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东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销号情况公示表

整改任务

概述

警示片反映的其他沿黄省区问题:违反“四水四定”违规取水用水方面，一些地方不顾水

资源禀赋，以变通形式大量取用黄河水人工造湖；一些地方大搞生态形式主义，筑坝截

流、侵占河道建设人造景观；一些企业擅自取用水、超量取水，导致水资源利用形势严

峻，河湖生态遭到破坏。盲目上马“两高”项目方面，一些地方不顾水资源和环境承载

能力，不落实节能减排降碳要求，盲目上马“两高”项目，去产能工作落实不力，导致

水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破坏和侵占文物古迹方面，部分自然保护地和生态敏

感区违法开发建设问题仍然多发；一些地方不重视沿黄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为房地产

项目让路，侵占或损毁文物保护区。环境污染和环境风险方面，由于城镇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长期滞后，加之日常运营监管不到位，一些沿河城镇生活污水直排、水体黑臭、雨

污混流等情况还比较多见；部分地方减肥减药工作流于形式，加之农田地膜大量残留，

致使面源污染问题严重；一些重点行业、工业园区和企业违法排污、环境风险等问题依

然突出。

整改责任

单位
互助县人民政府

整改目标
通过召开警示教育活动，有效传导责任压力，对照问题举一反三开展自查整改，综合利

用多种技术手段开展湟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体检”，发现问题、直面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全方位做好问题整改。

整改措施

及成效

整改措施：1. 集中组织开展一次黄河青海流域生态环境警示教育活动，观看生态环

境警示片视频，真正起到震慑作用，避免类似问题发生；

2. 各乡镇和相关部门对照问题全面开展自查整改，着力解决一批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建章立制。

整改成效：1.县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分别组织观看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教育片，

起到了警示教育作用。

2.结合“净美互助”行动等活动，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综合整治专项行动

方案》，对县域内河流域生态环境相关问题开展了排查检查，整治了生活垃圾乱倒等一系

列问题。

整改时间 2021 年 12 月底

社会监督联

系人及电话
0972—8322475



海东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销号情况公示表

整改任务

概述

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青海果洛、西宁湟中）生态保护现状不容乐观，过度放

牧严重，存在过度开发行为，草场明显退化。国家在三江源地区用于人工和化

学药物灭鼠的资金已多达几亿。研究表面，鼠兔泛滥并非草场退化的原因，而

是草场退化的结果，真正让草场退化的原因还是过度放牧。有资料显示，青海

全省的退化草地占比已经达到了草地总量的一半以上。

整改责任

单位
互助县人民政府

整改目标
全面推行林草长制，建立草管员包干的网格化管理责任体系，将省市目标责任

书中区域理论载畜量控制目标层层分解到乡（镇）政府，落实到各村和草原承

包联户，加大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管，实现草畜平衡。

整改措施

及成效

整改措施：1.组织各乡镇按前五年平均天然草原承载力、人工草地及饲草

料情况，核定并公布各乡镇理论载畜量；

2. 将省市目标责任书中区域理论载畜量控制目标层层分解到乡（镇）政

府，落实到各村和草原承包联户；

3. 全面推行林草长制，建立草管员包干的网格化管理责任体系，落实草

原管护责任，加大禁牧和草畜平衡监管。

整改成效：2020 年全县天然草原平均植被盖度 54.92%，理论载畜量 69.45

万羊单位，实际载畜量 58.18 万羊单位。其中天然草原亩产可食牧草 178 公斤，

载畜量 21.17 万羊单位，农田种植优质饲草 10.15 万亩，载畜量 16.79 万羊单

位，作物秸杆和精饲料补饲载畜量达到 31.49 万羊单位，实现了草畜平衡。

整改时间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社会监督联

系人及电话
0972—8322475



海东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销号情况公示表

整改任务

概述

湟水河珍宝岛小区有生活污水直排湟水河，现场取样监测显示，污水化学需氧

量、氨量、总磷浓度分别为 393 毫克/升、47.2 毫克/升、4.92 毫克/升。

整改责任

单位
互助县人民政府

整改目标
通过全面排查整治城乡排水管网，实施污水管网改造，逐步实现城乡生活污水

全收集、全处理、全达标。

整改措施

及成效

整改措施：1. 全面系统开展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能力排查整治工作，按照县城、

乡镇和农村地区三个层面查清现有生活污水产生量、处理能力、设施运行状况。

2.全面系统排查县城及乡镇生活污水管网建设管理情况，查清污水管网存在的

不足以及已建成管网雨污混流、错接混接、破损的情况；查清应收未收的生活

污水量和雨污混合的雨水、农灌水、河水、建筑工地废水等水量。

3.全面系统排查村级生活污水管网建设管理情况，查清村级生活污水产生、处

理情况，以及村级生活污水处理站建设运行等基本情况，结合实际制定建设规

划；

4. 全面系统排查县城及乡镇生活污水溢流直排口数量、位置及溢流污水量，

对照国家和省上对城乡生活污水处理率、管网收集率及污泥无害化处置率目标

要求，制定实施城乡生活污水处理、污水管网建设改造规划，逐步实现城乡生

活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全达标，彻底解决生活污水直排河道问题。

5. 各行业主管部门在对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存在短板开展现状普查的基础



上，梳理、汇总项目报发改部门立项，并由发改部门协调争取相关资金；财政

部门对于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使用及拨付等进一步加强监督落实。

整改成效：1.对全县 23 座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查清了污

水处理站处理规模、处理工艺、处理能力、运行现状等相关情况。制定印发了

《互助县农村污水处理管理暂行办法》，按照县财政列支 50%，村集体经济自

筹 50%的方式委托第三方（绿水环保公司）统一运营管理，县财政每年拨付 7

万元运维资金，全县 23 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出水水质稳定达

标。

2.对县城生活污水管网进行了全面排查，查清了管网错接、混搭和雨污合流点，

并积极申报项目支持，加大问题整改力度。

3.完成了湟水流域互助段 10 个排污口的排查、溯源、监测和整治，其中 9个

排污口立行立改、规范整治，1个制定方案、重点整治。

4.互助县管网配套规划长度约 272.66 千米，中心城区实际建成长度 117.6 千

米，其中雨水管网约 50.3 千米，污水管线约 51.2 千米，雨污合流管线总计

约 16.1 千米，计划改造雨污合流管网 16.1 千米。混接错接点 1处（塘川大

道北侧雨水管自东向西汇入南大街雨污合流管）。已改造老旧管网 3.5 千米（吐

谷浑大道排水管网）；计划改造管网 5.1 千米（气象路、林荫路、南大街及彩

虹大道给排水管网改造）。

通过一系列措施，大通河出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或优于 II 类标准，塘川河、

哈拉直沟河和红崖子沟河入湟口水质均稳定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达标率均为

100％。

整改时间 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社会监督联

系人及电话
0972—8322475



海东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销号情况公示表

整改任务

概述

西宁市湟水河流域大部分小水电利用坝体排沙孔作为生态泄流口，但泥沙堵塞

导致生态流量下泄不足，且市级监测平台多处监控信号丢失，部分小水电监控

设施安装位置错误，影响生态泄流监控。

整改责任

单位
互助县人民政府

整改目标
深入开展生态基流综合整治，督促所有的中小型水电站加装生态流量实时监控

设施，采取新建生态流量下泄设施、固定闸门等永久工程性措施保障下泄流量。

整改措施

及成效

整改措施 1.积极配合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开展湟水河流域水电站生

态基流下泄标准复核工作，督促各水电站定期提闸冲淤，防止泥沙堵塞影响生

态基流下泄，确保按标准泄放生态流量。

2.对湟水流域小水电生态流量保障情况开展摸底排查，建立问题清单，“一

站一策”制定并落实整改方案，并同步查处存在的违法问题。

3.水利部门积极与先关乡镇协商确定水电站视频监控设施安装位置，开展

安装工作，对确不能安装视频监控的，出具情况说明；

4. 加强属地管理责任，对未能落实生态基流的水电站予以临时解列，经

整改落实后由水利局组织验收，通过生态基流保障验收后，予以并网。

整改成效：学科滩、青岗峡、加定、高隆等 5座水电站均已落实生态基流

保障工程措施，安装了生态基流实时监控设施，并与县水务局联网，能进行实

时监控。加塘水电站引水口无拦水坝，利用农灌渠道引水，引水量小，不影响

生态基流。

整改时间 2021 年 10 月底

社会监督联

系人及电话
0972—8322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