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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浙江省“美丽河湖”建设评价标准（试行） 
 

一、适用范围 

根据《浙江省美丽河湖建设验收管理办法》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指导以河湖为单元开展美丽河湖建设评价，规

定了安全流畅、生态健康、文化融入、管护高效、人水和谐

等方面的评价要求，是我省“美丽河湖”验收的依据。 

二、评价原则 

全面系统——宜从河湖安全、生态、文化、亲水、管护

等方面，合理评价河湖综合功能。 

突出特色——应从河湖自然特性、人文特色和社会需

求，评价是否体现地域特色和各美其美。 

建管并重——评价河湖长效管护工作是否符合河湖永

续发展。 

注重实效——关注河湖治理成效，对于面貌改善程度

高、人民群众参与度和满意度高的河湖评价应有所倾向。 

三、评价内容 

（一）安全流畅 

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根据规定的防洪、排涝等水

安全功能，布置防洪保安工程措施，落实防汛抢险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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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河湖安全流畅。 

1、河湖堤岸符合规定的防洪、排涝、通航等标准，堤

岸及主要水利设施未发生重大水毁安全事故。堤防护岸不存

在坍塌、渗漏、冲刷等安全隐患。 

2、堰坝、河埠、桥梁、闸站等涉河构筑物设施完好，

满足防洪、排涝等要求。 

3、河湖行洪断面通畅，不存在明显淤积或阻碍行洪、

影响河湖流畅的构筑物、临时设施等。近年来未发生不合理

的缩窄、填埋河道及改道、裁弯取直等减少行洪断面的行为。 

4、重要河段防汛管理道路畅通（也可就近结合市政道

路、乡村道路等贯通）。险工河段抢险预案完善可行。 

5、积极倡导退堤还河（湖）、新增水域。鼓励利用堤后

道路和高起地形进行防护、打通断头河等明显提升河湖行洪

排涝能力。 

（二）生态健康 

根据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确定的河湖水质和生态保

护目标，因地制宜开展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入河湖排放口

污染控制有效落实。 

1、河湖水质达到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标准，河湖沿

线的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面达标。本年度未发生重大水环境

污染事故。 



3 

2、山丘区河湖不存在人为因素造成的脱水河段，水电

站、堰坝设有泄放生态水量设施并按相关规定泄放生态水

量；平原河网水系连通性和流动性好，积极打通断头河浜。 

3、河湖沿线的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工作全面开展。河湖

取排水口设置规范，满足相关标准，不存在污水直排、偷排、

漏排现象，不存在未按审批要求乱取水现象。 

4、河湖平面形态自然优美、宜弯则弯，弯道、深潭、

浅滩、江心洲、滩地、滩林等自然风貌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

河湖滨岸带植被覆盖完好，原生乔木得以保留，乔灌草、水

陆植物搭配合理，鱼鸟等生物栖息繁衍环境良好。有效遏制

非法捕捞渔业资源现象。 

5、河湖断面上堤岸顶、坡与水面平顺衔接，无过度护

岸、筑堰现象，堤岸、堰坝、水闸等水工建筑物结构形式、

建筑材料、砌筑工法等在安全的基础上符合生态性要求。河

湖清淤疏浚科学合理。 

6、倡导定期开展河湖健康评估，及时开展生态保护与

修复。积极采取生态化改造措施保护与修复河湖生态；严格

控制城市和农业面源污染，提升入河湖水质。 

（三）文化融入 

结合全域旅游布局，挖掘、提炼并合理融入河湖水利工

程文化、治水精神、地域人文、特色风貌等，丰富提升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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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涵。 

1、河湖沿岸自然、人文景观优美，人工景观展现方式

与周边环境协调融合，符合河湖实际及安全性、美观性、经

济性要求。 

2、河湖及其沿岸历史文化古迹（古桥、古堰、古码头、

古闸、古堤、古河道、古塘、古井、古建筑等）留存情况良

好，得到有效保护修复和利用。 

3、通过水文化相关活动或利用已有堤、堰、闸、桥等

载体合理展示河湖水工程文化、治水文化等。 

4、积极鼓励挖掘展示流域特色文化，通过新时代思想、

当地人文历史、自然资源禀赋等合理展示，丰富河湖文化内

涵。 

（四）管护高效 

河（湖）长制度有效落实、河湖管护机构职责落实，日

常管护到位。 

1、河（湖）长制度有效落实，河（湖）长职责明确、

履职到位。“一河（湖）一档”、“一河（湖）一策”已按相关

规定编制，并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河（湖）长牌信息更新

及时，河（湖）长电话畅通，发现问题及时有效处理。 

2、河湖管护机构（或责任主体）明确，制度健全、职

责明确、经费保障、管护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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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用房、巡查管护通道、防汛抢险和维护物资堆

放管理场所、标识标牌及其他管护设施基本齐备。河湖管理

数字化有序推进，水文水质监测、视频监控设施满足现代化

管理需要。积极推进河湖工程管理标准化创建。 

4、河湖保洁等长效机制建立并落实到位，河湖水面及

岸坡无废弃物、漂浮物（垃圾、油污、规模性水葫芦、蓝藻

等）。 

5、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划界，沿河定界设施完整。无违

建河道创建工作全面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内无乱占、乱采、

乱堆、乱建现象。当年度未发生典型涉河涉堤违法事件、重

大安全生产事故。 

（五）人水和谐 

坚持可持续发展，推进河湖治理公众参与，注重沿线居

民参与度、满意度。 

1、在人类活动相对密集区域合理建设滨水慢行道、水

文化公园、河埠头、亲水平台、便桥、垂钓点等亲水便民设

施，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满足沿河居民合理的亲水需要，

亲水便民设施布置要因地制宜、因河制宜，要实用、美观、

经济，避免过度建设。 

2、河湖重要位置和人类活动密集区设置警示标志标识，

配备必要的安全救生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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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极倡导可持续、全域思维统筹谋划、推进河湖系

统治理，改善提升城乡村生产、生活环境，带动乡村生态农

业、民宿、文创、旅游等产业发展。 

4、充分体现公众参与，在美丽河湖建设全过程中，尤

其是亲水便民设施布置方案确定和建设过程中须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在美丽河湖评价中要对河湖沿线居民开展满意度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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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美丽河湖”建设评价打分细则及说明 

 

1、浙江省“美丽河湖”建设评价打分细则主要由安全流畅、生态健康、文化融入、管护高效、人

水和谐等方面组成。 

2、基础指标总分 100 分，其中安全流畅分值 27 分，生态健康分值 27 分，文化融入分值 12 分，

管护高效分值 14 分，人水和谐分值 20 分。 

3、加分指标总分 10 分。 

4、扣分指标，每项未达到指标要求即扣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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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美丽河湖”建设评价打分细则 
河湖名称：                                                                                          总得分：        

评分类

别 

指标 

类别 
评价内容 分值 

拟 

评分 
评分标准说明 

安全 

流畅 

（27

分） 

基础 

指标 

堤防安全情况是否良好，堤岸是否存在坍塌现象。 8  
基础分值 8 分，每发现一处堤岸未达到设计标准扣

2 分，每发现一处堤岸坍塌视程度扣 1~2 分。 

涉水构筑物和设施是否完好，是否对防洪排涝安全造

成不利影响。本年度内重要水利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

水毁事故。 

8  

基础分值 8 分，每发现一处问题视程度扣 1~2 分。

设防标准内若发生重大水毁事故，此项不得分。重

大水毁事故指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影响的重要堰

坝冲毁，闸站倒塌等。 

是否存在不符合规划断面要求的卡口段，是否存在明

显淤积或阻碍行洪、影响河湖流畅的设施，2018 年

以来是否存在不合理的缩窄填埋河道、裁弯取直等现

象。 

8  基础分值 8 分，每发现一处问题视程度扣 1~2 分。 

重要河段防汛管理道路是否畅通。（也可就近结合市

政道路、乡村道路等贯通），如有险工河段，其抢险

预案应完善可行。 

3  

通畅、路况好得 3 分，基本通畅得 1~2 分。防汛道

路也可借用邻近市政道路、乡村道路。如有险工河

段抢险预案不完善的扣 1~2 分。 

加分项 
△2018 年以来是否有通过退堤还河、新增水域、打通

断头河等形式提升河湖行洪排涝能力。 
2  

成效巨大加 2 分；成效较大加 1.5 分；成效一般加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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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类

别 

指标 

类别 
评价内容 分值 

拟 

评分 
评分标准说明 

生态 

健康 

（27

分） 

基础 

指标 

河湖水体水质感官是否良好，是否有异味，是否有水

葫芦、蓝藻等规模性爆发，供水水源是否有水质季节

性超标。本年度是否发生过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6  

根据现场调查及河湖水体现场感官和异味情况综

合赋分。总体情况好得 6 分，较好得 3~5 分，一般

得 1~2 分。本年度发生过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本

项不得分。 

山丘区河流是否存在因人为因素造成的脱水河段，水

电站、堰坝是否设有泄放生态水量设施并按相关规定

泄放生态水量；平原河网水系是否连通，断头河浜情

况是否严重。 

5  基础分值 5 分，每发现一处问题视程度扣 1~2 分。 

河湖区域污水零直排创建是否全面开展；入河湖排放

口是否存在污水直排、偷排、漏排（如雨水排放口晴

天出水），入河湖雨水口是否存在初雨期污染，是否

存在未按审批要求乱取水现象；河湖排水口、取水口

设置是否规范。 

5  
基础分值 5 分，每发现一处问题扣 1 分，其中污水

零直排工作未开展扣 5 分。 

河湖管理范围内滩地、湿地是否保护完好，原生乔木

是否得以保留，原有滩林、河湖断面是否形态丰富、

自然，滨岸带植物是否覆盖完好、搭配合理，乡村段

河湖是否存在过度市政园林化、引种外来物种造成生

态失衡等情况，生物是否多样健康。是否有效遏制非

法捕渔、电鱼等现象、是否存在季节性死鱼等现象。 

6  
河湖断面形态优美、自然要素保护修复情况好得 6

分，较好 3~5 分，一般得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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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类

别 

指标 

类别 
评价内容 分值 

拟 

评分 
评分标准说明 

护岸护坡及水面是否平顺衔接，“水岸生物链是否阻
断，护岸是否过度。堰坝是否阻断生物连通性，是否
存在密集建堰形成水面“梯级衔接”。水工建筑材料、
砌筑工法等在安全基础上是否符合生态性要求，清淤
疏浚是否科学合理。  

5  基础分值 5 分，每发现一处问题视程度扣 1~2 分。 

扣分项 ▽河湖水体环境质量是否符合功能区标准。 /  

河湖水质（高锰酸盐、氨氮指标）不满足水功能区

水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未划定功能区的，水质不

低于下游邻近功能区的水质要求）扣 10 分。 

加分项 

△河湖水质较水功能区标准要求高 1 个类别及以上。 1  
当年河湖水质较水功能区水环境功能区提高 1 个

类别及以上加 1 分。 

△在河流平面、纵向、横向上实施平面形态修复、改
善鱼类洄游条件、改善两栖动物生存空间等措施。严
格控制城市和农业面源污染等措施。 

1  

改造规模较大，前后对比明显，成效明显的，加 1

分；改造规模较小，对比较小，成效一般的，加

0.5 分。 

△健康评估 1  

探索开展河湖健康情况调查评估得 0.5 分。在调查

评估的基础上针对性采取修复治理措施的得 0.5

分。 

文化 

融入 

（12

分） 

基础 

指标 

河湖景观是否优美，与周边环境协调融合。人工景观
是否确有需要、不造作且符合河湖实际及安全性、美
观性、经济性要求。 

3  

根据综合情况赋分，景观优美融合得 3 分，较好得

2~3 分，一般得 1 分。有景观过度情况不得超过 2

分 

河湖及其沿岸历史文化古迹（古桥、古堰、古码头、
古闸、古堤、古河道、古塘、古井、古建筑等）的保
护和利用状况是否良好。 

3  
根据综合情况赋分，保护修复和利用情况好得 3

分，较好得 2~3 分，一般得 1 分，较差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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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类

别 

指标 

类别 
评价内容 分值 

拟 

评分 
评分标准说明 

河湖水工程文化、治水文化通过水文化相关活动或利

用已有的堤、堰、桥、闸等载体进行展示的形式、内

容和效果是否良好。 

3  
根据综合情况赋分，展示情况较好得 3 分，较好得

2 分，一般得 1 分，较差不得分。 

结合河湖地域特色定位的创造类特色、文化的挖掘提
炼情况，包括新时代思想、当地人文历史、自然资源
禀赋、科普教育等合理展示。 

3  
根据综合情况赋分，特色文化建设情况好得 3 分，

较好得 2~3 分，一般得 1 分。 

管护 

高效 

（14

分） 

基础 

指标 

河（湖）长履职是否到位，协调作用是否有效。“一

河（湖）一策”是否已按相关规定编制，并具有可操

作性和实效。河（湖）长牌信息更新是否及时、电话

是否畅通；发现问题是否及时有效处理等。 

4  
基础分值 4 分，每发现一处问题视程度扣 1~2

分。 

河湖管护机构（或责任主体）制度是否健全、职责是

否明确、经费是否保障、管护是否到位，责任主体及

其职责是否分工明确。 

2  基础分值 2 分，每发现一处问题视程度扣 0.5~1 分。 

管理用房、巡查管护通道、防汛抢险和维护物资堆放

管理场所、标识标牌及其他管护设施是否齐备。水文

水质监测、视频监控设施是否满足管理需要。积极推

进河湖工程管理标准化创建。 

3  
根据综合情况赋分，情况好得 3 分，较好得 2 分，

一般得 1 分。 

是否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划界。河湖管理范围内是否存

在“四乱”现象。无违建河道创建任务是否完成。是否

建立健全河湖保洁等长效机制并落实到位。河湖水面

及岸坡是否有废弃物、漂浮物（垃圾、油污、规模性

水葫芦、蓝藻等）。沿河定界设施是否完整。 

5  

基础分值 5 分，存在划界工作未完成、无违建河道

创建未完成的，扣 5 分，每发现一处其他问题视程

度 0.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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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类

别 

指标 

类别 
评价内容 分值 

拟 

评分 
评分标准说明 

扣分项 ▽本年度是否发生过典型涉水违法事件。 /  
发生过施工安全事故、严重涉水违法违规及主流媒

体曝光事件，即扣 10 分。 

人水 

和谐 

（20

分） 

基础 

指标 

 

 

饮用水源地达标创建，农田供水有效保障。河湖沿线
村庄、城镇内水系与评价河湖的连通性是否良好。河
埠头、堰坝、便桥、平台等亲水设施设置是否合理，
是否美观、实用、协调。 

3  
根据综合情况赋分，情况好得 3 分，较好得 2~3

分，一般得 1 分。 

滨水绿道布置是否合理设置，对河湖安全和巡查管护
是否有利，对鸟类等动物栖息地是否存在过度干扰，
建筑材料是否环保，结构形式和颜色与周围环境是否
协调。 

3  
根据综合情况赋分，情况好得 3 分，较好得 2~3

分，一般得 1 分。 

滨水小公园设置是否合理设置，是否融合了休闲、河
湖文化展示、河湖管护等综合功能，是否与周围环境
相协调。 

3  
根据综合情况赋分，情况好得 3 分，较好得 2~3

分，一般得 1 分。 

对于有可能造成人员伤害的危险源，是否在重要位置
和人群活动密集区，设置警示标志标识和安全设施。 

2  
根据综合情况赋分，情况好得 2 分，较好得 1~1.5

分，一般得 0.5~1 分。 

河湖治理是否只是样板治理、片段治理，是否统筹谋
划、推进系统治理。 

3  
根据综合情况赋分，情况好得 3 分，较好得 2~3

分，一般得 1 分。 

在美丽河湖建设全过程中，尤其是亲水便民设施布置
方案确定和建设过程中须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开展
群众需求调查并落实相应举措。 

4  
落实情况较好且成效明显的得 3~4 分，一般的得
1~2 分，未落实的不得分。 

开展美丽河湖满意度调查，调查范围要基本涵盖河湖
沿线居民集聚点。 

2  按照回收满意度调查表的平均得分情况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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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类

别 

指标 

类别 
评价内容 分值 

拟 

评分 
评分标准说明 

    

加分项 

△乡村振兴 2  

河湖面貌的提升，是否促进了河湖周边旅游观光、
游憩休闲、健康养生、生态教育等产业发展，有助
于推进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根据综合情况赋
分，情况好得 2 分，较好得 1 分。 

△宣传报道 3  

国家级新闻媒体（指电视、报纸、广播、网站、客
户端）正面报道加 2 分，省级加 1.5 分，设区市级
加 0.5 分，可累积加分但不超过 3 分。 

注：标注“▽”为扣分项指标，“△”为加分项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