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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山区河道治理情况

北京市房山区属海河流域，分为

大清河水系和永定河水系．共有大小

河流17条，河道总长433 km。除永定

河外，区管河道16条，总长407 km。

1．“7·21”特大自然灾害受灾情况

2012年7月21日10时至22日5

时，房山区全境遭受了特大强暴雨袭

击，全区平均降雨量为281 mm。其中平

原平均降雨量249．2 mm，最大降雨点为

城关街道，降雨量达到357 mm：山区平

均降雨量313 mm，最大降雨点为河北

镇，降雨量达到54l mm，达到500年一

遇。这次强暴雨在短时间内降雨量之

多、强度之大、破坏力之强历史罕见。

特大强暴雨导致山洪泥石流暴

发、堤防决口、河水漫溢，引发了一系

列次生灾害。全区17条主要河道除永

定河外全部行洪，40处堤防决口。167

km堤防损毁，5座水库、62处塘坝不

同程度受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88

亿元，其中水利设施损失约15．9亿元。

2．“7·21”特大自然灾害后全区

河道治理情况

“7·21”特大自然灾害发生以后，

房山区水务局在完成拒马河、大石河

等5条河水毁修复和3条河道应急

度汛工程的基础上．按照全市中小河

道治理“三年计划、四个阶段”的统一

部署，陆续针对区管16条河道全面

开展了综合治理。

自2013年春天至2叭4年上汛

前，重点完成了第一阶段大石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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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路一大件路桥)、小清河、吴店

河、刺猬河(崇青水库一京石高速，南

六环～小清河入河口)、佃起河、哑叭

河6条河段，共68．35 km河道综合治

理。建成后满足了良乡组团新城防洪

规划标准，同时房山大石河滨水公园

于2叭4年6月对外开园．与良乡地

区的刺猬河塞纳园、长阳地区的房山

新城滨水森林公园共同实现了区委

区政府提出的“房山、良乡、长阳3个

地区3座滨水公园”的美好愿景。

2014年春天，房山区水务局又同

步启动了第二阶段夹括河、拒马河、

丁家洼河、南泉水河、!f亡牛河、马刨泉

河以及良乡城东护城河7条河段共

86．2 km河道综合治理。

为了确保全区16条河道全面完成

治理，2015年春天。房山区水务局同步

推进了三、四阶段河道治理，包括大石

河下游段、拒马河下游段、周口店河(石

楼镇段)及石楼排洪沟、东沙河、西沙河

5条河段共41．19km河道综合治理。

二、河道治理思路

为保障房山区河道治理工作的

开展并取得预期效果，房山区水务局

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实际出

发，不断探索、研讨治河思路。

①以人为本，构筑防洪体系，保

障周边居民人身和财产安全；②彰显

生态治理理念，营造宜居水环境；③探

索资金渠道，推进拆迁工作，保障河道

治理顺利开展；④严格制定并落实管

理治理．推进河道治理按计划进行。

三、主要经验和做法

1．突出重点，超前谋划，精心规

划设计

①以人为本，构建全区安全防洪

体系。“7·21”特大自然灾害发生以

后，根据房山区防洪安全暴露出的问

题，超前谋划，对全区防洪安全进行

全面系统性的梳理．对全区16条河

道防洪重点、防洪部位、洪水流量、流

势、河道干支流关系等方面进行统筹

规划，确立了“上蓄、中疏、下排、有效

滞蓄利用雨洪”的防洪排水布局。

②以生态治河为导向，打造房山

绿美宜居环境。在保障河道防洪安全

基础之上．重视河道自然风貌．河道宜

弯则弯，宜宽则宽，尽量减少硬质护

砌．大量采用适宜本土的植物措施进

行防护，根据当地实际需要增设湿地、

蓄水构筑物、景观节点、两岸绿化带等

工程和植物措施，将每一条河道都打

造成房山区绿色景观通廊．减少水土

流失，改善周边环境，全面建设“河湖

健康、人水和谐”房山生态水系。

2．主动作为，政银对接，配合落

实资金

为了确保非防洪工程及拆迁占

地资金能够及时下拨到位，房山区水

务局提前研究相关融资政策。多次联

合市、区相关部门及融资单位，与贷

款银行反复对接，配合落实河道融资

贷款资金方案，最终确立了一阶段河

道治理项目利用市级拨付防洪资金

作为资本金和二阶段河道治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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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水务投资中心共用资本金的融

资方式，解决了区级配套资金，保障

了河道治理项目正常进行。

3．积极协调，特事特办，全力推

进施工进度

面对中小河道综合治理近200

km的巨大拆迁规模和全区2 275户

(房屋和非宅)被拆迁人，涉及面广、

单位多．虽然乡镇街道作为拆迁责任

主体．具体落实属地内拆迁占地工

作，水务部门作为河道建设责任主体，

具体落实河道施工进度。为了保障河

道能够按时进场施工，房山区水务局

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为项目前期及拆

迁工作顺利推进做出了应有努力。

(1)采取土地流转方式，解决征

地难题

中小河道综合治理工程常规征

地，区政府难以承担征地补偿费用，

因此，房山区水务局本着实事求是

的原则，建议区政府采取土地流转

方式进行解决。经区政府批准，拆迁

占地以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作

为被拆迁人的拆迁补偿依据：土地

流转面积以乡镇政府、区水务局、施

工单位、监理单位现场测定四方签

字为准，作为土地流转资金拨付的

依据。简化了工作流程，大大缩短评

估评审等手续办理时间．使拆迁资

金及时到位。

(2)采取增加拆迁奖励补助费等

方式。鼓励乡镇拆迁

填补浆砌石、花圃苗木数量、大型

石材搬运、山区岩石井重置成新等拆迁

评估依据不足的空白；征求有关乡镇、

村委会意见，制定坟墓迁移方案：积

极为乡镇争取评审总额5％的拆迁奖

励资金，千方百计解决拆迁相关政策

瓶颈问题和个性问题，加快乡镇拆迁

进度。

(3)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简化

河道项目审批流程

区政府按照特事特办原则．采取

“一事一议”方式，开辟绿色通道，协

调规划、国土、园林、环保等相关部门

以复函为审批依据．由发改委直接审

批河道实施方案．节省了可研批复程

序。使审批时间大大缩短。

(4)采取河道建设项目部全力协

调配合的方式。助推拆迁工作进度

房山区水务局中小河道12个河

道建设项目部管理人员，发扬“5+2”

“白加黑”的敬业精神。不畏严寒酷

暑，走家串户，了解村情民意，掌握诉

求信息，协调有关乡镇和评估公司，

完成了河道前期地上物清登工作．配

合解释拆迁中各种政策，加快了拆迁

工作进度。

4．多措并举，多管齐下，科学管理

(1)严格“项目四制”要求。加强

工程管理

中小河道综合治理是市、区重点

折子工程，为了推进工程进展，加强

项目管理，区级层面。由书记担任政

委、区长担任总指挥．成立了中小河

道建设指挥部，统筹解决拆迁、施工

过程中出现的全局性、政策性、普遍

性问题。房山区水务局内部通过全

水务系统层层筛选项目法人，组建

专职河道管理项目部，并按照“法人

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

工程监理制”项目四制原则严格执

行项目建设，确保了工程依法高效

推进。

(2)落实四级管理体系，确保质

量安全

始终秉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

原则．按照“提前预防、过程控制、完工复

验”的方式进行全过程质量监督监管。

若局质监部门发现工程实体及人员行

为存在问题，依照有关标准和规定，采

取责令业主执行合同罚款、发放停工整

改通知单、水务系统通报批评等方式进

行处理并督促整改落实．同时记人施工

企业业绩档案，作为施工企业参与房山

区水利工程招标投标评分的重要依据。

通过“施工单位保证、监理单位控制、建

设单位管理、政府部门监督”的四级质

量管理体系，确保了工程质量安全．实

现了对区委区政府负责、对全区百姓负

责、对水务事业负责的质量目标。

(3)强化审批流程管理，保证资

金安全

在河道工程项目资金管理使用

上，坚持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专户管

理。在资金审批上，依法依规，坚持

“七步走”资金审批流程方式，对审批

过程实行痕迹管理。明确节点控制责

任，加强流程内环节之间的制约制

衡，保证了资金运行安全，有效杜绝

了工程腐败问题的滋生。

(4)加大督查督办力度。提升管

理水平

为切实加强房山区中小河道监

督管理，房山区水务局特别成立监督

考核小组．由局纪检组长牵头，带领相

关业务科室，针对河道项目工程进度、

质量控制、安全防范、资金使用等方

面．多频次全方位加大督查督办力度，

有效提升了河道工程管理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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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0页)这表明，在通过PPP

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重大水利工

程的建设运营时，要根据项目的具体

条件灵活确定合理的合作期限，以保

证社会资本能够在合作期限内收回

投资并获得合理收益．从而增加对社

一40

会资本参与的吸引力。如拘泥于某个

年限或思想僵化、固守某种模式。就

可能挡住社会资本的引进步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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