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五水共治建设调查报告(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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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
为完美的报告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告的范文模板，
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五水共治建设调查报告篇一

五水共治是指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这
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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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是著名水乡，水是生产之基，生态之要，生命之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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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治理自来水、江水、河水等水流
的污染问题。

一、调查目的

1.让我们了解家乡水污染的现状，了解现在五水共治措施以
及成效。

2.让我们知道水污染的危害，了解群众的意见。

3.提高我们深入社会、关心社会、融入社会的能力。

二、调查地点：余杭施桥河、运河

三、调查人员：闻泽恺、徐似阳、田晨阳、姚轶

四、调查方法：了解询问、随机请路人填写调查问卷



五、调查结果：

2.受到污染的河：

3.受到治理的水域：

4.政府的宣传：

六、对策方法：

针对家乡水资源已经受到污染的现状，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意
见：

1.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体，加强水资源保护
意义的宣传，让环保意识深入人心。

2.提倡居民节约用水，日常生活中尽量减少使用化学用品，
不随意乱扔垃圾。

3.提倡农民尽量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

4.要求加工厂污水排放时，必须经过污水处理后，达标排放。

5.希望政府强化环境保护管理，加大环境保护投资，制定一
系列保护水资源的法律法规，对废水排放等各方面，作出严
格的限制和规定，为建设绿色家园保驾护航。

七、小结：

1.余杭的污水越来越多，被污染的水源也越来越多，使我们
每天使用的水也越来越不干净，余杭区民都用到了不干净的
水是很多市民健康受到危害，所以我们要注重五水共治，给
余杭一个美好的明天。

但是地球不完全属于人类。我们应该善待一切有生命或没生



命的东西。

3.我们可以想象，在以后我们生活的环境，将改变我们人类
在地球上的地位，地球的统治者将不是人类;我们该怎么生存
下来?答案是我们应该尊重所以物种也包括树林、水源等等。
以后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4.让我们大家一起保护这个世界，为后代创造蔚蓝的天空，
清澈的湖水，深绿的树林，还有清新的空气等等。

五水共治建设调查报告篇二

外婆说，“我的嫁妆是水泥船载来的，小船悠悠，沿着小浃
江，从下陈山摇到了渡头村。”说这些话时外婆满脸洋溢着
笑容。那时候小浃江的水泥船是小港几个村庄互相运货最便
捷的交通工具。娶新娘时，农作物丰收时，庄稼田里灌溉时，
都离不开小浃江，都离不开水泥船。

曾几时起，小浃江两岸杂草丛生，有些地段还造起了小作坊，
把废水、废物一咕噜都排向小浃江。小浃江咆哮了，这不再
是以前温柔可人的小港母亲河了，河水有些呈墨绿色，有些
呈黑色，处处散发着臭气。水中的鱼儿，河边的小草不知不
觉也搬家了，河埠头也看不见人们洗晒的影子了，小浃江仿
佛被孤立了。

在全省开展的“五水共治”下，小浃江变化了。看，长臂挖
掘机挖掉了河底的淤泥，加宽河道；河两岸都种上了绿树鲜
花，拆除了违章建筑，还建起了小浃江公园游步道。白鹭也
来河面上栖息了，小鱼儿又回来了。晚饭后，河边的垂钓者，
岸上的打太极者，沿着河堤散步者，这是一幅幅多么美丽的
自然与人风景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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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共治建设调查报告篇三

随着近年来浙江省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整体用水量超负荷、
河流污染、河道淤积现象日益加剧，发展水资源节约型社会
成为浙江省发展的必由之路。“五水共治”作为浙江省委、
省政府一号工程，以“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
抓节水”为突破口，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进浙江新一
轮改革的大政方针和一系列举措得到了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
和省内民众的云集响应。

大学生积极投身基层调研服务，向政府部门建言献策，向人
民大众传递治水信息，不仅对学生个人，对社会都具有重要
意义。在此背景下，浙江理工大学“绿色传承，美丽浙江”
暑期社会实践团兵行三路，为期半个月，分赴浙江八大水系
中的前三大河流——钱塘江、瓯江、曹娥江(浙江八大水系中
的前三大河流)流域进行宣传调查实践，切实深入基层，宣传
服务。本次活动以“绿色传承，美丽浙江”为主旨，成员
近30名，从源头到入海口，行程3000余公里，走访河流沿岸
村庄、企业、政府部门30多个，以调查、宣传的形式采访市
民500多人，通过各地共青团组织召集小朋友200多名共绘母
亲河，。并截止目前，在杭城社区已经开展了为期2天的展示
和宣传，借团队之所能为浙江五水共治铺砖填瓦，为构建美



丽浙江贡献力量。

小手拉大手，共绘母亲河——实践团志愿者与“三江”沿岸
小朋友携手宣传“五水共治”

七月一日七月伊始，实践团成员分赴各流域源头，以共绘母
亲河活动拉开了治水宣传序幕。

在钱塘江流域的杭州高沙社区，不少小朋友及家长被实践队
的宣传海报和横幅所吸引，积极参与到活动中。通过图片展
示、视频播放、趣味游戏和有奖问答等环节为小朋友们立体
地介绍了钱塘江的治理现况。在“我眼中的钱塘江”手绘长
卷的环节，小朋友们用彩笔在长卷上画出他们眼中的钱塘江。

在小朋友作画的时候，有的家长在一旁指导，有的则和队员
们亲切交谈。

在瓯江流域，实践团成员在丽水和温州的社区、广场及温州
大学校园，开展了治水宣传。在长卷上，原本只有一条标注
了沿岸地名，简简单单、川流而下的只有一条标注几个简单
地名的瓯江，而各地的小朋友，都依据自己对生活环境的所
见所感，填补了画卷上的空缺。在长卷上，有的地方河岸旁
林立高楼，有的地方清澈的河里游鱼嬉戏，当然也看到了有
的地方过多的工厂使得河水染上浑浊色。这份画卷由源头丽
水的小朋友们起笔，中域鹿城的小朋友们描绘中段，然后由
入海口乐清小朋友们续篇结尾。一幅跨越地域，同一初心的
画作，体现了下一代对保护瓯江，构建生态文明的高涨热情。

在曹娥江发源地的磐安青少年宫，实践队与小朋友合作开展
了手绘母亲河活动，原本单调的画卷在孩子们的笔下变得丰
富多彩。而在磐安县市中心的盘龙广场，实践团向休闲散步
的市民宣传“饮水思源，共治吾水”的主题实践活动，耐心
介绍宣传五水共治的思想，在广场展示小朋友们手绘母亲河
的画卷，分发关于“五水共治”调查问卷，得到了广场上的



居民积极参与，反响十分良好。

三流域200多名小朋友通过稚嫩的小手表达了对美丽水乡的诠
释，对美丽浙江的憧憬充满想象力的画作表现了少年儿童对
美丽浙江的憧憬，同时也体现了下一代祖国花朵的无限生机。
三幅长卷风格各异，气势恢宏，但都同时表现了对五水共治
的美好祝愿，希望我们的浙江美丽富饶。实践团以独特的方
式为我省“五水共治”的成功送上真挚的祝福。

聆听老故事，喜看新变化——实践团眼中的母亲河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为了全面展示母亲河的魅力，实践团成员寻访了老河工、源
头居民、当地档案馆等，也寻访到了一些美丽的故事：在杭
州从老杭州那里了解了钱王治水的传奇故事，让我们的母亲
河钱塘江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在瓯江聆听着丽水摄影爱
好者王先生向实践团讲述了摄影丽水摄影文化与瓯江美丽风
光不解的`渊源。;丽水摄影文化的源泉就是瓯江的美丽风光，
因为有了瓯江，有一批不知疲倦的年轻人，还有政府的大力
倡导，使丽水的摄影从小到大，迅速崛起，丽水市已成了国
际摄影名城，中国第一个摄影之乡。现在全市有110多名中国
摄影家协会会员，有300多名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有上万
名摄影爱好者，获中国摄影界的最高奖——金像奖就有3人4
次。在曹娥江源头的大王村，纯净的源头水养育了淳朴的民
风。小分队成员走进他们之中，了解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
在这青山绿水中的生活。关于源头，老人们和我们说起了村
口的那口老井，甘甜的井水是母亲河最好的馈赠，通过他们
的讲述，我们了解到这里的居民世世辈辈生活在这个小村落
里，世世代代守护着母亲河的源头。

不仅如此，在走进母亲河时，实践小分队也着重探寻它蕴含
的丰富的文化故事，其中，为了纪念孝女曹娥投江救父，曹
娥江以她的名字命名，并与清朝立碑缅怀，代代传颂中华孝
德文化。队员们仔细阅读碑上文字，并认真听着工作人员的



讲解，进行一次孝义美德的洗礼。

另外，上虞段的曹娥江畔，祝英台故里也在幽静的绿水青山
伫立着，诉说着那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瓯江，作为浙江第二大河，它的身上积淀了浓厚的温州精
神——那“敢为人先”的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开拓精神。
更加值得称赞的是，出身在人瓯江大地的温州人难忘哺育之
恩，在衣锦还乡之时，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为家乡的
旅游资源开发，尽心尽力，开发旅游资源，目前已有省级风
景名胜区石门洞以及陈诚故居、石郭坑底、温溪榕秀水旅游
线等，成功带动了温州“软经济”的蓬勃向上。走进温州精
神，带给队员们的是深深的震撼与亲切的鼓励。

我们小分队的脚步，也踏遍了钱塘江两岸。静静流淌过历史
长河的钱塘江，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
在前期准备于实地走访中，着实让队员着迷。其中精美的玉
器，陶器，以及具有历史沧桑的石器，无不诉说着昔日的辉
煌与璀璨。同时，我们更以身为“华夏子孙”而自豪。

在沿岸各地宣传治水中，当地百姓表现出了对母亲河的深深
依恋，同时大家也对现在江水被污染的痛心及对政府治水的
拥护。为此实践团成员分别走访了钱塘江管理局，丽水市水
利局，温州市环保局，丽水、温州团市委，温州大学环保协
会，乐清市治水办公室，磐安、新昌县治水办，丽水莲都区、
绍兴市上虞区团区委，磐安、新昌团县委等倾听关于“五水
共治”行动的“顶层设计”、各流域1-5年的工作目标及各河
段水质检测报告，各级政府在治水上也是高度重视，鼓励全
民参与，共同保护母亲河，作为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的安
危关系到浙江、江苏、上海二省一市千万多人口的生命安危，
关系千万多亩土地能否丰收，关系浙江省每年上万亿国内生
产总值能否实现，沿岸政府更是发动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
群策群力开展治水活动。广大环保志愿者也是开展了各类保
护母亲河的活动。实践团队员和温州大学环保组织等的志愿



者们一起开展了志愿活动，同时从源头开始到入海口，也分
别在各流域的各个河段取样近30份水样，生动的展示了从上
游到下游的水质变化，也为接下去的宣传和呼吁工作提供了
有力的证据。

通过实践团队员们的宣传、走访和调研，我们共发放500余份
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76份，我们欣喜的发现沿岸市民对“五
水共治”这一利国利民的大工程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并
表示会身体力行，也让我们实践队员感受到压力和使命备受
鼓舞，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把宣传工作做好，让全社会都能
掀起治水热潮。

饮水需思源，共治我五水——巡回展示实践成果，为建
设“美丽浙江”，打造“绿水青山”贡献力量。

“绿色传承，美丽浙江”实践小分队，在结束了半个月对浙
江省的前三大流域调研、宣传后，在杭州顺利汇合。队员们
纷纷表示终点亦是起点，大家开始把实践内容转换为后期成
果展示，并在杭州市上城区上羊社区举行了第一次社会实践
成果展。吸引了杭州市民的驻足观看，在观看社会实践团队
沿路收集的怀旧老照片的同时，也与实践队员们热情交谈，
表达了对母亲河往昔今貌的感慨，也说出了对“五水共治”
这一利国利民政策的期望与支持，也给实践队员们了极大的
鼓舞。，我们也正在着手准备于全校范围内进行暑期社会实
践的宣讲会，将“五水共治”的理念带到浙江理工大学的每
一个角落。另外，社会实践团队计划将本次社会实践的成果
在杭高校进行巡回宣传展览，向当代大学生展示浙江的三条
母亲河的今昔面貌，展示母亲河沿岸地区政府民众为“五水
共治”作出的不懈努力，提升大学生参与“五水共治”，建设
“美丽浙江”的意识，为打造“绿水青山”贡献出大学生年
轻的力量。

实践成果



1.调研报告。通过问卷调查、入户访谈、政府访谈写出一份
报告，并交给有关部门，为各地五水共治行动建言献策。

2.过去与今夕导赏图册。收集关于江河的老故事，制成一份
图册，也加大了环保理念的宣传及推广。

3.通过老照片和水质报告的展览，让各地居民学习到了一定
的环境保护知识，也亲自投身到五水共治的行列中去。

4.视频总结。三支小分队将在瓯江、曹娥江、钱塘江延岸的
视频资料制作成一系列的《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保护
母亲河纪录片》，传至互联网，呼吁大家积极参与“五水共
治”活动。

五水共治建设调查报告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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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调查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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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沿河居民生活方式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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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沿河居民对“五水共治”整治工作知晓和满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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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沿河居民对“五水共治”治理难度情况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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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小结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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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水共治建设调查报告篇五



在某些事情不明真相时，务必需要展开调查，最后将调查结
果、战略性的建议写进调查报告。快来参考调查报告是怎么
写的吧，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五水共治的调查报告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一、调查目的：

1、让我们了解家乡水污染的现状，了解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意
义。

2、让我们知道水污染的危害，使大家都来关心、保护家乡的
水资源。

3、培养同学们热爱自己美好的家乡，热爱社会，热爱大自然，
从小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4、提高我们深入社会、关心社会、融入社会的能力。

二、调查地点：瓯江

三、调查人员：张蕊屹

四、调查方法：了解询问、实地取样

五、调查工具：两个杯子、放大镜、捞网、石头、线、鱼竿

六、调查经过：

先用捞网捞一点水上来倒在杯子里，再取一杯干净自来水，
放在阳台上仔细观察。我们用放大镜发现瓯江的水和自来水
有些不同。瓯江的水里面有一些不知名的小的脏东西。自来
水却没有一点脏东西。我们用石头、线、鱼竿又做了一个跟
钓竿差不多的东西，并在线上标好了刻度。我们把鱼竿伸长
往河中心一扔，就开始往外伸线，直到感觉石头已经到河底
了，然后又把线收回来，看看石头，上面有一些污泥。



七、调查结果：

十年前：水的颜色：无色；

水的用途：生活用水、农业用水；

河道大小：一般大小；

水上漂浮物：水草等水生植物。

现在：水的`颜色：部分呈现黑色；

水的用途：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

河道大小：河道变窄，河床升高；

水上漂浮物：白色垃圾，生活垃圾等。

八、主要原因分析：

1.居民环境保护意识不强。有不少居民随意将生活垃圾抛入
河道中。

2.由于农民在种植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使用化肥、农药，导
致水质越来越坏。

3.某些水晶加工厂的废水不经过污水处理直接排入河道中，
导致水质变坏，水生植物消亡。

九、对策方法：

针对家乡水资源已经受到污染的现状，我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体，加强水资源保护
意义的宣传，让环保意识深入人心。



2.提倡居民节约用水，日常生活中尽量减少使用化学用品，
不随意乱扔垃圾。

3.提倡农民尽量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

4.要求加工厂污水排放时，必须经过污水处理后，达标排放。

5.希望政府强化环境保护管理，加大环境保护投资，制定一
系列保护水资源的法律法规，对废水排放等各方面，作出严
格的限制和规定，为建设绿色家园保驾护航。

十、倡议：每一位瓯江的居民们都能保护瓯江的环境，保护
瓯江，人人有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