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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监督“三步棋” 守护一城“蓬江水”

江门市蓬江区人大常委会

近年来，江门市蓬江区人大常委会积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聚焦水环境突出问题黑臭水体治理，以“不见成

效不收兵”的勇气和“以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

全面投入督战，助力打赢水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贡献人大的

智慧和力量。2021 年 1 月，江门市蓬江区的水环境综合治理

项目相关负责人接受新华网《新华会客厅》专访分享项目经验。

绘好一张监督图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环境治理一直是

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关系蓬江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环节，更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必由之路。

蓬江区作为江门市的中心城区，地形地貌以丘陵为主，

河网密布，治理难度大。2018年末，蓬江区黑臭水南北片区天

沙河、杜阮河治理项目前期工作进展缓慢，成效不明显，被市

政府通报批评，这一情况引起了区委的高度重视和全区人民的

广泛关注。人大代表联名先后提出了“关于整治黑臭水体的建

议”“关于加快推进丹灶河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建议”“关于天沙

河五邑大学西门泵房黑臭污水池的治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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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成为摆在蓬江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区人大常委会及时响应区委打赢水环境治理“攻坚战”号

召，挂图监督。2019年 3 月，区人大常委会召开镇街人大工

作会议，组织代表开展好水环境治理专项监督工作进行部署动

员，并制定下发了《江门市蓬江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水环境

治理三年行动计划监督工作方案》。成立由常委会领导带队的

水环境治理监督小组，围绕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模式，工作部署

推进、控源截污有效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工作落实等重点内容，

创新“四个一”监督治水机制，每月一公示：督导小组每月填报

《水环境治理完成进度情况表》，并在“蓬江人大之家”网络平

台上向全体人大代表公示。每季一通报：督导小组将本季度水

环境治理监督情况形成情况通报，向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反馈问

题，提出意见建议。年中一报告：年中，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

开展专题视察，并召开常委会会议听取区政府上半年水环境治

理实施情况报告。年末一测评：年底，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区政

府水环境治理完成情况报告，并开展满意度测评。紧扣每月、

每季、年中、年末四个时间节点，将治水专项监督的各项责任

落实到人、落实到点。正是这种年年接力、季季追踪、月月跟

进的钉钉子精神，推动水环境持续向好。至 2020年底，蓬江

区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列入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监管平台

的 5 条黑臭水体已稳定消除黑臭现象，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100%，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 97.5%，工业污水处理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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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 348个自然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实现全覆盖，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 100%。

打造一条监督链

区人大常委会以督战监督方式，创新专题调研、专题审议、

跟踪问效、专题约见、专项评议五环相扣的监督链条。

专题调研 2019年2月，区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组织人大

代表，约请有关专家，深入调研蓬江水环境治理现状，精准查

找工作进展缓慢、成效不明显的原因。蓬江区纳入省城市建成

区黑臭水体治理范围的共有5条河段，即原黑臭水体治理任务

中的天沙河、杜阮河，以及新发现的3个黑臭水体河段丹灶河、

木朗排灌渠、龙榜排灌渠。调研确定源头治理不足，基础设施

欠账多是主要原因，黑臭水体PPP模式组织实施推进不顺利，

费财误工，终止实施是重要原因。

2019年以来，区人大常委会先后5次对黑臭水体治理推进

情况进行专题调研，以及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农村饮用水情况等专题调研，共提出了26条有见解、

高质量的意见建议，整理形成审议意见后，交区政府及相关部

门限期办理回复。

专题审议 近年，区人大常委会将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

推进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情况列为常委会常规性议题，督促政府

重整旗鼓再出发，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全力

抓好项目建设；聚焦突出问题，攻坚重点整治任务；建立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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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果；重点补齐城乡水体治理设施短板，

加快推动加快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及管网修复，规范污水排放。

在人大的监督推动下，区政府高度重视水环境治理工作，立即

开展百日攻坚行动，重启蓬江区水环境综合治理（一期）工程

项目，项目采用EPC+O模式，总投资约13.87亿元，完成排口

截污448处，渠箱清污分流4.42公里，新建污水管网约160.2公

里，一体化污水提升泵站24座，完成9条河道内源治理，累计

疏通河道23公里。坚持工程手段与管理手段并举，大力开展工

业污染、农业污染、生活污水、垃圾污染四个专项整治工作，

加强环保、农业、城管、环卫等部门联合执法，从源头上消除

污染源。2020年开展“五清”常态化清理机制，出动近10000人

次，累计清理河流长度近40公里，清理漂浮物（含水浮莲）1932

吨。排查和清理河湖障碍物468宗，排查和清理违章建筑物36

宗；出动执法人员共688人次，检查天沙河,流域企业320次，

对环境违法企业立案查处10宗。水环境综合治理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二期工程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专题约见 “近几年我区治水采取了哪些措施、成效如

何？”“雨污分流工程推进到哪一步，实施效果如何？“我区水

环境治理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从检查和群众投诉情况

看，部分水体还存在返黑返臭现象，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这是在 2020年 11月 17日上午，城建环保代表小组专题约见

区政府和水环境治理相关部门负责人活动中的一幕。每次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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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代表们针对在视察调研，接待群众发现的存在问题，不

留“情面”，“清单式”指出，会后进行“销账式”督办。区人大代

表李立斌表示，“每年一次的专题约见不是给政府和部门‘找麻

烦’，而是为了支持和推动全面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守护

好蓬江一城清水，实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良好水生态环

境。”

专项评议 为确保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监督不停、压力不

减、标准不降，在每月公示、季度通报、年中报告的基础上，

区人大常委会于 2019年 12月 24日和 2020年 11月 30日，

对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开展专项评议，并现场进行满意度测

评，对政府及有关部门进行了“期末考试”，并将测评结果报告

区委。通过开展近一年的长效、动态跟踪监督，推动有关部门

以问题为导向，迅速行动、积极整改，通过环环相扣、有序衔

接的人大监督工作链，坚决打赢水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2019

年河长制湖长制工作顺利通过市年度考核，获得“优秀”等次；

在国家环保部 2019年第二阶段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强化监督检

查中，全部指标均合格，得到国家考评组的高度评价。2020

年 7月再次顺利通过省生态环保厅、省住建厅开展的黑臭水体

治理环境督查以及每季度省委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的明查暗

访，取得较好成绩。

织好一张监督网

区人大常委会坚持区镇人大联动，充分发挥好各级人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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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主体作用，织好水环境综合治理的监督网。

区镇人大联动，把水环境治理列为每年的监督重点项目，

定期组织辖区各级人大代表对水环境治理工作进行专题视察，

近 2年来，共组织各级人大代表 800余人次开展 25次专题视

察，提出意见建议 87条。荷塘镇人大各联络站选送 10名人大

代表担任“民间义务河长”，从宣教、监督和建议等三个方面履

行职责，促进河长制的落实，加速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棠下镇

人大以“加快推进供水一体化项目”为主题开展代表主题实践

活动，助推供水一体化民生工程项目落实保障村民群众饮用水

安全。杜阮镇 70名区镇人大代表当起“环保监督员”，监督本

镇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至目前，代表们提出环保治理方面的意

见建议 36条，已办结 33条。

推行代表监督巡河制度，每个人大代表联络领衔挂点辖区

河道，以区人大代表联络站的全覆盖实现全区河道代表挂点巡

河全覆盖。代表每月至少巡河一次，主要是看水质，是否有污

染；看沿岸，是否有垃圾；看保洁，查河长制是否落实；看整

改，查反馈问题是否解决。在蓬江各地，省、市、区、镇四级

人大代表纷纷行动，沿着河岸走一走，拿出本子记一记，掏出

手机拍一拍……河岸边留下了代表们忙碌的身影。

黑臭水体治理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下一步，

蓬江区人大常委会将持续推进“挂图监督、链条监督、联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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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助力打赢水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还人民群众一江清水，

惠及子孙后代。

附图：

蓬江区的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相关负责人

接受新华网《新华会客厅》专访分享项目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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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察看江新联围蓬江段截污工程进展情况

实地察看丹灶河上游黑臭水体应急工程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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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察看天沙河景观示范段

工人敷设截污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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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沙河景观示范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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