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行河长制，落实河湖管理保护属地责

任，各县市区利用高科技手段开展本区域内河

湖的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

治、水环境治理等工作，建立起从发现、治理

到销号的全闭环模式。

位于天元区群丰镇小麦港，一辆无人驾驶

的船只逆流而上，对河岸两边的排口进行清

查，发现污水排放，小船就会马上报警，一边

第一时间对现场进行取证，一边通知执法部

门。

“除了能节省人力，还能检测人无法到达

的水域，安全又精准。”天元区水利局局长言

方表示，无人船在高危环境下长时间作业时，

可在保障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同时，实现污染

判定精准化和危险作业无人化，同时也可结合

5G通信和物联网技术，彻底改变传统水生态环

境监测监管模式，有效提高资料精准度，降低

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沿着枫溪港，无人机振动着翅翼，在空中

盘旋。过去，河道巡查采用工作人员河堤步行

查看的方式，工作强度大，且受河道地形和自

然条件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盲区和死角。

利用无人机巡河，巡视效率大大提高。

“无人机一旦发现河道有垃圾、河流有面

源污染等情况，其自带的 GPS 系统能准确定位

问题所在地的经纬度，方便区河长办立即组织

处置。沿岸若有排污问题，夜间若有非法捕

捞，无人机都会通过带有红外线热成像的镜

头，高清拍摄下来。”芦淞区水利局局长黄永

立介绍，河长办结合同期水质监测数据进行对

比，可精准掌握区域水质动态。

在湘江石峰段，每隔一公里有一个高清摄

像头，对可视范围内的水情动态进行 24小时实

时监控。几公里外，工作人员通过智慧河湖监

控系统中心，远程遥控户外的高清摄像头，进

行 360°旋转，对河道四周进行现场直播。

“一旦发现问题，工作人员就通知当地网

格员，对现场的乱象进行清理。”石峰区水利

局局长张志峰表示，该区依托网格化信息平

台，实现了问题发现、交办、处理等所有流程

网上留痕，问题整改一个销号一个。未能按时

整改的，数据将成为抹不掉的记录，直接影响

职能部门的年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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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在水中，根子在岸上。一条河多家管，如何打破部门间信息
不畅通、资源不共享的壁垒？如何打通问题发现、问题处理的时效和
实效？如何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共治共护的大河长体系平台？

全国的命题，株洲在探索。
株洲以信息化技术来丰富管理手段，以新技术来增强管护效能，

建设智慧河湖监管平台，把全市26条重点河流划分为620个网格单
元，配备3000多名网格员，对网格内的河湖管护状况全方位不间断
巡查。建设全覆盖可视化智慧河湖监控系统，借助遥感卫星、无人机、
无人船等技术，立体对各水库和湘江沿岸汛情进行监控预警，对河湖
“四乱”现象进行360度、24小时全天候、流域动态全过程追踪的监
控，实现江河湖库管理保护工作的高效性、便捷性、长效性、实时性。

大数据、高科技，带来的效果不一样。特别是，依托智慧河湖监管
平台，每个问题处理的环节，每个流程办理的步骤，都能在网上留痕，
问题整改一个才能销号一个，倒逼着各单位马上就办，真抓实干。

探访我市智慧河湖监控体系，带您一起看看这些巡河“高科技”。

4.渌口区建立“智慧渔政”执法系统

2021 年 9 月，渌口区利用“智慧渔政”执法系统，通过高架视

频监控、大数据分析，建立“监测—管理—智能预警—监督—取证

—执法—数据分析”全流程管理平台，为提升渔政业务水平和工

作效率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决策支持。

“智慧渔政”不仅可对非法事件进行监管，还可对执法人员进

行监督，防止执法人员“讲人情”，实现渔政执法“智能”闭环。该区

连续三年获得全省“禁捕退捕工作先进县”，去年开展了为期 3个

月的非法垂钓整治行动，劝离垂钓人员 400 余人次，查处非法捕

捞水产品案 9起。

水污染问题，表现在水里，

根子在岸上。说到了根子，企业

首当其冲，有的为了躲避环保监

测，趁着夜色偷偷向河道排污。

“不用到企业内部查，打开

手机，查询一下企业治污设施的

用电量，就能知道是否在正常治

污。”市河委会成员单位株洲市

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介绍，通过

企业污染治理设施上安装的智

能监控设备，其用电数据实时上

传至环保部门的终端后台及执

法人员手机上，一旦用电量异常

或者智能电表用电状态掉线，就

能触发警报。

近年来，我市积极探索“企

业河长”治水模式，通过构建“政

府主导、企业认养、多元参与”的

河长制工作新模式，充分发挥企

业示范带动作用，促使企业投入

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参与河

道清理、违规排放巡查、环护知

识宣传等公益活动。

在此基础上，我市进一步运

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现代化信息技术，在全国首创将

“电力大数据”应用到环保监管

工作，在全省建成首个“电力大

数据+环境监管”平台，实现电力

数据“云端查”，治污设备“线上

盯”。

目前，我市已建成省内首家

利用电量监控系统进行环境管

理的平台，317 家重点企业的污

染治理设施上安装 337 套智能监

控设备，基本实现重点污染企业

智能监控全覆盖，预计今年年底

前，有望实现“电力大数据+环境

监 管 ”覆 盖 全 市 所 有 大 中 小 企

业。

水是动态的，从离开源头

到奔向目的地的过程，依靠人

力监管是力不从心的。我市积

极探索“慧眼”监管模式，对辖

区流域进行不分昼夜、风雨兼

程的常态管护。

湘江河道天元区群丰段有

人准备乱建棚子。这一违法行

为，被一旁的高清摄像头拍得

一清二楚，相关信息及时传输

至几公里外的值班室。接到线

索，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制

止，整个过程不到 20分钟。如此

快速的反应，得益于我市河道

管理雪亮工程建设。

株洲市平安建设“雪亮工

程”启动以来，市水利局在市委

政法委的大力支持和市公安局

的技术指导下，成立工作组，按

照“提前规划、实地勘察、资源

共享”工作思路，有序推进河道

雪亮工程，助力水利平安建设。

“目前，湘江株洲城区段已

实现摄像监控无死角全覆盖，

主要针对河道非法采砂、河道

内违规倾倒垃圾、入河排污口

和河流交汇处等河道监控重点

区域实行 24 小时无死角监控，

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保护河

道安澜。”市水政监察支队负责

人介绍。

不仅是大小河湖，我市 900

座小型水库也同时进行智慧化

升级，安装了雨水情测报和视

频监控系统。工作人员利用智

慧水库平台智能化视频分析技

术，对水面漂浮物、坝体植被情

况进行智能监管，为河长制、堤

坝管养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我们还有人脸识别打卡

功能，进一步加强对水库管护

人员履职情况的监管。同时，各

级管理人员通过手机 App 等方

式查看设备和工程的运行情

况，接收预警信息，从而保障水

利工程安全，真正把‘建管并

重’落到实处。”市水利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株洲环保电力

智慧监管云平台
无人驾驶巡逻船

太阳能安全语音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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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河湖“争分斗艳”

1.芦淞区打造智慧河湖3.0体系

芦淞区加快建设数字孪生流域，在打造“陆”“海”“空”立体化

监管新平台的基础上，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

能力”的要求，全面推进算据、算法、算力建设，加快建设数字孪生

流域，打造了“智慧河湖 3.0管理系统”。

“智慧河湖 3.0 管理系统”包括了“四个场景”管理，即飞控场

景，建设无人机自动起降机场，通过定时、定航线的“空中河长”无

人机全域巡河；固定场景，在河道重点位置建设在线音视频监控

并整合水库雨水情监控；移动场景，开发“河湖长眼”小程序，上下

级河长通过手机移动终端实时巡河直播；数字场景，建立河湖数

字档案，引入数字孪生技术，实现“AI智能算法”问题精准识别。

2.天元区打造“河我一起”全民护河App

天元区打造“河我一起”志愿服务 App，建立畅通又高效的公

众监督参与渠道，同时设立参与有奖机制，吸引各行各业近 3 万

名志愿服务力量。

打开“河我一起”志愿服务 App，里面的“贡享超市”设立了志

愿活动有奖兑换机制。参与“河我一起”护河行动者，可按志愿服

务时长积分（标准为 1积分/小时，1问题/积分），可线上兑换含医

疗、教育、生活日用、美食等物品。该 App上线以来，各类社会团体

志愿者在平台组织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世界地球日、河道

净滩等大型志愿活动 15 起，10000 余人参与其中，日常志愿巡河

护河共计发起 4500余次，反馈整治河湖问题共 400余起。

3.炎陵县建立生态基流智慧监控平台

炎陵县利用互联网、信息化、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基础的

智能化管理技术，加快小水电绿色改造和现代化。该县搭建了水

电站生态流量监管平台，将全县所有站点的监控信息接入到省生

态流量监测系统和县中心机房，达到了实时监控和保存数据的要

求，同时开发生态基流监控 App，让电站业主可以随时监控本站

生态基流的下泄情况。

以上可统称为“集约化运营”，至少有三个成效：一是全方位

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二是提供政府监管窗口，实现生态、安全的动

态监管，消除小水电盲调现象；三是增效降碳，并给业主带来良好

效益。比如，沔渡电站通过对电站运维特性的深入分析，编制了专

门的优化发电程序，结合前池位，自动调整或开停机组，机组效率

下降时可自动倒换机组，使电站始终保持高水位、高效率运行，电

站单日最高发电量从 13000kW.h增加到 13792kW.h。进江源电站

接管后对转轮进行了更新升级，机组最大出力增加了 19.7%，相

比 2020年同期降雨量下降 19.1%，发电量增加 3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