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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黑臭水体整治示范城市实施方案编制提纲 

 

一、基本情况 

城市黑臭水体的位置、分布情况；整治前的水质状况、目前

整治情况、整治中存在的问题等。 

二、现状问题及原因分析 

以黑臭水体的汇水流域为单元，结合实际，根据主要污染物

来源参考以下要点进行定量化分析： 

1.污染源综合分析：城市生活源（包括点源和面源、合流制

管网溢流污染）、工业点源、农业农村点源和面源等各类污染源

的分布情况及其污染物排放量。 

2.污水直排、雨污水管网混错接情况，污水直排、混错接分

布（管网与小区混错接区域）与污染物排放量。 

3.城镇污水厂尾水排放情况，对水体污染负荷贡献；工业园

区污水处理及排放情况，对水体污染负荷贡献；是否有接入城镇

生活污水处理厂现象。 

4.城市面源污染情况及布局。 

5.城市合流制溢流污染情况及分布。 

6.黑臭水体的内源污染程度、污染量；污染底泥深度等；岸

线生活垃圾堆放点情况等。 

三、黑臭水体治理目标和指标 

参考示范目标及验收标准提出治理目标和考核指标，提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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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分年度绩效目标。 

四、黑臭水体治理措施 

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按照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

理提出治理方案： 

1.控源截污。 

（1）污水直排的治理，明确截污方式及截污量，承接的污

水处理厂（设施）及其规模。 

（2）雨污混错接的治理，明确错接点点位及其改造方案。 

（3）合流制溢流污染控制，若存在合流制溢流污染，明确

治理方案，从源头减排、管网改造、调蓄、溢流口改造等方面明

确具体工程措施；方案应采用模型方法进行优化比选、并评估控

制目标的可达性。 

（4）雨水径流污染控制。分析雨水产汇流区域改造的可行

性，按照海绵城市的理念提出源头削减和系统治理的相关工程措

施，改造后的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及其污染物削减程度。 

（5）城市生活垃圾收集、存储、转运及处理措施。 

（6）工业点源、农业农村面源治理的措施。 

2.内源治理。 

（1）河湖水系底泥淤积深度，重金属是否超标。 

（2）清淤控制标准，清理深度。 

（3）清淤控制标准及具体清淤方式，清淤底泥处置方式等。 

（4）岸线垃圾、河道漂浮物治理措施等。 

3.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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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蓝绿”空间的保护，明确堤岸的生态修复措施及

布局。 

（2）河道内的生态修复措施，湿地建设、水生动植物恢复

等。 

4.活水保质。 

为提高河道水动力，用于活水的措施，包括补水的水源、水

质和水量等。 

5.能力建设。 

提高黑臭水体排查、监测、监管能力，建立监管平台等。 

6.项目安排。 

明确具体工程项目，项目的安排应明确时间节点、进度计划

等。 

7.治理效果评估。 

从环境容量角度，定量评估方案可达到的治理效果，分析水

质变化情况和达标情况；从经济技术角度，定量评估方案的经济

性、可行性。 

五、建设运营模式 

1.对于政府投资建设的，应明确相应的资金筹措方案和预算

安排，相应的工作任务职责分工、考核方式、奖惩方式等；对于

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应明确建设资金筹集

方案和工程预算安排，各方权益分配和风险分担机制，绩效考核、

按效付费的挂钩比例、指标体系等具体要求，高效运营的保障机

制，且不得形成隐性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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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确排水管网、维护养护资金定额标准；城市污水处理费

收费标准不低于国家标准，或承诺在 3 年之内调整到位。 

3.建立定期监测机制，每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对已完成治

理的黑臭水体水质进行监测，至少监测一次，每季度首月 10 日

前完成；根据需要开展雨（中雨、大雨）后水体水质监测；对不

能稳定达标的排污口和雨污合流口开展水质监测。 

六、长效机制 

建立以下机制，可因地制宜创新更多工作机制： 

1.建立河长制的工作细则，有河长制的任命材料、工作会议

纪要等，明确河长的责任清单、工作要求、考核及奖惩机制等。

落实各部门职责分工，建立协调机制，有专职部门统筹协调好日

常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发展改

革、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明晰，有支持黑臭水体工程

实施等相关制度和办法等；建立定期例会、调度等工作机制并有

工作痕迹。 

2.建立奖惩机制，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纳入政府对部门及对各

区人民政府的考核体系。 

3.严格实施排水许可、排污许可管理，工业园区按“水十条”

规定，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其污水不得违规进入城镇污水处

理厂。工业企业污水导致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不能稳定达标的，

要限期退出；允许进入的，要核发排污许可，接入市政管网位置

及排水方式征求城镇排水主管部门意见，实行信息共享并向社会

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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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市政管网私搭乱接溯源执法机制。建立执法队伍、制

度和工作机制，对污水直排、未经批准擅自纳管、工业企业偷排

等行为有相关执法记录。加强市政管网私搭乱接溯源执法，杜绝

工业企业通过雨水管网偷排工业污水；规范沿街经营性单位和个

体工商户污水乱排直排，建立结合市场整顿和经营许可、卫生许

可管理督促整改的机制执法监督机制，对小、散、乱排污户、工

业企业的执法机制，并有执法记录；环境保护部门、城镇排水主

管部门建立执法联动机制。 

5.工程质量监管机制完善，排水管网有严格的工程质量控制

措施，包括材质检验、施工过程监理、闭水（气）试验、隐蔽工

程验收、移交等制度，并有严格施行的工作记录。 

6.建立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用地保障机制。优化审批流

程，对黑臭水体治理项目报建、审批提供绿色通道;将从事城市

黑臭水体治理的规划设计、施工、监理、运行维护的单位及其法

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纳入信用管理，建立黑红名

单，定期向社会公布。 

7.推行污水处理厂、市政污水管网与河湖水体联动“厂-网-

河（湖）”一体化、专业化运行维护。示范城市承诺示范期内至

少完成一个污水处理厂及其服务片区实施“厂-网-河（湖）”一体

运维。 

8.分批分期完成生活污水收集管网权属普查和登记造册，建

立和完善城市排水管网地理信息系统；开展城市建成区老旧污水

管网改造和破损修复工作。按照国家标准要求的排水管网、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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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设施的维护养护制度实施养护，根据管网特点、规模、服务范

围等因素确定合理人员配置和资金保障，建立以 5~10 年为一个

排查周期的长效机制。 

9.明确水体及各类治污设施日常维护管理的单位、经费来

源、制度和责任人，明确绩效考核指标。 

10.建立黑臭水体定期监测评估、信息公开、公众举报及反

馈机制，信息公开每半年至少一次。 

11.建立排水管网接入管理和服务机制，对排水方案设计、

建筑小区生活污水纳管、经营性排水单位接入管理、工业废水排

放清退和管理、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排水户登记备案等建立

审批制度。城市建成区内未接入污水管网的新建建筑小区或公共

建筑，不得交付使用。 

12.建立排污口定期监测机制，开展水体沿岸排污口排查，

摸清底数，明确责任主体，逐一登记建档；建立企业、工业园区

排污情况和治污设施的日常监督监管机制。 

13.建立河岸垃圾及河面漂浮物的收集（打捞）、转运体系，

并落实经费来源。 

14.建立统筹推进黑臭水体治理与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等工作机制或工作计划，预期综合效益突出。 

七、资金保障 

建设资金保障情况。除中央补助资金外的资金来源及筹措方

式等，其中，采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方式的，应明确融资渠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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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维护资金保障情况。包括城镇排水管网维护养护、污水

垃圾处理设施运营经费保障情况等。 

八、责任落实 

河（湖）长的责任落实，各部门职责分工明晰，城市人民政

府对区（县）政府和各部门考核机制、奖惩机制建设等。 

九、附件 

1.主要工程项目及投资。 

2.工程时序安排。 

3.黑臭水体的水质监测点位分布图。 

4.黑臭水体的分布图，治理后预期实现“清水绿岸、鱼翔浅

底”的河段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