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五水共治实践报告总结 五水共治
社会实践报告(模板5篇)

报告，汉语词语，公文的一种格式，是指对上级有所陈请或
汇报时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报告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
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五水共治实践报告总结篇一

“五水共治”与广大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20xx年的“五水
共治、治污为先”已经如火如荼开展，为更全面多角度地了
解我市垃圾河清理和污水治理情况，收集群众身边还未清理
的垃圾河、污染比较严重的黑臭河，并寻找存在的各种污染
源等，征求受访者对五水共治的意见建议，为市委、市政府
提供决策依据。在温州市统计局指导下，20xx年7月-8月，xx市
统计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五水共治”整治情况民意调
查。

此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沿河沿岸的居民，这些人群生活在河
流附近，对“五水共治”的各项工作及成效有着更为直观的
了解，使调查的结果更具说服力。根据各镇街平原村的分布
抽取20个村，每个村计划完成15份样本，计划共完成调查问
卷300份。调查采用入户调查和简单随机抽样方式，委托第三
方调查机构进行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300份。调查结果显示,
社会公众对“五水共治”整治情况知晓程度和满意程度仅
有40.9%和62.8%。

1、沿河居民生活污水大部分经过化粪池沉淀后排入河流。在对
“您家产生的生活污水是怎么处理的?”问题的调查中，
有72%的被调查者选择“经过化粪池沉淀后排入河流”，
有20.3%的被调查者选择“纳入污水管网由污水处理厂处理”，
还有7.3%的被调查者选择“直接排入河流”。选择“纳入污



水管网由污水处理厂处理”都为城区沿河居民。

2、生活垃圾基本实现集中处理。在对“你们当地的生活垃圾
是怎么处理的?”问题的调查中，有97%的被调查者选择
了“村统一收集处理”，仅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随意堆放，
自行处理”。

“五水共治”整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个动态变
化的发展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更不会一劳永逸，要正确对
待整治状况。

1、仅半数以上沿河居民知道“五水共治”整治情况。在
对“您知道我市各地正在开展的“五水共治”吗?”问题的调
查中，有17.5%的被调查者选择“知道，比较清楚”，
有39.3%的被调查者选择“听说过，但具体不太清楚”，
有43.3%的被调查者选择“不知道，没听说”，计算知晓率仅
为40.9%。沿河居民主要通过电视新闻、报纸和网络了解“五
水共治”整治情况，有57.1%的人通过电视新闻了解，
有25.9%的人通过报纸了解，有31.2%的人通过网络、微博、
微信了解。

2、近三分之二沿河居民满意“五水共治”整治效果。在
对“您对我市前一阶段“五水共治，治污先行工作”的效果
满意吗?”问题的调查中，选择“满意、较满意、一般”的被
调查者占66%，选择“不太满意、不满意”的被调查者
占16.3%，选择“不知道”的被调查者占17.7%。针对66%的满
意居民，当问到“若满意，您认为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有哪
些?”的问题时，有77.3%的被调查者认为“河面漂浮物的打
捞和保洁”有明显成效，2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河道清障、
河岸驳坎”、“沿河垃圾箱配备”、“治理乱倒、乱抛垃圾
垃圾”、“清运、填埋工作”等工作有明显成效。针对16.3%
的不满意居民，当问到“若不满意，则主要是哪些方面不满
意”的问题时，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不满意“还有很多污染
的河水没有治理”;超过三成的被调查者不满意“治理力度不



大，存在应付或造假”、“边治理边污染，出现反弹和回
潮”、“只治理大的河流，小的黑臭河都没有动”;超过一成
的被调查者不满意“工作不细，治理成效不明显”、“治理
后续工作没有跟上，造成浪费”、“宣传工作没跟上”。

1、“固体垃圾倾倒污染”、“生活污水、粪便直接排
放”、“重污染企业未搬迁，企业污水乱排放现象很严重”
是沿河居民心目中水污染的主要形式。调查数据显示，42.7%
的被调查者认为在河道边存在“固体垃圾倾倒污染”现
象，42.3%的被调查者认为在河道边存在“生活污水、粪便直
接排放”现象，35%的被调查者认为在河道边存在“重污染企
业未搬迁，企业污水乱排放现象很严重”现象，13.7%的被调
查认为在河道边存在“餐饮业污染”现象，10.3%的被调查者
认为在河道边存在“农业生产污染严重(农药、化肥等)”现
象，7%的被调查认为在河道边存在“畜禽养殖污染较多”现
象，6.3%的被调查者认为在河道边存在“船舶油水污染”现
象。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污染源查找工作，加强防范。

2、沿河居民认为污水治理工作主要困难为“沿河居民保护意
识差，边治理边污染”、“管理部门执法薄弱，缺乏有效管
理手段”、“整治周期长，难以持久”。调查数据显
示，52.3%的被调查者认为污水治理工作主要困难为“沿河居
民保护意识差，边治理边污染染”，45.7%的被调查者认为污
水治理工作主要困难为“管理部门执法薄弱，缺乏有效管理
手段”，39%的被调查者认为污水治理工作主要困难为“整治
周期长，难以持久”，33.3%的被调查者认为污水治理工作主
要困难为“工业、商业和农业主要污染难以根治”。提高居
民素质，建立健全一系列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管理机制，
势在必行。

3、与上年相比，沿河居民感觉垃圾河清理和生活垃圾集中处
理明显好转。调查数据显示，在访问的7个项目中(表1)，只有
“垃圾河清理”和“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两个项目，达到半
数以上的居民同比感觉好转，分别有71.33%和64%。而“重污



染行业整治”和“养殖行业整治仅27.33%和18.33%”。

表1：沿河居民对“五水共治”整治情况与上年同比反映情况

单位：%

评价方面

明显好转

略有好转

基本不变

略有恶化

明显恶化

说不清

1.垃圾河清理

23.00

48.33

23.00

1.33

0.67

3.67



2.河边违章建筑

9.67

28.33

40.00

2.67

0.00

19.33

3.河道两边的绿化

15.00

23.67

51.33

3.00

1.67

5.33

4.污水处理情况

8.33

36.67



44.00

4.00

0.00

7.00

5.生活垃圾集中处理

17.67

46.33

31.00

1.33

0.67

3.00

6.养殖行业整治

7.00

11.33

31.67

3.00

0.33



46.67

7.重污染行业整治

8.00

19.33

28.67

3.33

5.00

35.67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思想认识。调查显示，有30%的沿河
居民认为污水治理的有效措施为“开设电视专栏，直接曝光
污染水环境的现象和行为”，有19.7%的沿河居民认为污水治
理的有效措施“加大宣传力度,争取群众配合支持和参与”。
要把“五水共治”作为促转型、优生态、惠民生的重中之重。
抓紧在全市进行更深、更广、更细地宣传发动，提高居民的
素质，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五水共治”的.积极性，形成
全民参与的浩大声势和浓厚氛围。

2、完善政策制度，强化治水保障。要加强治水政策研究，尽
快形成有利于治水的激励机制、惩戒机制和要素保障机制和
廉政监督机制。要狠抓监督考核，把治水作为各部门各镇街
重要的实绩考核内容。要加大监管和打击力度，建立各级各
部门联动的执法监管机制，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等手段，从
严从重处罚偷排漏排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的高压态势。调
查显示，48%的沿河居民认为污水治理的有效措施为“加强对
工业污染和养殖污染的监管和执法力度”，47.3%的沿河居民
认为污水治理的有效措施“加强对乱扔、乱倒行为的处罚”。



21.7%的沿河居民认为污水治理的有效措施为“落实治水责任
制，谁污染谁治理”。

3、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河道整治力度。加强截污纳管工
程建设，要及早开展农村生活污水三级管网专项规划编制，
实施和提升农村污水治理。将沿河两岸的企业单位及居民区
的排放污水纳入污水管线内。落实河长制，要建设引水配水
工程，加大水体置换，使水体流动起来，变“死水”为活水，
提高水质。调查显示，46%的沿河居民认为污水治理的有效措
施为“加强污水处理厂、污水管道等基础设施的建
设”，40.3%的沿河居民认为污水治理的有效措施为“定时清
理河道垃圾”。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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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共治实践报告总结篇二

五水共治即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这
是一个大目标、大思路。这是浙江省政府近期推出的大政方
针，是推进浙江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关键之策。五水共治是一
石多鸟的举措，既扩投资又促转型，既优环境更惠民生。水
文化的价值在于它让人们懂得热爱水、珍惜水、节约水;进行



五水共治，是平安浙江建设的题中之义，直接关系平安稳定、
关乎人水和谐。

为了响应浙江省的号召，我们小组进行了“助力五水共治，
建设美丽浙江”为主题的暑期社会实践。在7月—8月之间，
我们陆续走访了浙江湖州、桐乡、临安等地，实地开展
了“五水共治”调查。

7月的天气是炎热的，是闷燥的。我们实地走进了临安的农村
基层，向当地的居民询问了有关水质方面的问题，也进行水
质的取样、检测。随后，我们实践团队成员又马不停蹄地赶
到桐乡、湖州等地，在这里进行 “五水共治，建设美丽浙
江”的宣传倡议书的发放，并进行随机采访。傍晚的广场满
是休憩的人们、玩闹的儿童和锻炼的老人，实践队员通过对
不同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和采访，了解并记录了他们关心及反
映的问题，如水源污染、饮用水处理等问题，同时向市民们
介绍了一些水污染相关的现象，如水华的成因和危害，号召
市民们关注水文水资源的发展和保护。经过长达将近一个小
时的努力，实践队员顺利地完成了此次宣传和实践任务，引
起了良好的反响。同时向周边居民分发了调查问卷，对现在
的水质进行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经过这段时间这样的走访，原本就“娇弱”的我们有些吃不
消了，我们一个个疲惫不堪，脸和脖子都晒黑了，有的甚至
还脱皮了，但我们大家却没有人叫苦、叫累。本以为满腹经
纶的我们可以借此大显身手，可每每遇到实际问题时，我们
却掏空头也搜索不到答案。时常陷入尴尬之中，也总是在这
时，我才真正地意识到自己所学的知识是那么的有限。尽管
我遇到了很多以前没有见过的问题，也有很多当场不能解决
的问题，时常也感觉很无助，很尴尬，但是有了一个团结向
上的团队，一切的问题都以不再是问题，一切的不知道也都
会变成知道，正可谓的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做事。我们队每
个人都是强悍而又谦让的人，一起的这段时间，我想难免会
有些摩擦、偶尔也应该有些争执的，可我们大家好像很有默



契是的，即使有不同的意见或见解，都会相互的体谅和比较，
最终得到一致的答案。

据悉该团队开展“五水共治进社区”活动旨在得到广大居民
的积极配合，带动居民为“五水共治”办实事，为建设新社
区、新浙江做努力，并通过居民群体扩大到更为广泛的社会
影响。但“五水共治”任重道远，净化环境非一日之功，要
走的路还很长。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社会实践使同学们
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结合点。在这次实践的日子里，有
了很多在学校里没有的感觉：如在学校我们每天都享受着老
师对我们的谆谆教导，老师会不厌其烦的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而我们由于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也早已经屡见不
鲜。但是在实践中，将不会有人告诉你这些，你必须知道应
该做什么，要学会主动的去做，并且只管要求做到最好。学
校，毕竟是学习的场合，没有在社会中这么多的勾心斗角。
而在社会实践中，你就必须积极学会更多的知识以此来充实
自己。

在这次实践中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人际来往和待人办事的本领。
无论什么事变我们都要积极的去做。对待朋友同学要朴拙，
切不可斤斤盘算，你知道当我们对别人微笑时，别人回报给
我们的肯定也是醉人的笑脸。在实践中，我们必须要时时保
持主动性与积极性，对本身要有信心，要学会求同存异，多
多的体贴别人!

水资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通过此次暑期实践，我们深刻地
了解到现在水污染的严重性及整治的必要性。生活垃圾及工
业污水已经造成了水资源的破坏，居民的用水问题刻不容缓。
所以我们要意识到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从此刻起，我们应
当提高对水资源的认识，自觉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不再
让可利用的水白白流走，而让它们得到充分利用。如：



1.我们把漂洗衣物的水用于冲洗马桶等;

2.我们用淘米水、煮面水洗碗筷，这不仅能去油，又可以节
水;

3.我们用洗菜水用水来浇花。

4.我们可以将养鱼的水用来浇花(这能促进花木生长呢);

5.我们可以将洗脸水用来冲厕所等。

这些都是小事，却实实在在地存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即
使微不足道，但可以节约用水，对水资源的保护尽一份心意。

保护水资源不需要我们轰轰烈烈地干大事，只需要我们从身
边的点点滴滴做起。尽管“五水共治”的道路还很长，但是
我们都在努力。

五水共治实践报告总结篇三

今年的暑假我有幸参加了由院里组织的学生干部“五水共治，
共筑美丽湖州”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整个行程将近二十天。
今天是我们团队工作的第二天，所有的参与人员在心理咨询
室查找与五水共治相关的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的相关政策和
关于民生方面的活动。全体队员步调一致、分配合理，成果
显著，充分体现了我队的精神风貌。今天，我将自己的心得
体会写下来，希望对于自己、对于我们这个群体能有些许的
帮助。

第一我认为我们不同部门的人有缘相聚一堂就是一种缘分。
刚开始我们也许会因为不熟悉对方而在工作方面有摩擦，也
许会为某些问题而发生争执，会争得面红耳赤，不过我们依
然是一个团队是一个集体，我们的友谊也不会因此产生裂缝。
我相信团结就是力量，在困难面前我们携手共进。



第二我认为在大学里学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叫做自学的能
力。在我们查资料，向外媒投新闻稿的时候，课本上学的理
论知识用到的很少很少。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不懂，
幸好有学长学姐的耐心帮助，让我在实际操作中掌握了很多
东西。

这次实践还使我深深体会到在工作中我们必须勤于动手慢慢
琢磨，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知识，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集体荣
誉感。遇到不懂的地方，自己先想方法解决，实在不行可以
虚心请教他人。因为不懂自学的人迟早要被这个社会淘汰。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引导我们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接触
和了解社会，从而投身社会的一个方式;是促使大学生培养锻
炼才干的好渠道;也是提升自身修养，树立服务社会思想的有
效途径。通过参加学院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我们在校大
学生更新思想观念，吸收新的知识。在这骄阳似火的七月，
我们暂别了象牙塔中舒适的生活，带着大学生特有的蓬勃朝
气，走入社会，了解社会，深入社会。

五水共治实践报告总结篇四

班级：高二（11）班

一、实践时间：2月15日

二、实践者：江 恒

高二（11）班

三、实践地点：定阳社区桑园小区

四、实践报告：

在寒假期间，为了迎接春节，美化小区环境卫生，很荣幸在2



月15日参加了定阳社区开展的“五水共治、美化环境”卫生
实践活动。那天，天气很寒冷，即便有阳光普照，也敌不过
冬风的萧瑟。我和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党员一起在桑园
小区内进行了一次卫生打扫活动。为了美化环境，大家的活
动积极性很高，扫的扫，捡的捡，特别是那几个年近七十的
老党员干得很起劲。把绿化带内的垃圾和卫生死角全部打扫
干净，花了我们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小区环境状况焕然一
新。

参加本次社会实路，让我见识到了课本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让我们发现自身的不足，在实践中成
才，在服务中成长，体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

五水共治实践报告总结篇五

为了回应学校开展的暑期“五水共治”社会实践活动，我
和701、705班的'高嘉成和方畅畅同学一起组队参加了丽水市
莲都区万象街道左渠门社区举办的“五水共治”水文化节。

一、活动时间：8月15日上午

二、活动地点：丽水市万象街道左渠门社区、丽水市内河丽
阳坑

三、活动内容

1.听一堂讲座：听专家讲关于水文化的讲座；

2.画一幅作品：集体参加“五水共治”绘画比赛；

3.讲一个故事：听大家讲与治水有关的故事；

4.做一个游戏：含水字的成语接龙以及成语、谚语知识pk赛；



5.出一个点子：想一个关于节水的点子，并参与抽奖活动；

6.走一处水域：走近内河丽阳坑，听老人讲治水的经历，感
受治水的成效；

7.访几个行人：采访行人，宣传治水重要性。

四、活动过程

1.听一堂讲座：在所有人齐唱一首“大禹纪念歌”之后，本
次活动就拉开序幕。第一项是一位高级教师的一堂有关
于“水的故事”的讲座，宣传现在正在进行的“五水共治”。
五水，是指污水、洪水、涝水、供水和节水。五水共治即治
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在讲座的过程中，
老师还抛出了许多关于水的小知识的问题，在场答对的小朋
友就可以获得水中贵族——百岁山一瓶。

2.讲一个故事：等到讲座结束后，就是四位来自丽水城北小
学的小学生给我们大家讲故事。他们不仅没有看稿子，而且
讲的很流畅、很自然。虽然是早已熟知的故事，听起来依然
感慨古代治水英雄的执着与治水的重要性。

3.做一个游戏：讲故事活动告一段落后，就是今天的重点：
成语接龙比赛！首先是小学组的比赛。令我惊讶的是，别看
他们一个个年纪小，个头小，可他们脑袋里的成语储备量可
不比我们少，特别是有些比较不常见的成语他们都了如指掌。
我还听见在场的一个工作人员说:“真厉害，我以为顶多五六
轮下来就结束了。”可实际上一场比赛下来，最终的胜者竟
然坚持了十多个回合。

接下去是我们初中组的比赛。我和705班的方畅畅以及701班
的高嘉成组成一个团队，和来自丽水一家初中的三位学生进
行对抗赛。第一轮必答题，我们六人全部答对，丝毫没有任
何的难度。第二轮是抢答题，当提示一个个读出来时，我们



的脑筋也在飞快地转动中，可最后总是因为反应时间慢，所
以第二轮八道题我们落后对手二十分。我们因反应速度比较
慢而落后对手两分。第三轮，看谁在一分钟内写带有“山”和
“水”的成语多。我们笔下生辉，以微弱的优势为我们队加
上二十分，成功将场上局势扳平。决胜的时刻到了！第四轮，
比划猜成语。根据对手第一次机会的失利，我们想到用英语
来传递信息。果然有了效果，我机智地猜出一个，为我们队
加上二十分，可第二次机会队友一不小心将成语的一个字泄
露出，被对手扳平，丧失了一举夺冠的机会。最终的加时赛，
我刚刚有了答案，还在犹豫不决，结果被对手抢先一步。比
赛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比赛中，我们又一次积累了
许多知识，同时也向在场的嘉宾宣传了节水、治水的重要性。

4.出一个点子：比赛过后，是抽奖环节。每个人写几个关于
节水的金点子，然后放入抽奖箱。幸运来得太突然，我和方
畅畅奇迹般地被抽中，不仅宣传了我们的金点子，还收获了
幸运奖品一份——大脸盆一只！我们家正缺着呢！

5.走一处水域：活动结束后，我们又随着大部队来到了丽水
的一条内河——丽阳坑。在我的记忆里，上次来这里是有着
浓浓的一股臭味，可现在不仅没有臭味，河内的垃圾也少了
很多。旁边的居民们纷纷感慨：自从五水共治开展以来，内
河的水干净了，也渐渐地没有臭味了。现在，河里还养了许
多鱼呢！这条河，已经和居民们融为一体！

6.访几个行人：为了更好地保护水资源，在活动负责人的带
领下，我们又和周边几家店铺的老板交谈了解了当地水资源
的情况。当地的人们纷纷表示，他们都会保护好身边的水资
源的。之后，丽水市电视台新闻频道的还竟然记者采访了我，
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宣传“五水共治”的一个绝好机会。趁此
良机，面对镜头，我大方谈了自己的看法：五水共治是每一
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五、活动建议



五水共治，从节水做起：

1．我们把漂洗衣物的水用于冲洗马桶；

2．我们用淘米水、煮面水洗碗筷，这不仅能去油，又可以节
水；

3．我们用洗菜水用水来浇花；

4．我们可以将养鱼的水用来浇花，这能促进花木生长呢；

5．我们可以将洗脸水用来冲厕所等；

6.用小毛巾洗脸，这样可以减少每次洗脸所用的水资源。

五水共治，从我做起：

1.积极参加各种宣传活动或实践活动，主动参与志愿者行动；

2.在寝室生活中提倡节水，从刷牙、洗手、洗脸、洗澡做起；

3.尽量不买大瓶装的水，以减少水资源浪费。

古往今来，听风声雨声读书声，看家事国事天下事，而治水
从来都是江山社稷、国泰民安的大事、要紧事。五水共治，
从我做起。保护水资源不需要我们轰轰烈烈地干大事，只需
要我们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关注内河之水,助力“五水共
治”,尽管这样的道路还很长，但是我们都在努力。这次活动
收益匪浅收益颇多，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参加这种社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