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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上海市互花米草防治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的通知

浦东新区政府、宝山区政府、奉贤区政府、金山区政府、崇明区政

府,市政府有关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上海市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

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７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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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科学有序推进互花米草防治工作,提高本市湿地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根据有关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充分借鉴国内外互花米草防

治的经验和先进理念,优化并推广崇明东滩互花米草防治模式,对

本市互花米草进行综合防治,恢复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维护长江

口区域生态安全.

(二)基本原则

１．生态优先,科学治理.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系统推进互花米草治理和修复.遵循湿地生态系统演

替规律,科学开展互花米草防治.

２．因地制宜,分区施策.根据不同区域自然本底、施工条件、

功能定位和治理目标,针对性制定互花米草治理方案,因地制宜开

展滨海湿地修复,恢复不同湿地生态系统功能.

３．市区联动,多方参与.各相关区和各有关部门、单位按照事

权划分,明确责任分工,推进互花米草防治工作.鼓励非政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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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互花米草防治.

(三)防治范围

根据２０２２年外来入侵物种调查结果,本市目前约有互花米草

１．５万公顷.从行政区域来看,主要分布在浦东新区和崇明区,零

星分布在奉贤区、金山区和宝山区.防治重点是崇明北沿、九段沙

和南汇东滩等区域.

(四)行动目标

２０２３年底前,开展崇明北湖、横沙新洲、奉贤边滩、金山边滩

等零星分布区互花米草治理项目;完成崇明北沿、九段沙和南汇东

滩等三个重点区域互花米草治理项目方案编制并上报.２０２４年

底前,全面启动实施三个重点区域互花米草治理项目,基本实现全

市互花米草除治.２０２５年底前,巩固互花米草除治效果,本市互

花米草清除率力争达到９５％以上,综合防治能力全面提升,滨海

湿地生态功能持续恢复.

二、重点行动

(一)开展互花米草分布调查

开展互花米草专项调查.在外来入侵物种调查的基础上,利

用无人机、卫星遥感等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明确互花米草具体分

布位置,建立全市互花米草数据库.将互花米草分布数据纳入全

市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并上报国家林草局.

(市林业局牵头,市规划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

委、市水务局(市海洋局)按照职责分工参与,相关区政府和单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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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二)推进互花米草综合治理

１．明确互花米草治理任务.各相关区和单位建立互花米草治

理任务清单,逐一明确治理的具体斑块、范围、面积、治理模式和完

成时限及相关责任人,确保责任到岗到人,扎实推进互花米草治理

工作.市级相关部门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海岸带修复、湿地修

复、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中,强化互花米草综合治理任务.

２．分区域编制互花米草治理项目方案.各相关区和单位针对

每个区域编制互花米草治理项目方案,确保项目可行性和科学性.

项目范围如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海域、滩涂等的,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尽早办理相关手续;如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尽

早开展沟通协调工作.治理项目方案应包括治理目标、治理方法、

施工组织、生态修复或恢复、后续维护、跟踪评估、资金测算、环境

影响评价等内容并通过专家论证.治理项目方案应按照资金渠道

报发展改革部门立项,并报市林业局备案.

３．精准开展互花米草除治.除治工作应在每年８月互花米草

形成种子前进行.针对大规模成片分布的互花米草,可应用以“刈

割＋围淹”“刈割＋深度翻耕”等物理方法为主的综合除治手段;针

对中等规模分布的互花米草,在充分论证、确保生态安全的前提

下,可谨慎引入化学除治手段;针对零星分布的互花米草,可灵活

应用人工拔除、挖掘、化学药剂等除治手段.可引入无人机等先进

技术,提高除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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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及时推进除治后生态修复.对自然保护地,生态修复要结

合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统筹编制修复计划;推广崇明东滩生态修

复经验,重建水鸟等野生动物栖息地,着重恢复保护地生物多样性

功能.对国家和市级重要湿地,按照«湿地保护法»要求,编制重要

湿地修复方案,全面提升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对生态保护红线内

区域,以互花米草入侵前的原生生态系统为参照,因地制宜开展水

系疏通、地形营造等生态修复,提升岸线生态系统稳定性.对其他

区域,严控用地用海方式,按照“宜草则草、宜滩则滩”的原则,种植

芦苇、海三棱藨草、碱蓬等乡土植物,部分区域保留光滩,不应引入

红树植物等不适宜上海气候特点的湿地植物.恢复滨海湿地自然

状态,保持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碳汇功能,防止水土流失,持续巩固

治理成果.

(相关区政府和单位牵头,市林业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规划

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委、市水务局(市海洋局)等配

合)

(三)完善互花米草监测－预警－防控体系

１．实施互花米草治理全过程评估.针对互花米草根茎难以清

除、易复发等问题,对完成修复的湿地,明确维保期,加强后期管理

和动态监测,开展修复效果后期评估.落实施工单位后续跟踪责

任,巩固治理效果.各相关区和单位要建立健全互花米草治理区

域长效管护机制,长期跟踪评价治理效果.对治理效果好、成效显

著的区域进行经验总结和典型宣传,促进生态修复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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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强化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结合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和林草湿

年度调查监测结果,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视频监测等技术和现

场调查,加快构建“天空地”一体协同的监测网络,建设互花米草动

态监测预警平台.及时发现除治残留和新入侵扩散的互花米草植

株,发布预警信息.市级相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指导各区加强工

程实施过程中的环境监测,针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

技术方案和修复措施.

(相关区政府和单位牵头,市林业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规划

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委、市水务局(市海洋局)等

配合)

(四)强化科技支撑

推动互花米草防治技术研发集成.成立多学科背景的专家

组,指导相关区和单位开展互花米草治理项目方案编制.鼓励科

研单位以“企业－科研单位联合体”方式,全程参与互花米草治理

项目实施.鼓励科研单位和相关企业探索微生物等生物防治技

术,研发专用农业机械制造技术,提高互花米草除治效率、降低施

工成本、减少复发率、降低环境影响.在此基础上,总结凝炼适合

本市的互花米草治理技术,更新互花米草控制技术规范.

(市科委、市林业局牵头,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规划资源局、市

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委、市水务局(市海洋局)、市市场监管局

等配合)

(五)构建互花米草防控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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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由市林业局牵头,建立本市互花米草

治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按照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求,建立

省际互花米草防控协调机制,与江苏、浙江等兄弟省加强沟通协

调,切实加强区域联防联控.

２．推进互花米草防治制度建设.市级相关部门出台互花米草

治理项目考核办法,明确考核标准,量化考核指标.立足本市实

际,根据«生物安全法»«湿地保护法»以及«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

法»,在本市湿地保护法规制定过程中,突出互花米草防治内容.

鼓励相关区和单位开展互花米草防治政策和制度创新.

(市林业局牵头,市司法局、市规划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

农业农村委、市水务局(市海洋局)、市交通委等配合)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市林业局统筹协调防治相关工作,依托林长制数字化平台,建

立“定期调度、按时通报”工作机制,及时向相关单位通报互花米草

治理进度,形成全市互花米草防治年度报告并上报市政府.相关

区和单位强化统筹协调、分析调度和督促指导,定期上报治理进展

情况,确保任务措施落实到位.

(二)压实各方责任

按照“国家统筹、市负总责、区具体落实”的原则,确定治理目

标,强化日常监管,确保行动实效.各相关区和单位负责编制本辖

区内和外延相邻水域内互花米草治理项目方案,落实属地责任,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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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推进互花米草治理工作.市级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加强工作指导

和监督推进,市林业局负责指导各自然保护地,市规划资源局和市

生态环境局负责指导生态保护红线内除自然保护地外其他区域,

市交通委负责指导港口和航道,市水务局(市海洋局)负责指导河

口、河道、滩涂、水库和海岸带、海岛,市农业农村委负责指导刀鲚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现代农业产业园(横沙新洲)及其周

边开展互花米草治理工作.

(三)增加资金投入

按照事权划分原则,互花米草治理费用原则上由各级财政分

级承担.市级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指导各相关区和单位积极

争取国家山水林田湖草沙专项资金、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林业

草原转移支付资金、互花米草治理专项资金等中央资金支持本市

互花米草治理项目.对于九段沙等重要生态区域,市级财政对治

理经费给予补贴,待具体区域互花米草治理项目方案明确后,另行

制定补贴方法.崇明区可根据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中的相关内容,开展互花米草治理项目.各相关区和单位

应统筹市与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资金、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和市级

林业建设资金等,用于互花米草防治,做好经费筹措安排.鼓励充

分利用市场投融资机制,探索建立政策激励机制,吸引社会资金

投入.

(四)严格目标考核

各相关区和单位要落实互花米草治理主体责任,确保按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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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治理目标任务.将互花米草防治纳入林长制考核,对实施防治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取得明显成效的,作为林长制考核加分的重要

依据.对责任落实不到位、履职尽责不到位,未能完成年度防治目

标任务的相关区和单位,督促限期整改.

(五)充分社会动员

积极开展互花米草防治科普宣传教育,提升公众对互花米草

防治工作的认识.支持社区、公益组织、社会团体、志愿者参与巡

护、小面积互花米草清除、生态修复区管护等工作,充分调动公众

参与互花米草防治的积极性.

附表:上海市互花米草治理任务责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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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上海市互花米草治理任务责任表

行政区 区　域 面积(公顷)
防治目标(公顷)

２０２３年 ２０２４年
责任部门

浦东新区

九段沙

南汇东滩
(大治河以北区域)

南汇东滩
(大治河以南区域)

９５１６

６９２４ ６９２４ 浦东新区政府

８６７ ８６７ 浦东新区政府

１７２５ １７２５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崇明区

崇明北沿

横沙新洲

崇明北湖

崇明东滩

崇明周缘

青草沙

５２６５

４９６６ ４９６６ 崇明区政府

１３６ １３６
农 投 集 团、市 农 业 农
村委

８６ ８６ 地产集团、市林业局

７７ ７７ 市林业局

/ 崇明区政府

/ 城投集团

奉贤区 奉贤边滩 ９７
９１ ９１ 奉贤区政府

６ ６ 化工区管委会

金山区 金山边滩 ９８．２

６０ ６０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有限
公司

２ ２ 金山区政府

３６．２ ３６．２ 化工区管委会

宝山区 宝山边滩

合　计
/

/ 宝山区政府

１４９７６．２ ４９４．２ １４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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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国家林草局.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６月２８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