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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年度督查重点及认定标准

序
号

问题类型 问题描述

督查类型 严重程度

日
常

专
项

年
度

一
般

较
严
重

重
大

1

乱占

围垦湖泊的 √ √ √

2 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围垦河流的，或者超批准范围围垦河流的 √ √ √

3
在行洪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高秆作物、林木（堤防防护林、河道防浪林除
外）5000 平方米以上的 √ √ √

4 在行洪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高秆作物、林木（堤防防护林、河道防浪林除
外）1000 平方米以上、5000 平方米以下的 √ √ √

5 在行洪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高秆作物、林木（堤防防护林、河道防浪林除
外）1000 平方米以下的 √ √ √

6 擅自填堵、占用或者拆毁江河的故道、旧堤、原有工程设施的 √ √ √

7 擅自填堵、缩减原有河道沟汊、贮水湖塘洼淀和废除原有防洪围堤的 √ √ √

8 擅自调整河湖水系、减少河湖水域面积或者将河湖改为暗河的 √ √ √

9 擅自开发利用沙洲的 √ √ √

10 围网养殖等非法占用水面面积超过 5000 平方米以上的 √ √ √

11 围网养殖等非法占用水面面积超过 1000 平方米以上、5000 平方米以下的 √ √ √

12 围网养殖等非法占用水面面积超过 1000 平方米以下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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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乱采

未经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批准，在河湖水域滩地内从

事爆破、钻探、挖筑鱼塘或者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的
√ √ √

14
未经县级以上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批准，在河湖管理范围

内挖砂取土 500 立方米以上的
√ √ √

15
未经县级以上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批准，在河湖管理范围

内挖砂取土 100 立方米以上、500 立方米以下的
√ √ √

16
未经县级以上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批准，在河湖管理范围

内零星挖砂取土 100 立方米以下的
√ √ √

17
检查河段或湖泊存在 1 艘及以上大中型采砂船或 5 艘及以上小型采砂船正在

从事非法采砂作业的
√ √ √

18 检查河段或湖泊存在 5 艘以下小型采砂船正在从事非法采砂作业的 √ √ √

19

乱堆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倾倒（堆放、贮存、掩埋）危险废物、医疗废物的 √ √ √

20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倾倒（堆放、贮存、掩埋）重量 100 吨以上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或体积 500 立方米以上生活垃圾、砂石泥土及其他物料的
√ √ √

21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倾倒（堆放、贮存、掩埋）重量 1 吨以上、100 吨以下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或体积 10 立方米以上、500 立方米以下生活垃圾、砂石泥土

及其他物料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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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乱堆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倾倒（堆放、贮存、掩埋）重量 1 吨以下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或体积 10 立方米以下生活垃圾、砂石泥土等零星废弃物及其他物料的
√ √ √

23 在河湖水面存在 1000 平方米以上垃圾漂浮物的 √ √ √

24 在河湖水面存在 100 平方米以上、1000 平方米以下垃圾漂浮物的 √ √ √

25 在河湖水面存在 100 平方米以下少量垃圾漂浮物的 √ √ √

26

乱建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或弃置妨碍行洪的大、中型建筑物、构筑物的 √ √ √

27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建设、弃置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设置拦河渔具

的
√ √ √

28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违法违规开发建设别墅、房地产、工矿企业、高尔夫球场

的
√ √ √

29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违法违规布设妨碍行洪、影响水环境的光能风能发电、餐

饮娱乐、旅游等设施的
√ √ √

30
在堤防和护堤地安装设施（河道和水工程管理设施除外）、放牧、耕种、葬

坟、晒粮、存放物料（防汛物料除外）的，或者在堤防保护范围内取土的
√ √ √

31
在堤防和护堤地建房、打井、开渠、挖窖、开采地下资源、考古发掘以及开

展集市贸易活动的
√ √ √



— 31 —

序
号

问题类型 问题描述

督查类型 严重程度

日
常

专
项

年
度

一
般

较
严
重

重
大

32

乱建

在堤防保护范围内打井、钻探、爆破、挖筑池塘、采石、生产或者存放易燃

易爆物品等危害堤防安全活动的
√ √ √

33
未申请取得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管理机构签署的规划同意书，擅自开

工建设水工程的
√ √ √

34

工程建设方案未报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审查同意，擅自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大中型建设

项目的

√ √ √

35

工程建设方案未报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审查同意，擅自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新建、扩建、改建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小型建设项

目的，或者未按审查批准的位置和界限建设的

√ √ √

36
污口

存在入河排污 2 处及其以上的 √ √ √

37 存在入河排污 1 处的 √ √ √

38

污泥

河道污泥沿河淤积长度在 1 公里以上、影响水质的 √ √ √

39 河道污泥沿河淤积长度在 0.5—1 公里以内、影响水质的 √ √ √

40 河道污泥沿河淤积长度在 0.5 公里以下、影响水环境观感的 √ √ √

41

污水

河流水体发黑、发臭，群众接连举报的 √ √

42 河流水质连续 2 个月不达标的 √ √

43 河流水质单月不达标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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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采砂

有采砂管理任务的河湖应编制而未编制采砂管理规划或方案的 √ √

45 有采砂管理任务的河湖未划分可采区、禁采区，未明确可采期、禁采期的 √ √

46 河道采砂许可越权审批或不按法规制度规定审批的 √ √

47 不履行河道采砂许可职责的 √ √

48 河道采砂现场监管不到位的 √ √

49 河道采砂管理责任人未明确，采砂管理责任制不落实 √ √

50
具备采砂规划、采砂许可等正规手续，但存在不按规划区域开采，超量开采

问题的
√ √

51
具备采砂规划、采砂许可等正规手续，但存在开采后不按规定进行河道修复

的
√ √

52 具备河流治理工程正规手续，但工程所产河砂管理不严格、不规范的 √ √

53 存在涉黑涉恶的非法采砂行为的 √ √

54 没有加强内和船舶污染控制的 √ √

55 没有加快推进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及处置设施建设的 √ √

56 没有强化船舶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监管制度建设的 √ √

57 没有持续强化防治船舶及其有关服务业活动污染水域环境应急能力建设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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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其他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清洗装贮过油类的车辆、容器的 √ √

59 在河湖管理范围内清洗装贮过有污染物的车辆、容器的 √ √

60 向河湖超标或直接排放污水的 √ √

61 检查河段或湖泊水体大面积（面积超过 100 平方米）黑臭的 √ √

62 检查河段或湖泊水体局部（面积不超过 100 平方米）黑臭的 √ √

63 未经许可设置排污口的 √ √

64
在易发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山区河段，从事开山采石、采

矿、开荒等危及山体稳定的活动
√ √

65

制度建设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河湖管理单位未建立健全河湖日常巡查维护等管理制度的 √ √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未建立健全涉河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制度或者有采砂管理任务

但未建立健全河道采砂审批管理制度的
√ √

67
行政许可

管 理

涉河建设项目越权审批或不按法规制度规定审批的 √ √

68 不履行涉河建设项目审批职责的 √ √

69 涉河建设项目监督检查不到位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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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河湖长履职

总河长未部署河湖长制年度工作的 √ √ √

71 河湖长未具体部署安排所负责河湖管理保护工作的 √ √ √

72 推动落实河湖长制任务的政策措施和工作制度不完善或操作性不强的 √ √ √

73 河湖长未按地方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巡河调研、检查职责的 √ √ √

74
河湖长巡河发现问题未整改的，或未制定整改措施、明确责任人及整改时限

的
√ √ √

75 河湖长未对相关部门和下一级河湖长履职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的 √ √ √

76 河湖长未协调解决河湖管理保护重大问题的，或者协调后仍久拖不决的 √ √ √

77
河湖长未牵头组织对侵占河道、围垦湖泊、超标排污、非法采砂、破坏航道、

电毒炸鱼等突出问题依法进行清理整治的
√ √ √

78
河湖长虽已牵头组织对侵占河道、围垦湖泊、超标排污、非法采砂、破坏航

道、电毒炸鱼等突出问题依法进行清理整治，但清理整治成效不明显的
√ √ √

79
跨行政区域河湖共同的上一级河湖长未明晰河湖管理责任，或者未协调上下

游、左右岸、干支流实行联防联控的
√ √ √

80
县级及以上河湖长未按规定组织对相关部门和下一级河湖长目标任务完成情

况进行考核或者考核后未落实激励问责措施的
√ √ √

81 未将中央直管河湖“四乱”问题纳入属地职责范围甚至推诿扯皮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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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组织体系

河湖未按规定建立完善河湖长体系、存在责任盲区的 √ √

83 领导干部担任河湖长，其岗位变动后未及时更换河湖长的 √ √

84
未成立党委或政府领导牵头推行河湖长制组织领导或组织协调机制的，或者

部门任务分工不明确、职责不清的
√ √

85

工作机构

河长制办公室工作经费不落实或者无专职工作人员、队伍不稳定的 √ √

86
河长制办公室内部工作制度未建立的，或者组织、协调、分办、督办职责落

实不到位的
√ √

87

基础工作

河长制信息平台信息不完善的 √ √

88 河湖长制档案资料及信息台账管理不规范的 √ √

89
“一河（湖）一档”未按《“一河（湖）一档”建立指南（试行）》要求建

立完善的
√ √

90
“一河（湖）一策”未按《“一河（湖）一策”方案编制指南（试行）》要

求编制或者编制后未有效实施的
√ √ √

91
河长公示牌未竖立在河湖显著位置或者河长公示牌损坏、内容不规范、信息

不准确不完整的
√ √ √

92 工作时间多次拨打河长公示牌电话不通或者无人接听的 √ √ √

93 未建立社会参与河湖管理保护机制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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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问题整改

落 实

辖区内被国家媒体曝光存在河湖问题的 √ √

95 辖区内被省级媒体曝光存在河湖问题的 √ √

96 辖区内被市级媒体曝光存在河湖问题的 √ √

97 辖区内存在被上级领导批示、交办河湖问题的 √ √

98 辖区内存在被省、市级河长巡河发现河湖问题的 √ √

99 辖区内存在河湖问题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列为建议、提案的 √ √

100 辖区内存在被市级暗访、航拍发现河湖问题的 √ √ √

101 辖区内存在被群众举报河湖问题的 √ √

102 市级河长责任河流“三个清单”未按要求落实的 √ √

103 拒不接受监督检查或者提供弄虚作假材料或隐瞒不报等弄虚作假的 √ √

104 拒绝执行问题整改要求的 √ √

105 有关问题未按要求按时整改到位或者整改不彻底的 √ √

106 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等弄虚作假的 √ √

107 同一河段湖泊问题整改后再次反弹的 √ √

108 同一河段湖泊问题屡次发生未得到有效控制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