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郑州市贾鲁河保护条例》

保护区内施工未清理场地最高罚10万
贾鲁河是郑州市的“母亲河”，作为贯穿市

区的“金腰带”“绿珠链”，在促进全市水生态文
明建设中具有独特地位，有必要通过立法对贾
鲁河加强保护管理。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对贾鲁河立
法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将贾鲁河立法列入
今年地方性法规正式项目予以推进。9月25
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对《郑州市
贾鲁河保护条例（草案）》进行第一次审议，10
月29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
《条例（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并在10月
31日下午的闭幕会上表决通过该《条例》。

根据《条例》，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不得
擅自新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或者其他建设
工程项目；保护管理区域内施工，应及时清理施
工场地，恢复原貌，逾期未改正的，拟处以1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帅 董艳竹

贾鲁河是郑州市的“母亲河”，也是一
条历史文化名河，发源于郑州西南部，流经
二七区、中原区、高新区、惠济区、金水区、
郑东新区、中牟县，在郑州境内河段长 137
公里，流域面积约2750平方公里。

贾鲁河作为贯穿郑州市区的“金腰
带”“绿珠链”，在促进全市水生态文明建设
中具有独特地位。

2016年初，市委、市政府决定投资近
200亿实施贾鲁河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工程，
该工程既是一项浩大的生态工程，也是一
项重大的民生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受到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贾鲁河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工程是我市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九大支撑性工程——
“美丽郑州工程”引领性工程，工程以“挖掘
贾鲁兴水千年灿烂历史文化，绘就中心城
市百里绿水青山画卷”为主线，统筹规划
“六山、六湖、六岛、九岭、十二园”的发展战
略，发掘弘扬贾鲁河文化底蕴，打造中原特
色的园林景观。贾鲁河“一河清水穿城而
过”，为城市增添了灵秀，涵养了生态，护好
一条河，将带动和提升一座城。

贾鲁河对于郑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有必要通过立法来加强对贾
鲁河的保护管理，统筹推动沿岸周边区域
的开发建设和协调发展，提升城市品位和
格局，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根据《条例》，贾鲁河区域包括保护管
理区域和规划控制区域。保护管理区域是
指本市行政区域内贾鲁河干流及两岸绿线
以内的区域，规划控制区域是指本市行政
区域内贾鲁河干流两岸绿线外围的一定区
域。贾鲁河区域的具体范围由市人民政府
划定，并向社会公布。

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贾鲁河区域内
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市、沿
河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贾鲁河保护管
理及沿岸规划、建设、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将贾鲁河保护管理经费纳入
同级财政预算。同时，《条例》还明确，贾鲁
河管理实行河长制，按照有关规定设立市、

县、乡河长体系，协调、督促解决贾鲁河保护
管理区域内的突出问题，发挥河长在贾鲁河
管理中的监督、检查、考核、指导作用。

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应当按照公
园有关规范与标准，设置公共文化、体育
健身、直饮水供应点、座椅、照明、分类垃
圾箱、公共卫生间等便民服务设施，还要
设置医疗急救设施、无障碍设施、志愿者
服务站等。

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不得擅自新
建、改建、扩建建（构）筑物或者其他建设工
程项目。规划控制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
建设工程项目，按照限制类和禁止类建设
工程项目目录实行分类管控。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对贾鲁
河立法工作高度重视，市人大常委会把贾
鲁河立法工作列入今年地方性法规正式项
目予以推进。

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作为起草部门，采
取了委托第三方起草的立法形式形成初稿，
又通过公开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和借鉴外地
先进经验等形式，出台了《条例（草案）》。9
月25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对
《条例（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

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艳表示，在
一审过程中，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了一
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
召开了专家论证会，听取法律咨询委员会专

家学者对《条例（草案）》的意见。同时，报省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征求省直单位意见，并在
媒体上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
群众的意见，召开政府部门征求意见座谈会
和沿河县（市、区）基层单位征求意见座谈会。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共收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
152条，经逐条研究，共采纳 86条。10月中
旬，法工委再次会同相关部门，根据各方意
见对《条例（草案）》进行了统一修改，形成
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初稿）》。10月25
日，市人大法制委员会进行了统一审议，形
成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市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贾鲁河，是省内除黄河以外最长、流
域面积最广的河流，关于贾鲁河，有说不
尽的故事。

《条例》要求，市、沿河县（市、区）人
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贾鲁河历史文化的保
护，挖掘、整理贾鲁河文化遗产，建立相
关档案，设立展示场所，弘扬贾鲁河文
化。不仅如此，在贾鲁河区域内活动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文明行为规范，爱
护公共设施，做好垃圾分类处理，维护环
境卫生。

保护贾鲁河，要明令禁止向河内排
污。《条例》中明确，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
内，除可以设置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污
口外，禁止其他单位和个人设置入河排
污口。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必
须达到规划的排放标准。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新
建、改建、扩建入河排污口的，应当按照
设置程序，报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根据《条例》，经依法批准的建设工
程项目，建设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
护贾鲁河区域内的林木、植被、水体、地
貌，防止造成污染和破坏。其防治污染
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使用。

施工结束后，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清
理施工场地，恢复原貌。如未能及时清
理施工场地，恢复原貌的，由市、沿河县
（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罚款，并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代为清
理和恢复，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稿件统筹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保护贾鲁河，怎样加强监督与管
理？《条例》明确，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有关部门建立贾鲁河综合规划实施情
况评估制度、贾鲁河保护管理工作考
核评价制度、具体事项联合督办制
度，定期对沿河县（市、区）贾鲁河保
护管理情况进行评估考核，实行目标
责任制。

在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从事餐
饮、住宿、休闲、游乐、文化、体育等经营
活动，应当符合贾鲁河综合规划，具体管
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哪些车辆

可通行？按照《条例》，除执行公务的车
辆、消防救援车、急救医疗车、防汛防洪
抢险车、工程维护及救险车外，禁止其他
机动车在贾鲁河堤顶道路和游园道路上
通行。

另外，在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开
展训练、竞赛、航模等大型活动的，举办
者应当依法办理有关审批或者备案手
续，并制订活动实施方案，在举行活动 7
日前向沿河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活动实施方案应当载明举行活动
的基本情况、污染防治、安全救援、应急
处置等事项。

贾鲁河综合规划是贾鲁河区域内规
划、建设、保护和管理的重要依据。

综合规划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对
此，《条例》提到，要明确保护管理区域、
规划控制区域的范围；沿河功能区划、土
地用途、土地开发利用强度；明确重要滨
水区域、历史文化街区、岸线等管控措
施，确定规划控制区域内限制类和禁止
类建设工程项目目录；规划控制区域内
建设工程的建筑布局、建筑高度、天际轮
廓线、景观风貌、体量、风格、色彩、夜景

照明等有关城市设计要求；休闲、观光、
文化、旅游、体育等特色产业项目发展计
划；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调配、防
洪排涝、雨污分流、截污纳管、污染防治、
绿化植被、文化保护等综合治理措施。

保护管理区域内的山、岛、岭、湖、园
等建设项目和各类构筑物，应当充分利
用原有地形、地貌、水体、植被、历史文化
遗迹等自然和人文条件，突出园林式建
筑风格，体现中原文化特色和精品景观
效果。

贾鲁河需要通过立法来加强管理

市人大常委会广泛征求专家和市民意见

保护管理区域内不得擅自新建工程项目

区域内建筑物要突出园林式建筑风格

禁止私家车在河堤顶道路和游园道路上通行

未及时清理施工垃圾最高可罚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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