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河长制为啥写入水污染防治法？

河长制是河湖管理工作的一项制度创新，也
是我国水环境治理体系和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制
度创新。2016年 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要
求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设立总河长，由党委或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担任，提出到 2018年年底前全面建立河
长制。新法第五条规定：“省、市、县、乡建立河长
制，分级分段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江河、湖泊
的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
境治理工作”。

另外新法第二十八条明确“国务院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等有
关部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立
重要江河、湖泊的流域水环境保护联合协调机
制，施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的
防治措施”。

2、农业和农村水污染怎么治？

在水污染方面，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的污染
问题较为严重，农业农村水污染防治工作是一个
薄弱环节。大家普遍反映要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建
设，这次修改水污染防治法也从几个方面对于农
业和农村的污染防治作了规定。

◇农村污水、垃圾集中处置
新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国家支持农村污水、

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推进农村污水、垃圾集中
处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建设农村
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并保障其正常运行。”

◇加强化肥农药环保管理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药、化肥的施用量造成

了比较严重的农业污染。此次修改，新法第五十
三条和第五十五条中明确提出，在制定农药、化
肥的质量标准和使用标准上，应当适应水环境保
护要求；要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合理地施用化
肥，要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高效低毒农药。

◇防治畜禽养殖污染，狠抓农田灌溉用水
新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明确在畜禽散养密

集区所在地的县、乡级政府对畜禽粪便污水进行
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同时，新法第五十八条
还明确农田灌溉用水应当符合相应的水质标准，
禁止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向农田灌溉渠道排放。

3、怎么保障我们的饮用水安全？

近些年我国饮用水水源发生了几起突发事
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次修订从以下几个方
面作了规定。

◇立法目标生态化
新法在第一条立法目标中将“保护和改善环

境”放在首位，并加入了“保障水生态”“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在原第十六条调整为第二十七条后

增加了“保障基本生态用水”的规定。

◇开展流域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监测评价和

预警

增加一条作为新法第二十九条明确：组织开

展流域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监测评价并实施预警，

组织开展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和保护，提升流域

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从事开发建设活动，应当采

取有效措施，维护流域生态环境功能，严守生态
保护红线。

◇开展饮用水水源区调查评估

新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环境保护等部门，对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地下水型饮用水源的补给区及供水
单位周边区域的环境状况和污染风险进行调查
评估，筛查可能存在的污染风险因素，并采取相
应的风险防范措施。”

◇建设应急或备用水源，完善供水模式
新法第七十条规定：“单一水源供水城市的

人民政府应当建设应急水源或者备用水源，有条
件的地区可以开展区域联网供水。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安排、布局
农村饮用水水源，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采取城镇供
水管网延伸或者建设跨村、跨乡镇联片集中供水
工程等方式，发展规模集中供水。”

◇进一步明确饮用水供水单位对供水水质
负责

新法第七十一条明确：饮用水供水单位应
当做好取水口和出水口的水质检测工作。饮用
水供水单位应当对供水质量负责，确保供水设
施安全可靠运行，保证供水水质符合国家有关
标准。

新法第九十二条规定：“饮用水供水单位供
水水质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由所在地市、县
级人民政府供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另新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监测、评估本行政区域
内饮用水水源、供水单位供水和用户水龙头出水
的水质等饮用水安全状况。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应当每季度向社会公开饮用水安全
状况信息。”

◇编制饮用水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应
急方案

此次修改增加一条作为新法第七十九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饮用水安全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

饮用水供水单位应当根据所在地饮用水安
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
方案，报所在地市、县级人民政府备案，并定期进
行演练。

饮用水水源发生水污染事故，或者发生其他
可能影响饮用水安全的突发性事件，饮用水供水
单位应当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向所在地市、县级
人民政府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关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情况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
保障供水安全。

法律从几方面加强饮用水的管理，规定要建
立风险评估调查制度，预防风险，规定单一供水
的城市要建立应急水源和备用水源，或者建立区
域联网供水。对农村有条件的地方也要求集中供
水。同时要加强信息公开的力度，要求供水单位
应当加强监测，对入水口和出水口都要加强监
测，地方政府每个季度至少公布一次饮用水安全

的信息。同时如果发生了水污染突发事件，也要
及时地向社会公开。

4、如何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难题？

此前广受媒体关注的企业利用渗井、渗坑
等手段违法偷排现象一直存在。这次修改水污
染防治法，针对媒体报道的恶劣违法行为又进
一步加大了处罚力度，提高了罚款上限，最高
可达 100万元。如果企业的违法情形再严重，
构成破坏环境罪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同时
水污染防治法还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停产
关闭。

5、如何保障企业监测数据真实准确？

这次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对保障监测数据
的真实性、准确性作了针对性的规定，增加了对
于禁止数据作假的明确规定。

没有安装监控装备或者没有与环保部门
联网或者没有保证其正常运行的会被处以 2
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逾
期不整改的，将责令企业停产整顿。如果篡改
数据掩盖非法排污的，由此发生污染，根据新
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这
将构成犯罪，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过这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对监测数据造假将会产生
足够的震慑力。

7月 11日至 20日，市人大常委会分成五个组，深入全市 20个乡镇（街道）和市直有关单位，采取听取汇报、

发放调查问卷、实地察看、走访座谈等方式，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执

法检查。图为执法检查动员会现场。

7月 8日，米庙镇人大主席团率人大代表检查组，深入全镇 29个行政

村就各村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情况进行检查评比。随后又到河南麒鸣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玉皇山石榴产业园、米庙镇污水处理厂实地察看。

7月 12日，煤山街道组织人大代表，对辖区内的水污染防治“一法一

条例”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进行执法检查。

7月 14日，纸坊镇人大主席团组织部分市、乡两级人大代表开展水污

染防治“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及卫生院医疗体制改革视察。

7月 16日，蟒川镇人大主席团组织部分市、乡两级人大代表开展水污

染防治“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及卫生院医疗体制改革视察。检查组分别

到辖区内正在建设的污水处理厂、驰骋农牧有限公司及蟒川镇卫生院进

行执法检查。

7月 18日，小屯镇人大主席团组织部分市、乡两级人大代表到平煤集

团张村矿开展水污染防治“一法一条例”执法情况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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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

1、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制

度的主要内容是：

1.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2.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

监督。

3.人大及其常委会集体行使国家权力，集体决定问

题，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

4.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

生，对它负责，向它报告工作，受它监督。

5.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职能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

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6.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

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2、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是领导关系么？
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不存在领导关系，但存在着法

律上的监督关系、工作上的联系和指导关系。

3、为什么不把人大代表叫作人民代表？
人大代表的全称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一个特定

的概念，是对一种专门职务的特称。人大代表的产生，要

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且肩负着相应的法定职责。人民代

表则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泛指

拥护宪法的各阶级、各阶层和各人民群众团体、组织。凡

是能代表一方面的人民群众的，都可以称为“人民代表”，

而不需要按国家法律程序产生，也没有相应的法定职责。

4、人大代表有哪些权利？
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职务所享有的特定的行为权利。

它包括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权利，闭会期间

的权利，以及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

（一）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参加审议各项议

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

（二）依法联名提出议案、质询案、罢免案等；

（三）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

（四）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选举；

（五）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表决；

（六）获得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所需的信息和各项保

障；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5、人大代表有哪些义务？
（一）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在自己

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

施；

（二）按时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认真审议各

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发表意见，做好会议期间的各

项工作；

（三）积极参加统一组织的视察、专题调研、执法检查

等履职活动；

（四）加强履职学习和调查研究，不断提高执行代表

职务的能力；

（五）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

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

务；

（六）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廉洁自律，公道正派，勤勉

尽责；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6、人大代表执行职务的原则是什么?
1.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少数服从多数，自觉执行大

会通过的决议、决定；

2.顾全大局原则。正确处理本选区的利益与全局利

益的关系；

3.视察中不直接处理问题原则。协助政府推行工作，

而不是代替政府工作；

4.代表工作与本职工作相协调原则。

7、人大代表的审议权是什么？
人大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审查和讨

论列入本级会议议程的各项报告、议案，提出建议、批评、

意见的权利。审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1.本级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2.本级“一府两院”工作报告；

3.本行政区计划、财政预算；

4.在行政区的有关重大事项；

5.审议、选举决定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组成人员；

6.审议被列入会议议程的各项议案。

8、人大代表行使审议权的方式是：
1.出席大会全体会议进行审议；

2.参加代表团全体会议进行审议；

3.参加小组会议进行审议。

9、人大代表的选举权是什么？
人大代表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决定本级国家机关领

导人员、组成人员，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我国

人大代表的选举权包括对人选提出意见，进行投票选举；

决定人选；表决通过人选等三个方面。

人大工作
应知应会

6月 27日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治法》的 56处修改，新版水污染防治法将于 2018年 1月 1日起施行。

水污染防治

人大工作应知应会

提升城市品位 打造宜居汝州

新修改的水污染防治法热点问题有四：一是河长制；二是农业农村水污染防治；三

是饮用水保护；四是违法处罚力度。

水污染防治“一法一条例”

汝河国家湿地公园 黄耀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