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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解决采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
杨府〔2023〕19 号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

关于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 0442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薛美根代表：

您提出的第 0442 号“关于加强新江湾城地区自然水域皮划

艇、橡皮船等使用管理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

复如下：

新江湾城地处上海中心城区东北部，总面积约 8.67 平方公

里，辖区范围内河网密布，水面开阔，新江湾城水系目前包括经

一河、经二河、经三河、纬二河、纬三河、纬四河、纬五河、纬

六河、绿河等共 9 条河道，总长度约 16.62 公里，水域总面积约

58.5 万平方米。水系内部以圆木桩生态自然缓坡为主，河岸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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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绿化布置错落有致，既能有效控制土壤侵蚀，又可美化河岸景

观，同时实现海绵城市雨洪弹性管理。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和市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在广大

市民的积极参与下，杨浦区通过控源截污、水生态治理、综合整

治等多措并举，水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2022 年，新江湾城

水系 10 个河湖水质监测断面水质均值全部优于地表水 III 类标

准，水环境持续向好，新江湾城纬五河、经三河、纬二河、纬六

河等先后获评“上海市三星级河道”“最美河道”“最佳河道整

治成果”“美丽河湖”等称号。

城市因水而生，因水而兴。近年来，随着市、区水务部门治

水的决心不断增强，治水的力度不断加大，全市河道水环境不断

提升，治水效能不断显现。水清、岸绿，景美，生态优，也激发

了市民群众亲水、戏水的热情。如嘉定、青浦、奉贤、杨浦等河

道水系丰富、水环境优质的区域，均吸引了人民群众自发地开展

亲水活动，成为近几年来喜闻乐见的景象。

正如您建议中所提到的，优美环境带给人们高品质生活的同

时，更需要高效能的治理与之匹配。如何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河道

管理政策，如何既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亲水需求，又能保持河道

水环境、水安全，正是新时代下，亟待市、区管理部门研究的新

课题。为此，近日在市级水务管理部门的牵头下，我区多部门协

同，多次前往新江湾城水系实地踏勘，并根据踏勘结果对您提出

的 2 点建议开展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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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于“由市水务局牵头，会同杨浦区水务、绿化、文旅

等部门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明确管理的主体、管理标准”的建

议

（一）建议市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统一的管理标准

水上运动在国内是一门新兴的运动之一，国家与上海市尚缺

明确的法律法规对非通航航道内开展自发性的水上运动这一行

为予以规范或约定。仅 2021 年 2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的《上

海市水域治安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44 号，以下简

称《治安管理办法》）中，明确市公安机关负责本市管线范围内

的水域治安管理工作，但管理的对象中也未涵盖本提案中所述行

为。因此，亟待制定全市统一的管理政策有利于实际管理工作的

开展。建议市主管部门，一是在符合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制定适

宜开展水上运动的河道标准，二是根据您的建议，制定全市统一

的管理办法，为在河道内开展群众自发的水上活动提供行政管理

依据，让绿水青山更好地为健康运动赋能，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二）加强跨部门沟通联络

随着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户外运动逐渐成为广大

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方式，为满足区域内人民群众亲水近水、安

全便捷参与水上健身活动的需求，建议户外运动产业不同环节管

理部门加强跨部门的沟通联络，共同为市民打造一个布局科学、

环境优美、功能显著、品质优良、配合协调、运转高效的水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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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业生态。

（三）强化细化属地治理

属地街道联合市、区专家力量，形成技术团队和社区建管养

联动工作机制，制定了“新江湾城水绿复合共同体十四五规划”，

引入无人机“巡河+巡林”应用场景，结合“一网统管”“人工+

技防”，不断细化属地治理，加强河道、绿地问题发现和巡查整

治力度，推动巡河、巡林制度由单一管理向集中连片治理转变，

实现网格巡查与专业巡查无缝衔接，为水上运动爱好者提供良好

的生态环境保障。

二、对于“由区政府落实相应配套经费，规划建设配套的设

施和建立相应的应急救援机制”的建议

（一）结合小流域建设，完善配套设施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推进“河湖畅通、生态健

康、清洁美丽、人水和谐”的新江湾城水系治理单元生态清洁小

流域建设，促进新江湾城水系生态资源共建共治共享，探索公共

水域水上运动的有效做法，打造“既能看得见、走得进，还能可

感知、可参与”的活力滨水空间，杨浦区建管委正组织编制新江

湾城水系治理单元生态清洁小流域提升建设行动计划，将新江湾

水系河道按功能分为公共活动性、生活服务型、生态保育型、封

闭管理型，拟从中选定合理区域，开展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开放

试点，通过划分活动区域、设置水上动线、增设皮划艇码头等措

施，为市民提供高品质滨水公共空间。



—5—

（二）引入市场运营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自然资

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文化和旅游部 林草局 国铁集团关于

印发<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2025 年)>的通知》，鼓励户

外运动市场主体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实

际控制人等企业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责任，完善安全管理机制

及相关措施。

目前杨浦区体育局正会同杨浦区投控集团研究制定水上运

动运方案。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拟引进社会第三

方资源单位共同探索在新江湾城指定水域内开展水上运动项目，

对该区域内的水上运动进行引导与管理。希望通过社会资源力

量，做好项目规划，进行专业培训，同时在场地内建立相应的配

套、应急服务，确保水上运动的爱好者能够得到专业化服务及安

全保障，从而减少在该水域内的安全隐患。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市级统一的河道水上活动政策的指

导，与属地政府完善的配套设施共同作用下，能在水清、岸绿、

景美的景观河道上，开展有序、规范、活力、共享的水上活动，

为上海这座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增添活力。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

2023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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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杨曾一 联系电话：25033254

联系地址：惠民路 800 号 邮政编码：200082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市政府办公厅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