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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鱼县陆码河（蜜泉湖）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

（公示稿）

一、编制背景

积极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坚持“五个以”的实践

体系和“五个一”的战略抓手，全面推进以流域综合治理为

基础的四化同步发展，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是

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根据《关于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2023年

底前试点市州启动扩面工作，每个县区启动一条小流域综合

治理，2024年 6月全省全面启动小流域综合治理，2025 年

底前形成全省全面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完成一

批成效明显的小流域综合治理任务，到 2027 年基本完成全

省重点小流域综合治理。

嘉鱼县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工作部署，确定以陆码河（蜜

泉湖）小流域为全县首批试点。该区域紧邻长江南岸，具有

河湖连江、连城带乡、水系丰富、丘岗平原交替等特征，从

北至南连接嘉鱼县主城区、旅游区、农业区，是体现嘉鱼县

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该试点工作对于嘉鱼县进一步深

化“双集中”工作，探索小流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路径有

着重要意义。

为明确陆码河（蜜泉湖）小流域现状问题、治理思路、

发展重点和实施路径，全面完成“生态美、产业强、百姓富”

的治理要求，根据《湖北省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划纲

要》《关于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小流域综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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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四个一”工作模板》《湖北省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指引》

等系列文件的相关要求，特编制本规划。

二、规划范围

涉及鱼岳镇陆码头村、南门湖村、西街社区，高铁岭镇

西海村、白果树村，官桥镇廖家桥村、白湖寺村、米埠村共

3镇 7个行政村 1个社区，规划范围面积为 66.55 km2。

三、规划期限

本规划近期至2024年，中期至2027年，远期展望到2035

年。

四、底线管控

（一）水安全底线

保障蜜泉湖达到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保障陆码河等河

湖基本生态用水需求，主要河湖基本生态流量（水位）保证

率不低于 90%。保障高铁岭镇、鱼岳镇、官桥镇自来水普及

率达 100%。

（二）水环境安全底线

确保蜜泉湖水质监测点水质近期不低于Ⅳ类标准，远期

达到Ⅲ类标准。陆码河水质监测点水质不低于Ⅲ类标准。

（三）粮食安全底线

严守永久基本农田总面积 1.32万亩，确保粮食安全和主

要农产品供给。对永久基本农田实施特殊保护，严格实行耕

地用途管制和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机制，确保基本农田数量不

减少、质量不降低，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进出平衡，坚

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到 2025年，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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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耕地保护目标不低于 1.43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

1.32万亩。

（四）生态安全底线

严守 7.68km2的生态保护红线，对纳入省湖泊保护名录

的重点湖泊蜜泉湖实施严格水域空间和岸线管控。

五、目标定位

（一）总体愿景

南有嘉鱼，甜美蜜泉

（二）总体策略

1. 守住一湖蜜泉清水

2. 营造一个生态家园

3. 做强一个绿色产业

4. 唱响一个知名品牌

5. 富裕一方幸福百姓

（三）目标定位

全国美丽湖库治理单元典范

蜜泉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四）指标体系
表 1 陆码河（蜜泉湖）小流域综合治理相关指标表

序

号

维

度
指标

现状 目标 中期目标
责任单位

（2023年）（2024年） 2027 年

1

水

质

与

生

态

修

复

中下游监测断

面水质

蜜泉湖 Ⅳ、Ⅴ类 Ⅳ类 Ⅳ类
市生态环境局嘉鱼分局

陆码河 Ⅲ类 Ⅲ类 Ⅲ类

2
河流基本生态

流量保证率

蜜泉湖
≧90% ≧90% ≧90% 县水利湖泊局

陆码河

3 河道生态修复长度 905m 6895m —— 县水利湖泊局

4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占比 92.92% 93.10% 95% 县水利湖泊局

5 河道防洪标准 —— 75% 85% 县水利湖泊局

6 裸露矿山治理面积 310亩 310亩 ——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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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维

度
指标

现状 目标 中期目标
责任单位

（2023年）（2024年） 2027 年

7

生

活

方

式

转

变

农村燃气普及率 78% 85% 90% 县住建局

8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100% 100% 100% 县水利湖泊局

9 农村供水水质合格率（％） 87% 95% —— 县水利湖泊局

10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39.24% ≧80% —— 市生态环境局嘉鱼分局

11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99.46% 99.5% 100% 县农业农村局

12
实施垃圾分类的自然村数

量占自然村总数量的比例
90% 95% 100% 县城管执法局

1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率
7.8% ≥10% 15% 县农业农村局

14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比
1.66 缩小 1.60 县发展和改革局

15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平均水

平增长率
5% 10% —— 县农业农村局

16

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

共同缔造的村（社区）数

量

0 3 8 县委社工部

17

市场主体新增的营业收入

占市场主体所有营业收入

的比例

—— ≥20% 35%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8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 10

万元的行政村占比
50% ≥70% 85% 官桥镇、高铁岭镇、鱼

岳镇

19 政府投入带动社会投资 —— ≧1:2 —— 县财政局

20
行政村村民投工投劳平均

人次（人次/村）
*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官桥镇、高铁岭镇、鱼

岳镇

21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28.5% 40% 55% 县住建局

22
生

产

方

式

转

变

实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

盖率
91.50% 92% —— 县农业农村局

23 禽畜养殖粪污综合利用率 89.20% 90.12% —— 县农业农村局

24 耕地流转率 52% 57% —— 县农业农村局

25

乡村旅游接待设施（民宿、

农家乐、度假村等）污水

处理率

98.67% 明显提升 100% 市生态环境局嘉鱼县分

局

备注：该指标表结合省委调度的 14 项指标以及《湖北省小流域综合治理技术指引》的 26 项指

标体系综合制定。

2035 年远景目标：小流域内形成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生

产生活方式，“生态美、产业强、百姓富”的状态持续稳定、

良性循环，蜜泉湖、陆码河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成功创建

全国美丽湖库治理单元典范、蜜泉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实

现“南有嘉鱼，甜美蜜泉”总体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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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想空间

结合流域形态、地理格局，将陆码河（蜜泉湖）小流域

按上中下游划分为生态保育、文旅康养、田园生活三个区域，

优化国土空间利用，制定用地分区管控措施，“把生产、生

活、生态统筹起来”“让该干什么的地方干什么”。

六、重点行动

（一）守护美丽河湖

一是开展水安全保障行动，对流域内西海村、白果村、

南门湖村、廖家桥村泵站沟渠进行修理维护，保障农业用水；

在陆码头村新建嘉鱼县第二水厂，加快推进全域供水一体化

项目；加快西街社区老旧小区供水管网及设施改造，满足居

民安全饮水需求；畅通阿洛亚湖——三湖连江水库、长港河

——蜜泉湖等河湖水库联系通道，提升水系防洪排涝能力。

二是开展水污染治理行动，针对农业面源污水、农村生活污

水、养殖尾水等污染，上游实施退耕还林、退人进城、退养

还果、退采还绿、退垸还湖进行源头整治；中游蜜泉湖区域

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排口整治，实行人放天养、湖面清污、

湖底清淤。下游实施陆码河截污工程，阻断污水直排源头。

三是实施水环境整治行动，推进陆码河河道整治、蜜泉湖水

环境治理工程，整治新生桥至永逸闸段河道环境，打造水清

岸绿的河道生态。四是实施国土综合整治行动，推进白云山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建设流域内高标农田，改善低效林地，

提升林地功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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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产业融合发展

一是推进农文康旅融合发展。主要实施恋江湖不夜城、

蜜泉湖旅游度假区、阿洛亚、山海经等重点文旅康养项目的

建设，将绿水青山优质资源作为发展要素，加快生态价值转

化。大力发展医疗康养、森林康养、运动康养等康养产业，

推动农文康旅融合发展。二是实施香柚特色产业发展 。规

划在西海村、廖家桥村、米埠村打造香柚种植基地，创建“蜜

泉香柚（八斗柚）”地域农业品牌。三是打造“菜篮子”绿

色农业板块基地。规划以陆码头村、南门湖村为主，建设千

亩特色藜蒿种植基地、特色鮰鱼养殖基地，南门湖村百亩特

色蔬菜种植基地和特色旅游采摘园。

（三）健全城乡统筹治理任

围绕以人为本，以城镇和产业双集中为抓手，引导群众

进城安置，完善群众进城动力机制，推动区域城乡融合发展。

一是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加快西街社区老旧小区改造和环湖

节点美丽村湾建设。二是有效推进双集中。统筹双集中政策，

结合金盛兰、蜜泉湖、不夜城、阿洛亚等重大产业项目的实

施，引导村民向县城、中心村集中，推动村民转变生活方式。

三是提升城乡协同治理水平。不断深化基层治理“121+N”

工作机制，构建小流域智慧管理平台，运用智慧城市数字底

座能力赋能小流域综合治理。四是探索利益联结模式。以文

旅康养项目、香柚产业项目为纽带，通过务工就业、资源入

股、土地流转、旅游联盟等方式，带动百姓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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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谋划

围绕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居住环境提升、基础设施、

社会治理 5 个方面，近 3 年规划实施 37 个项目。按照远近

结合、示范带动的思路，重点打造陆码河永逸闸、新码中桥、

蜜泉湖等三个重要节点，同时以小切口为抓手，在三个乡镇

分别打造“五个一”示范点，并形成分村建设指引。

八、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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