资源、污染治理

等领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联动。

二是问题导向，精准施策。针对清水河流域工业污染、农业

面源污染、水土流失等突出问题，细化排污许可、总量控制、生

态修复等制度设计，增强法规可操作性。

三是权责明晰，多元共治。明确市、县（区）、乡（镇）三

级政府职责，压实河湖长制主体责任，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

动+社会参与”治理体系，强化考核监督与公众参与。

四是法治保障，机制创新。衔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

法》等上位法，创新生态补偿、监测信息共享、公益诉讼等制度，

完善“规划—保护—监督—问责”全链条治理。

三、框架结构

草案共29条，分为五部分，形成系统化治理闭环：

1.总则（第1-9条）。明确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及“保护优先、

系统治理”原则；构建跨市联席会议制度，明确三级政府职责、

部门分工及跨区域政策规划衔接程序；确立河湖长制、水资源“四

水四定”原则等基础框架。

2.资源保护与利用（第10-12条）。强化生态流量（水位）保

障、取水许可与地下水禁采制度；规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与

管护；严格水域岸线分区管理、涉河项目审批及采砂活动监管。

3.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第13-21条）。污染防治方面，实施

工业排污许可与园区集中处理、化工项目禁建、农业面源减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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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城乡污水垃圾综合治理等措施。生态修复方面，推动水土保

持工程、防洪体系协同建设、市场化生态补偿、突发污染联防联

控等机制体系建设。

4.监督与执法（第22-26条）。建立跨区域联合执法与交叉检

查机制，实现监测数据共享与科技赋能；强化人大专项监督，完

善公众举报奖励与公益诉讼制度，构建多元监督网络。

5.法律责任与附则（第27-29条）。严明公职人员失职追责条

款，衔接相关法律追责体系，确保法规约束力。

总体来说，本草案立足清水河流域实际，通过“区域协同+

精准治污+长效监管”的制度设计，为打造黄河流域跨市协同治

理样板提供法治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