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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1日起，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
• 形成“1+N+4”的生态环保领域法律体系
ü 1——发挥基础性、综合性作用的环境保护法
ü N——环境保护领域专门法律，包括针对污染防治领域大气、水
、固体废物、土壤、噪声等方面的污染防治法律，针对资源领域
的海洋、湿地、草原、森林、沙漠等方面的保护治理法律等

ü 4——针对特殊地理、特定区域或流域的立法，如长江保护法、
黑土地保护法、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1.立法背景

• 生态环境部全程参与立法调研和法律草案起草，积
极配合推进黄河保护立法工作，开展黄河流域规划
体系、流域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生态保护修复、污
染防治等多个立法主题研究，着力推动构建科学有
效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



1.1 规划与管控
• 4部门联合印发《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 12部门联合印发《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



1.2 生态保护和修复
• 配合有关部门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 联合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





1.3 污染防治
• 推动河南、陕西出台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排查发现1.7万个排污口（40%完成整治并纳入日常监管）



1.3 污染防治
• 启动21个化工、有色金属行业企业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项目
，开展化工园区、危险废物处置场、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
境状况调查评估，将141家企业纳入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
污单位名录

• 发布《尾矿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尾矿库污染隐患排
查治理工作指南（试行）》

• 根据《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印发《重点管控新污染
物清单（2023年版）》



1.4执法监督
• 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 连续拍摄黄河警示片，扎实推进问题整改
• 开展“清废行动”，清理整治固体废物约8844
万吨（截至2022年底）



2、法律突破与创新
2.1健全流域管理体制。规定国家建立黄河流域统筹协调机制，统筹协调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形成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
进大治理的格局。



2.2完善规划与管控制度。进一步加强“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规
定流域内省级政府根据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状况，按照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要求，制定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和生
态环境准入清单。



2.3 明确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修复。特别是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
缺、生态脆弱的问题，加强生态流量管控制度，规定要分级确定黄河干流、重
要支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和重要湖泊生态水位的管控指标。



2.3黄河流域生态状况调查评估。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开
展黄河流域生态状况评估，并向社会公布黄河流域生态状况。

宁夏回族自治区2000-2020年生态系统类型转移图



2.4专章规定污染防治制度。涵盖了重点河湖综合整治、环境质量标准和排放
标准制定、总量控制、地下水污染防治、排污口排查整治，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等黄河流域污染防治重点领域。

2.4.1入河排污口管理和排查整治。在黄河流域河道、湖泊新设、改设或者扩
大排污口，应当报经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黄河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河道、湖泊
的排污口组织开展排查整治，明确责任主体，实施分类管理。



2.4.2 黄河流域持久性有机物等新污染物的管控治理。这是在法律层面首次对
新污染物管控作出明确规定，实现了制度层面的突破和创新。



3.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
3.1加强宣贯



3.贯彻实施
3.2完善配套文件

研究制定流域水环境质量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印发实施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制定入河排污口管理办法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黄河流域生态流量保障目标、生态补偿具体办法的制定



三、贯彻实施
3.3 继续加强监督执法

• 按照中央部署适时启动新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 持续组织拍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警示片
• 深入推进“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专项行动
• 全面实施入黄支流消劣整治，深入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推进县级
城市和县城黑臭水体治理

• 持续推进流域“清废行动”和尾矿库污染治理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