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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基金“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水利行动” 

项目简报（总第 10期） 
 

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   2021年 5月

 2020年度课题取得丰硕成果 

     （1）国家层面 

在水利部项目办指导下，水利部

发展研究中心完成了《河湖管理中加

强生态流量管理的政策建议报告》和

《水资源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

分析报告》。报告提出了完善生态流

量管理政策法规体系、健全管理机

制、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加强基础研

究、提升监测执法及宣传教育和公众

参与等方面的政策建议；另外，在回

顾“十三五”以来水利相关投资情况

的基础上，从增加政府投入和吸引社

会资本参与两个方面，提出了提高生

物多样性保护投资效率和效益的对

策建议。 

   中国水科院完成了《项目区水生

生物多样性监测实施战略与综合监

测实施方案》《试点河流大型底栖动

物评估指标及其参考值》《试点区河

湖健康评估回顾评价报告》《大坝建

设运行生态流量保障技术及制度研

究》等报告。报告基于国内外实践回

顾，提出水生生物多样性监测实施战

略及综合监测实施方案，为项目区开

展相关工作提供指导；对照河湖健康

评估的生物准则层，提出试点河流开

展大型底栖动物评估的推荐指标及

其参考值；对云南、重庆开展的试点

河流健康评估工作成果进行回顾评

价，并对今后改进河流健康评估工作

提出指导意见；对比分析国内外大坝

运行管理相关政策法规及实践案例，

提出我国大坝建设与运行中保障生

态流量存在的不足，并就加强试点河

流大坝生态泄流管理提出有关建议。 

   TNC 完成了《美国环保署快速

水生生物评估方法及应用实践》《欧

盟国家河流生物监测方法及应用实

践》《河流湿地修复管理最佳案例》

《生态流量实施流程和步骤的建议

方案》《对试点河流 2020年度生态流

量评估报告的建议》《基于 GIS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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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设计报告》等

报告，介绍了欧美国家在水生生物监

测评估、河流湿地修复管理、实施生

态流量的有关方法及实践案例，并提

出水生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建设方

法、生态流量实施流程等有关建议，

为项目试点河流有关工作提供了经

验借鉴和参考。 

（2）云南省试点层面 

 2020 年 12 月 28 日，云南省项

目办召开 2020 年度课题初步成果

咨询会，对课题成果提出了有关完善

意见。省水利厅党组成员、水文水资

源局局长、省项目办指导委员李伯根

出席会议。 

基于成果咨询意见，云南大学完

成了《川河、补麻河和恩乐河 2020

年水生态调查报告》《栖息地最佳做

法国内外经验报告》《川河、补麻河

和恩乐河湿地改善建议报告》等成果

报告。报告介绍了对试点河流进行的

全面系统的水生态调查与河流生态

健康评价；总结了国内外河流栖息地

最佳做法经验；分析了试点河流湿地

保护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善措施建

议。 

云南水利设计院完成了《云南省

试点区域水利行业规划和政策生物

多样性主流化建议报告》《基于鱼类

保护的补麻河生态流量控制试验技

术报告》《补麻河和恩乐河生态流量

评估年报（2020 年）》《川河生态系

统修复概念方案建议报告》等成果报

告。报告在分析试点区水资源管理存

在的差距后，提出实现生物多样性主

流化的具体目标及相应对策措施建

议；确定了补麻河和恩乐河控制断面

生态流量目标，评价了生态流量满足

程度；以景东县川河流域生态系统为

单元，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基于自然

的水生态系统修复方案建议。 

在省项目办指导下，云大和设计

院对相关技术成果进行了总结，并编

写了有关培训材料，为项目成果推广

应用奠定了基础。 

（3）重庆市试点层面 

 2020年 11月 22-24日，重庆市

项目办组织 2020年课题初步成果技

术审查暨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

 

图 1 云南课题成果咨询会

（2020.12.28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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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技术研讨会议，对课题初步成

果提出修改完善意见。 

 

图 2 重庆课题初步成果技术审查会 

（2020.11.23 重庆） 

重庆市水利设计院完成了《重庆

市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水资源管

理政策建议报告》《重庆市环境流量

设计报告》《重庆市重要河流生态流

量保障工作方案》《重庆市五布河、

塘河生态流量监测评估年报（2020

年）》等成果报告。基于试点地区水

资源管理现状与实现生物多样性主

流化的差距分析，提出建立生物多样

性保护协调机制、加强生态流量监测

管理、强化工程生态流量泄放，以及

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力度等政

策制度建议；提出河流环境流量确定

的原则标准和保障措施方案，为全市

开展生态流量保障工作提供技术指

导；评估了五布河、塘河 2020年生

态流量的满足状况，并提出相应建

议。 

西南大学完成了《重庆市五布

河、塘河河流健康评估及生态修复建

议报告》《五步河生态流量泄放对水

生生物影响监测与评估报告》《重庆

市试点河流生物多样性监测系统建

设与常规化应用指南》等成果报告。

报告介绍了对试点河流进行的全面

健康评估工作，并提出开展河流生态

修复、改善河流生态完整性的具体对

策与建议；通过对五步河有关河段监

测评估，认为现状生态流量（2020.10 

-2021.2）基本满足五布水坝和锡滩水

坝坝下减水河段水生生物栖息条件，

但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需落实生态

流量泄放措施，保证观景口河段生态

流量；采用 ArcGIS创建了试点河流

监测系统信息库；制定的《重庆市试

点河流生物多样性监测系统常规化

应用指南》为重庆市中小河流生物多

样性监测提供技术指导。 

 《长江保护法》《绿色小水电评价

标准》《重庆市河长制条例》《云

南美丽河湖评定指南》颁布实施 

2021 年 3 月 1 日，我国首个流

域法律《长江保护法》开始实施。《长

江保护法》的主要目的是加强长江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资源合

理高效利用。主要内容包括总则、规

划与管控、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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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修复、绿色发展、保障与监

督、法律责任等。GEF 项目重庆试

点河流均为长江支流，《长江保护法》

的出台将进一步促进项目试点工作

的开展。 

2020年 11月，水利部出台了新

的《绿色小水电评价标准》（SL/T 

752—2020），规定了绿色小水电评价

的基本条件、评价内容、评价方法等。   

2021年 1月 1日，《重庆市河长

制条例》正式实施，全市河长制工作

迈入法治化轨道。《条例》对实施河

长制的组织体系、工作职责、工作机

制、监督考核等提出了具体规定。     

2020年 7月 17日，云南省河长

制领导小组印发《云南省美丽河湖评

定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和推进

云南全省美丽河湖建设和分级评定

工作。 

 重庆推进跨部门、跨界区河流保

护合作 

2020年 12月，重庆市珍稀鱼类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与江津区

人民法院、江津区林业局联合签订

《生态修复和法治教育协作框架协

议》，协议以长江流域（含塘河）生

态修复为核心，进一步打造环资审判

和法制教育相结合的司法模式。 

塘河流经川渝多地，2020年 10

月，重庆塘河镇分别与四川省合江县

白鹿镇、石龙镇签订塘河跨界治理合

作协议，川渝三镇建立联席会商交

流、信息互通共享、联合巡查执法、

长效清漂保洁四项机制，对塘河交界

区域联合开展保护水资源、管控水岸

线、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

水生态的行动，共同推进塘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期间，塘河镇还将与

合江县白鹿镇等川渝毗邻地区建立

川渝跨省市常态化生态补偿机制，共

同推进碧水、蓝天、净土行动，实现

多主体协同推进跨区域河流联防联

控，推动塘河流域实现共治、共管、

共保、共享。 

 重庆塘河鱼类保护工作不断推进 

2020 年 12 月 10 日，江津区在

长江流域开展增殖放流活动，近 700

万尾鱼苗被放入江中，其中 16多万

尾进行挂牌标记，方便科研人员开展

监测及效果评估。 

2021 年 1 月，塘河江津段开建

人工鱼巢，总面积达 11000平方米。

人工鱼巢的搭建将为鱼类提供舒适

的产卵环境。 



5 

 

图 3 塘河上的鱼巢（图片来自

2021.1.14《江津日报》） 

2021 年 2 月 3 日，重庆市江津

区召开塘河肖家滩坝鱼道设计方案

咨询会，水利部项目办组织有关专家

参加技术讨论。 

 云南省开展首批省级美丽河湖评

定，并建立奖惩激励机制 

依据《云南省美丽河湖评定指南

（试行）》，云南省河长制办公室组织

完成了 2020年全省首批美丽河湖建

设评定；2020年 12月，与省财政厅

联合出台美丽河湖建设省级以奖代

补政策，自 2021年起连续 4年对美

丽河湖建设各项任务完成较好的州

（市）进行奖补，奖补规模为每年 1 

亿元，激励各地美丽河湖建设力度。 

 云南省、市项目办组织生物多样

性相关培训研讨会 

2021年 4月 25-27日，云南普洱

市举办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培训研

讨会议，市级单位相关人员、市级民

间河长、社会义务监督员等，合计

50 人参加培训。培训提高了民间河

长、社会义务监督员积极参与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 

 

图 4 普洱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 

培训研讨会（2021.4.25-27 普洱） 

2021年 5月 11-13日，普洱市举

办“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美丽河

湖建设”专题研讨会，市、县（区）、

乡（镇）级河（湖）长及相关人员，

共计 150余人参加会议，为普洱市全

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打下坚实基

础。 

 

图 5 普洱推进美丽河湖建设专题 

研讨会（2021.5.11-13 普洱） 

 云南镇沅和景东县开展项目宣传 

2021 年 3 月，云南省镇沅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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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东县结合“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组织开展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水

利行动项目”系列宣传活动，旨在普

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增强公众生

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镇沅县河长办组织召开 2021年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水利行动项

目”宣传动员会，并联合县直属小学

开展宣传进校园活动，讲解基本水

情，宣传节约用水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重要性，增强学生珍惜水、节约水

和保护水的意识。同时，还深入各乡

镇，在赶集日设立宣传站进行集中宣

传，发放项目宣传手册、宣传海报、

宣传购物袋和宣传扑克等宣传资料

10000余份。 

 

图 6 镇沅县在校园开展生物多样性

保护宣传（2021.3 镇沅） 

景东县河长制办公室以周日县

城赶集日为契机，组织开展“生物多

样性保护中国水利行动项目”宣传活

动，围绕项目及川河试点，现场发放

宣传单 2000份、《生物多样性保护知

识宣传》宣传单 1000份。 

 

图 7 景东县在超市门口开展项目宣

传（2021.3.21 景东） 

 项目办参加 FAO 组织的性别主

流化及项目管理等培训 

2021年 1月 28日，水利部项目

办和云南、重庆各级项目办组织相关

人员（约 200人）参加了 FAO组织

的性别主流化线上培训。2021 年 2

月 22-25日，水利部项目办派员参加

了 GEF 组织的全球环境基金业务介

绍线上培训会。通过参加上述培训，

项目办人员系统了解了性别平等、项

目申请及实施管理等工作要求，提高

了业务水平。 

 项目独立财务审计 

FAO 委托国际独立财务审计公

司开展了GEF项目2018年6月-2020

年 6 月期间的财务审计；2021 年 1

月，审计报告报送 FAO。各级项目

办进一步强化项目管理，整改薄弱环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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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部项目办完成 2021 年度技

术顾问和项目管理专家续聘工作 

2021年 4月，经 FAO同意，水

利部项目办完成了 2021年度国家层

级技术顾问和管理专家、重庆市和云

南省项目管理专家续聘工作。 

 

 项目办提交第七期项目进展报告 

2021 年 4 月，水利部项目办向

FAO 驻华代表处提交了第七期项目

进展报告（PPR），对 2020年 7月至

2020年 12月期间项目实施进展和财

务情况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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