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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陕西省渭河保护条例》的实施以及生态区建设保护过程中面临的统筹衔接、管控

实施、规范制度等问题，分析提出渭河生态区保护与治理的技术措施和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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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Weihe River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the problems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zone，this paper analyzes and puts 

forward the technical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Weihe Ecologic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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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1 日，《陕西省渭河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正式施行，《条例》是第一部保护黄河重要支流的省级

地方性法规，是陕西省流域保护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标志着

渭河流域和渭河生态区的保护治理进入新阶段。 

本文以《条例》实施为契机，结合渭河生态区的统筹衔接、

管控实施、规范制度等内容，分析渭河生态保护和治理的现状

问题和面临的机遇挑战，提出几点生态区保护与治理的技术措

施和工作建议。 

1.渭河生态区基本情况介绍 

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也是陕西人民的母亲河。渭河干

流全长 818 公里，陕西境内河长 512 公里，流经宝鸡、杨凌、

咸阳、西安、渭南 4市 1区，于潼关县秦东镇汇入黄河，是陕

西省政治、经济、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核心区域
[1]
。 

2011 年 2 月 17 日，在省委、省政府的的支持下，渭河综

合治理工程全面铺开。通过实施堤顶道路、堤防绿化、支流入

渭口交通桥、蓄滞洪区等一系列工程，渭河的防洪形势得到了

根本改善，基本实现了“洪畅、堤固、水清、岸绿、景美”的

治理目标
[2]
。为了巩固渭河综合治理成果，系统的保护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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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陕西省政府设立渭河生态区，从渭河甘陕交界到

潼关入黄口，沿渭河堤防两侧向外按城市核心区 200 米、城区

段（规划段）1000 米、农村段 1500 米进行控制，通过实施滩

面治理、生态修复与水景观建设等内容，实现了“安澜河、生

态河、文化河、致富河、景观河”的目标。 

2.生态区保护与治理工作的新方向 

经过近十年的建设，渭河的河道环境、防洪标准、绿化亮

化等工程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已经成为老百姓健身、娱乐、休

闲的好去处。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西安市“北跨”战略的实

施，渭河生态区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生态区的保护与治理工作

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条例》的实施为生态区的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关中平原城市群沿渭河分布，是陕西省人口密度最大，经

济最发达的地带，渭河流域的关中主体地区占陕西省 1/3 的国

土面积，却集中了全省%64 的人口和 65%的经济总量，科学合

理的规划布局，是统筹实施治理的先行先驱。 

渭河生态区面积约 1000km
2
，涉及 4市 1区 23 个县（市、

区），涵盖水利、城市建设、自然资源、文化旅游、市政绿化、

体育交通、农业等多部门的业务范围，完善流域统筹协调机制，

是渭河管理保护的前提保障。 

生态区是依托渭河干流在陕西精华腹地形成的宽约 2～6 

km 的带状区域，是关中地区的“白菜心”，对生态区的产业

布局和项目落地，制定明确的规范标准，完善适合渭河生态区

管理保护的政策制度、措施程序，是实施渭河治理保护的规律

准则。 

3.生态区保护与治理措施 

3.1 做好顶层设计，统筹保护治理 

随着《陕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等重

大规划实施和陕西省流域防洪、综合规划修编的新要求，渭河

治理工作要做好渭河流域综合规划、岸线保护利用、采砂规划

等顶层设计，统筹实施渭河的的治理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2 落实生态区范围边界，构建生态区安全底线 

《条例》已经明确了渭河生态区的外围边界，下一步应结

合沿渭不同地市的实际情况、规划范围和发展需要，进一步落

实一级管控区、二级管控区的具体范围、界限，建立生态区范

围边界台账，保障和维护生态区的安全底线和生命线，为今后

的管理工作提供依据。 

3.3 建立生态区统筹机制，落实规划“一张图” 

应尽快落实流域统筹协调机制，由水利部门牵头，与生态

区范围涉及的其他业务管理部门会商协调，补充完善相关资

料，摸清用地现状、产业布局、发展规划、农田类型、生态敏

感区等具体情况，统一备案，落实渭河生态区国土空间规划“一

张图”，为实施生态区的保护治理工作做好支撑。 

3.4 严格项目准入，制定“一清单一目录” 

以目前渭河法律法规、生态政策、产业政策和标准，结合

本地区、本行业产业发展现状，制定渭河流域产业发展目录，

引导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系统评估生态区环境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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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生态区产业准入清单，科学引导生态区的产业落地和

高质量发展。 

3.5 细化管控要求，提出补偿评价方法 

对生态区的产业和建设项目，要论述项目依据、相关规划

和政策文件的符合性，说明项目用途、建筑体量、建设参数指

标和补偿方案，施工组织设计和运行管理体系等内容。综合衡

量考虑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和补偿

措施等内容，细化管理控制要求和补偿方案，提高审批质量和

效率
[3]
。 

3.6 完善水文化建设机制，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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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生态旅游、观光农业等建设

思路，充分发挥渭河的生态、旅游、景观、历史、文化优势，

与体育、文化旅游等行政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完善水文化联动

建设、管理和传播的体制机制，将沿渭各市区悠久的历史和独

特的水文化融入建设保护中，加强文旅融合。 

4.结语 

《条例》的实施肯定了生态区设立的重要意义，是渭河生

态保护修复的重要举措。按照《条例》和相关政策法规要求，

加强规划衔接、严格准入制度、规范建设程序、提升管理水平，

科学引导生态区产业和建设项目落地发展，把渭河打造成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河，造福三秦人民的幸福

河，也为全国的河流保护工作提供经验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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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信息调整负荷分配，以恢复正常供电。在故障发生后，工作

人员迅速定位故障点，并应用远动控制系统远程下达检修指

令，缩短故障处理时间，提高配电恢复效率
[4]
。工作人员依托

远动控制技术，更高效、精准地调度配电网，能够保障电力的

稳定供应，在提升电力系统自动化程度的同时，有效降低人力

成本，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5.用电环节 

在用电环节，工作人员可以利用远动控制技术提升用电管

理的精细化水平，实现对用电数据的实时监测与智能分析。工

作人员依托远动控制系统，远程采集用户用电信息，及时识别

过载、用电波动或设备故障，并采取相应的调节措施，从而避

免浪费电力资源，并提高电网的运行效率。工作人员还可以根

据远动系统提供的实时数据，分析各类用户的用电趋势，合理

调配电力资源，优化电网负荷，避免电网负载过重或频繁的负

荷波动。工作人员通过远程控制功能，实时调整用电设备的工

作状态，调节高耗能设备的负荷水平，平衡电网负荷，确保供

电的稳定性。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工作人员应利用远动控制系

统远程切换电源、调节负荷或实施负荷转移措施，保障重要用

户的电力供应，确保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工作人员在用电环

节借助远动控制进行协同工作，能够提高用电环节的管理精

度，有效减少电力系统的故障率，推动电力系统智能化发展。 

结束语： 

远动控制技术的应用贯穿电力系统的各个环节，这一技术

以实时数据为基础，结合智能化调度，保障电力系统高效运行。

工作人员在电力系统各环节应用远动控制技术，能够为提高电

力企业经济效益提供重要支撑。工作人员需进一步完善技术手

段，加强智能算法与远动控制的结合，构建更高效、更稳定、

更安全的电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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