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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净水入黄河”工程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协

同推进我省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确保黄河干流水质达到地

表水Ⅱ类，实现“净水入黄河”，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统筹推进水环

境、水资源、水生态治理，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推

动“美丽河南”建设、黄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迈上新台阶提供有

力支撑和保障。 

（二）工作原则 

流域统筹、系统治理。持续推动河流上下游、左右岸、干支

流协同保护，深化流域联防联控，增强各类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

性。 

突出重点、带动全局。以伊洛河、新蟒河、二道河、滩区涝

河、汜水河、沁河、宏农涧河 7条支流为重点，推动干支流水质

提升，确保流域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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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管控、防范风险。坚持预防为主，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健全风险管控机制，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生态环境风险。 

分类分批、有序实施。明确实施计划，创新实施模式，突出

重点河流、重点区域，分类分批、有序推进工程落实。 

（三）实施范围 

包括黄河风陵渡大桥断面-刘庄断面之间干支流涉及流域范

围，涉及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

三门峡市及济源示范区。 

（四）方案目标 

到 2027 年，我省黄河干流水质达到地表水Ⅱ类，总氮治理

与管控得到加强，主要支流生态流量得到有效保障，水生态系统

稳定性增强，水环境风险安全可控，现代化水环境监管理能力提

升。 

展望 2030 年，我省黄河干流水质保持地表水Ⅱ类，黄河流

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 

二、重点任务 

（五）持续强化水环境综合治理 

持续深化城镇水环境治理。以伊洛河、新蟒河、汜水河、二

道河、宏农涧河、沁河等支流沿线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的

区域为重点，有序推进污水处理设施新建或改扩建。加快“混错

接”和“老破旧”雨污水管网的更新改造，加强城镇污水雨季溢流

污染控制。巩固提升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深入推进入河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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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排查整治和规范化建设。到 2025 年，基本消除相关省辖市、

县级市建成区生活污水直排口和收集处理设施空白区；到 2027

年，郑州市城市建成区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保持在 90%以上或比

2025 年提高 2 个百分点以上，其他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城市建

成区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保持在 70%以上或比 2025年提高 2个

百分点以上。 

深入实施工业污染防治。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加快

推进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深入推进重点水污染物排放行业清

洁生产审核。全面推动工业园区污水收集处理效能提升，扎实开

展工业园区污水收集、资源化利用及收集处理监测监管能力提升

行动，加快实施化工废水“一企一管或多厂专管、明管输送”。到

2027年，基本完成化工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行动任务。 

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和农村污染治理。推进化肥农药减量

增效，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监管，加快推

动黄河沿线养殖场（户）退出滩区。因地制宜采取纳入城镇管网、

集中与分散、工程与生态措施相结合的模式，提升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水平，完善运营管理长效机制。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

体系，着力解决农村黑臭水体问题，统筹推进农业种植、水产养

殖污染治理有机衔接。 

（六）着力提升水资源保障水平 

深度实施节水控水行动。打造节水控水示范区，加快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和大中型灌区建设改造。推进再生水利用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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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升再生水输配能力，高标准完成郑州市、洛阳市、开封市

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建设。加大非常规水源利用力度，推进

雨水集蓄工程，拓展矿产资源开采、地下工程建设疏干排水等非

常规水源处理和利用渠道。 

切实保障基本生态流量。明确主要支流生态流量保障目标，

实施动态管控。优化水资源配置与调度管理，加强西部山区水源

涵养，完善引供水工程，减少地下水用量。到 2025 年，确保伊

洛河、沁河主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目标保障率达到 90%。 

（七）深入推进水生态保护修复 

持续推进河流水生态保护修复。结合河道整治等工程推进实

施河湖岸线修复，持续推进美丽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沿黄湿地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综合治理。以新蟒河、汜水河为重点，优化河

段闸坝调控，开展水生植被恢复。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修复，

加快推进水生态考核调查监测能力建设，开展伊洛河水生态综合

评估试点工作。 

强化矿山修复治理。实施伊洛河及宏农涧河等黄河南岸支

流、蟒沁河及逢石河等黄河北岸支流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八）防范化解水环境风险隐患 

加强水环境风险源头防控。积极推动化工园区“一园一策一

图”试点示范工作，完善突发水污染事件环境应急三级防控体系

建设。强化尾矿库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加强有毒有害物质环

境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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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水环境风险预警应急水平。健全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

事件联防联控机制，深化“一河一策一图”应用。加大灾害风险隐

患排查治理力度，加强汛期水环境风险防控，强化次生环境事件

风险管控。加强危险废物风险防控，严厉打击危险废物非法转移、

倾倒等环境违法犯罪活动。 

（九）持续提升水环境管理能力 

健全跨省河流联防联控机制及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完善黄河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健全水生态环境监管治理体系。健全“全

省-流域-河流-控制单元-控制断面汇水范围”流域空间管控体系，

实施“水体-入河排污口-排污管线-污染源”全链条信息化管理，构

建水生态环境智慧化监测监控体系。推进流域水资源、水生态、

水环境等监测资源统筹和信息共享。构建区域生态流量预警预报

体系，建立生态流量分级分责调度体系。 

三、十大工程 

（一）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有序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新（改、扩）建工程建设。

到 2027 年，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新建不少于 10 座、改扩建 10

座，处理能力新增约 30万吨/日、扩增约 20万吨/日。 

加快实施城镇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因地制宜推进雨污分流

改造，加快实施溢流污染控制工程。到 2027 年，新建污水管网

不少于 350公里，完成雨污管网改造约 300公里。 

（二）工业污染防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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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工业园区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以郑州市巩义市、洛

阳市孟津区、新乡市封丘县、焦作市孟州市、三门峡市义马市、

济源示范区工业园区为重点，推进污水处理厂深度治理及配套管

网建设，实施初期雨水控制工程。 

加快化工园区废水深度处理设施建设。有序推进沁阳市、义

马市及济源示范区化工园区的工业废水深度处理设施建设。 

（三）农业农村污染防控工程 

加快补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短板。重点推进郑州市荥阳市、

焦作市武陟县等乡镇政府驻地、中心村等人口集中区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提质增效，稳步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新增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约 5座。 

强化农业面源及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实施郑州市黄河流域农

业面源调查及示范工程建设、三门峡市灵宝市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项目。推动洛阳市洛宁县、焦作市武陟县、三门峡市灵宝市等规

模化养殖场改进畜禽粪污处理设施。 

（四）入河排污口整治工程 

开展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加快推进郑州市巩义市、洛阳

市新安县、焦作市温县排污口规范化建设。 

（五）源头区水源涵养工程 

推进洛阳市洛宁县、新安县，三门峡市灵宝市、卢氏县等区

域生态涵养林、草地、湿地及生态缓冲带建设。 

（六）河流生态基流保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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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强化现有水利设施节水改造，加强地

下水超采治理。完善济源示范区农业灌溉用水、博爱县灌区节水

配套改造建设。保障伊洛河、沁河等主要支流生态流量目标。到

2027年，完成河道整治约 9公里。 

（七）再生水循环利用工程 

推动城镇污水处理厂尾水生态化治理。在洛阳市伊川县，新

乡市延津县、封丘县，焦作市孟州市、三门峡市灵宝市、义马市

等区域污水处理厂出水口下游，建设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到

2027年，新增人工湿地处理规模约 20万吨/日，新增人工湿地面

积约 1000亩。 

加快推进再生水利用设施和输配管网建设。到 2027年，新

增再生水生产能力约 6万吨/日，新建再生水管网约 100公里。 

（八）河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推进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重点推进伊洛河、新蟒河、滩区

涝河、宏农涧河等流域生态缓冲带、生态护岸建设。到 2027年，

完成河道水生态保护修复约 170 公里，新建河湖生态缓冲带约

50公里。 

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工程。重点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

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鼓励三门峡市、洛阳市等地申报历史遗留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 

（九）水环境风险防控保障工程 

加强水环境风险防控工程建设。推进高风险园区和企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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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伊洛河、新蟒河、滩区涝河、二道河等河段风险防控设施

建设。 

推进重金属及尾矿库环境风险防控工程。以洛阳市、三门峡

市、济源示范区为重点，强化重金属污染监控预警，开展尾矿库

排查整治。 

（十）水生态环境智慧化监管工程 

加强流域水环境智慧化监管，推进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

建设。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坚持政府统筹、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流域内各省辖市人民

政府、示范区管委会是本方案实施主体，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

部门分工，细化目标任务，形成工作合力，落实各项任务。省环

委会办公室加强统筹协调，各省直有关部门尽职履责、密切配合，

共同推进方案实施。 

（二）强化资金保障 

拓宽融资渠道，加强融资模式创新力度，探索实施生态环境

导向的开发模式，加大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对黄河生态保护与修

复的支持力度，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渠道、多层次、

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 

（三）强化监督管理 

健全工程项目建设推进机制，明确工程项目建设时序，强化



 — 10 — 

过程管理，适时进行督查抽查，督促项目建设。根据黄河流域水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情况，结合工作实际，适时对重点任务和工程

项目进行优化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