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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水土保持规划（2022-2035 年）》

编制说明

武汉市水务局 2024 年 1 月

根据国家、省关于水土保持规划编制工作部署，依据有关

方针政策，我处组织编制完成《武汉市水土保持规划（2022-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现将《规划》编制情况汇报如下：

一、规划背景和意义

水土保持规划是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基础和依据，是水利

发展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

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和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加强新时代湖北水土保持工作的实施意见》均将水土保持规

划作为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重要工作内容，并明确提出

了制定或修订水土保持规划的要求。

武汉市是全国较早开展水土保持规划工作的城市，第一版

《武汉市水土保持规划》于 2003 年编制，规划期限为 2003-2020

年。2011 年，完成了第一版水土保持规划的修编工作，规划期

限为 2011-2020 年，2012 年 7 月由市发改委批复实施。

十二五以来，全市不断健全完善法规体系、强化执法监督、

规范行政审批和规费征收，持续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积极

推进水土保持各项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但面对新时

代新形势下的新要求，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全市仍

有 10.51%的水土流失面积，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任务依然艰巨；

二是水土保持投入总量不足、强度不够、治理速度慢、治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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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低等问题突出；三是水土保持监督监管制度力度不够，有法

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依然存在；四是水土保持专

业水平和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全社会水土资源保护意识有待进

一步增强。

《规划》的编制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于国家重要战略，

持续推进武汉市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

行区的重要需求；是贯彻水土保持法和长江保护法，持续推进

武汉市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武汉市世界滨水生态名城和美

丽中国典范城市的重要需求；是提高水土保持率，提升现代水

土保持治理能力，有效衔接其他领域现代化治理体系，协同推

进、早日实现武汉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需求。

二、规划编制过程

2020 年 7 月，我局启动了新一轮水土保持规划修编工作，

委托武汉市水务科学研究院和湖北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联合

编制，当年 12 月形成初稿。经多次讨论及专家咨询，充分吸收

和结合省市相关规划内容和新时代水土保持政策要求，不断修

改完善，2023 年 6 月 15 日通过了专家审查。

2023 年 9 月，我局组织完成了《规划》征求意见，累计向

61 家单位征求意见，其中包括 31 个市直部门、16 个区水务和

湖泊局、局机关 12 个处室及局属相关单位 2 家。共收到 9 个单

位反馈意见 23 条，包括市直部门意见 16 条，区级部门 7 条。

反馈意见中完全采纳 18 条，部分采纳 1 条，未采纳 4 条，其余

52 个单位无意见。根据各区、各部门提出的修改意见，我局对

《规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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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主要内容

（一）规划目标

近期：到 2025 年，基本建成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

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基本实现预防保护，重点防治地区的

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水土保持率达到 89.8%，生态进一步趋

向好转；林草植被得到有效保护与恢复，森林覆盖率增加到

14.79%以上；输入江河湖库的泥沙有效减少；建立较为完善的

水土保持预防监督体系，全市水土保持工作在法制化、规范化

方面得到进一步加强，人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远期：到 2035 年，建成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水土

流失综合防治体系，实现适宜治理的小流域清洁化、生态化，

全市水土流失面积和侵蚀强度进一步下降，水土保持率达到

91.0%，生态持续向好；林草植被得到全面保护与恢复，森林覆

盖率增加到 14.99%以上；输入江河湖库的泥沙大幅减少；建成

完善的水土保持监管体系，实现水土保持监督管理信息化、制

度化、规范化；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备、体系完整的水土保

持监测网络，实现水土保持监测自动化，人为水土流失得到全

面控制。

（二）规划布局

总体布局：全市“一圈两轴四片”水土流失防治空间格局

和水土保持总体策略。“一圈”是指都市发展圈，城市水土保持

特征明显，人为活动是水土流失主要原因，是水土保持监督监

管的重要区域。“两轴”是指长江、汉江及东西山系构成“十字”

型山水生态轴，是水土流失预防的重点区域。“四片”是指黄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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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蔡甸、江夏 4 片远城区，水土流失以自然流失为主，是

水土流失治理的重点区域。

区域布局：全市在国家、湖北省水土保持区划体系的基础

上，划分 8 个市级水土保持区划分区；在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

失重点防治区划分基础上，划分 6 个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其中重点治理区 4 个，重点预防区 2 个。

（三）规划任务

预防保护：对划定的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两江四岸及连江支流两岸、湖泊和水库周边区域、都市

发展圈生态保护区等其他需要预防的重要区域实施预防保护，

措施包括限制开发及禁止准入、规范管理、封育保护与生态修

复及辅助治理等。

综合治理：对全市适宜治理的水土流失区域和两江四岸、

湖泊水体、渠道沟道、破损山体和滑坡灾害易发区域等，以小

流域为单元，统筹多部门合力推进综合治理。采取“点、线、

面”治理相结合，创新防治思路与手段，全面控制水土流失。

监测规划：主要包括水土保持监测站网建设、水土流失动

态监测和水土保持监督监测等。

综合监管：在建立行业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到“十四五"末

实现行业监管的常态化、规范化、法治化，争到 2035 年基本实

现行业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

能力建设：主要包括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科技推广与示范

创建、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水土保持国策宣传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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