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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青浦区入河（湖）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工作方案

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河湖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向好，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本市及本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

规划相关内容，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

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办函〔2022〕17 号）和《上海

市入河（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沪环水〔2021〕

199号）文件要求，我区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所有河道、湖泊入

河（湖）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进一步掌握本区入河（湖）排

污口排污状况及规律，现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落实生态环境部和市生态环境局工作要求，在区委、

区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全面推动本区入河（湖）排污口排

查整治工作，通过建立健全责任明晰、设置合理、管理规范的

长效监管机制，有效管控入河污染物排放。

二、总体要求

坚持“水陆统筹，以水定岸”，按照“全覆盖、重实效、能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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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原则，“十四五”期间，完成本区入河（湖）排污口的排查、

监测、溯源工作，持续开展入河（湖）排污口整治工作。建立

入河（湖）排污口长效管理机制，为持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质

量夯实基础。

三、范围和对象

（一）范围。全区所有河道、湖泊，总长度共 2507公里。

既要避免重复排查，也要查漏补缺。

（二）对象。排查对象为全区所有通过管道、沟、渠、涵、

闸等向河道、湖泊等排污（水）的排污口。根据国家排污口分

类指南，将排污口分为工业排污口、城镇污水厂处理排污口、

农业排口、其他排口等四种类型。

四、工作任务

根据市入河（湖）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工作任

务，开展全区入河（湖）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

（一）排查。摸清入河（湖）排污口底数，掌握排污口的

数量及其分布，建立入河（湖）排污口名录。

（二）监测。开展入河（湖）排污口监测，了解和掌握排

污口污染物排放情况，并辅助溯源和整治。

（三）溯源。在排查、监测基础上，同步开展入河（湖）

排污口溯源，基本查清污水来源。

（四）整治。在排查、监测和溯源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入河（湖）排污口分类整治方案，持续推进入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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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口整治工作，有效规范和管控入河（湖）排污口。

五、工作内容

（一）统筹整合信息。全面收集整理各类入河（湖）排污

口、水系分布等相关信息资料，将原来分散的生态环境部门污

染源及排污口监管信息，水务部门河湖水系、雨污水管网等信

息，民政部门行政区划信息，农业农村、交通运输、建设、房

管等部门有关涉水排放信息等进行有效整合，统筹纳入上海市

入河（海）排污口排查整治综合管理平台，为我区全面排查奠

定基础。

（二）全面开展入河（湖）排污口排查。以人工现场排查

为主，辅以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测扫声呐等技术手

段，对排查范围内的排查对象进行全面调查，实现有口皆查，

应查尽查。将排查发现的各类入河（湖）排污口统一编码，有

关信息录入入河（海）排污口信息管理平台，整合建立全口径

的入河（湖）排污口名录，全面掌握入河（湖）排污口的数量

和分布。

（三）开展入河（湖）排污口监测。现场排查时，对有水

排放且具备采样条件的排污口要开展现场快检或者实验室检

测，辅助排污口溯源和后续整治工作。

（四）开展入河（湖）排污口溯源。在人工现场排查基础

上，深入开展入河（湖）排污口溯源工作，基本查清污水来源，

明确责任单位。溯源主要通过现有资料核对、现场踏勘、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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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辅助等手段，对能现场查清来源的单一性质排污口，现场

进行溯源核定；少量疑难排污口，根据现场需要，积极探索使

用探地雷达、内窥电视检测系统、示踪剂等技术手段。要发挥

部门联动机制，对涉及经济、建设、交通、水务、房管、农业

农村等部门的排污口开展联合溯源。

（五）分类整治入河（湖）排污口。在排查、监测、溯源

基础上，按“一口一策”的工作原则，逐一明确入河（湖）排污

口整治要求，分类推进入河（湖）排污口规范整治，有效管控

入河（湖）污染物排放。实施入河（湖）排污口整治销号制度，

整治完成一个，销号一个。

（六）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结合污染源日常监督管理，建

立入河（湖）排污口分级分类行业监管机制，落实各类排污口

管理责任主体。充分发挥河湖长制作用，结合河湖长巡河工作

机制，落实巡查、监测、管理联动，防止问题回潮，实现入河

（湖）排污口动态更新，推动形成更加科学完备的监管体系和

长效管理机制。

六、任务分工

严格落实各属地政府管理、行业主管部门分工负责、生态

环境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责，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

“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要求，各相关部门

和街镇依法履职，齐抓共管，形成合力。

1.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编制全区入河（湖）排污口排查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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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统筹收集整合全区入河（湖）排污口相关

信息资料，统一全区排查溯源整治基本要求，对专项行动实施

统一调度。负责实施全区 2507公里河道入河（湖）排污口排查、

监测、溯源工作。会同属地街镇梳理汇总工业污染源及排污口

监管信息，督促推进工业企业、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整治工

作。

2.区经委：配合开展工业园区、工业企业入河（湖）排污口

排查、溯源和整治工作，指导工业园区完善环境保护基础设施

建设。

3.区建管委：汇总提供全区临河在建和待建建筑工地（包括

基本信息和冲洗废水处理排放情况）、公路（服务区）、港口

码头、临河交通工程等资料，配合开展入河（湖）排污口排查、

监测、溯源，督促推进建筑工地、区管公路、港口码头、临河

交通工程等排污口溯源、整治及动态长效管理工作。

4.区农业农村委：汇总提供全区农田退水口、水产养殖、畜

禽养殖等资料，配合开展入河（湖）排污口排查工作，督促推

进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农田等排污口溯源、整治及动态长效

管理工作。

5.区财政局：统筹做好全区入河（湖）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

行动中的经费落实工作。全区入河（湖）排污口排查的经费以

及市管、区管河道和夏阳、盈浦、香花桥（含青浦工业园区）3

个街道的监测、溯源、整治的经费由区级财政承担。同时 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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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辖区范围内镇、村级河（湖）入河（湖）排污口的监测、溯

源、整治经费由镇级财政承担，所涉排污口监测和溯源费用通

过区对镇财力结算予以清算。

6.区房管局：配合开展入河（湖）排污口排查工作，会同区

水务局督促推进住宅小区雨污混接溯源、整治以及长效管理工

作。

7.区水务局：汇总提供全区污水管网、雨水管网、全区河湖

清单及水系矢量图等资料，配合开展入河（湖）排污口排查工

作，督促指导城镇雨洪排口、生活污水（含城镇和农村）等排

污口溯源整治，督促指导属地推进污水管网覆盖范围内工业企

业、港口码头（新建）、生活污水的依法纳管工作。

8.区绿化市容局：配合开展入河（湖）排污口排查溯源工作，

督促指导公园、绿地、可回收物点站场、湿垃圾中转站等排污

口溯源、整治及动态长效管理工作。

9.区国资委：牵头各区属国有企业（单位）配合区级部门、

街镇做好入河（湖）排污口有关资料整理和排查、监测、溯源、

整治工作。

10.各街镇：各镇做好镇、村级河道入河（湖）排污口排查

整治专项行动中监测、溯源、整治的镇级经费落实工作。各街

镇在入河（湖）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基础上，负责辖区内

入河（湖）排污口整治工作，制定整治专项方案，建立落实长

效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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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青浦工业园区：配合香花桥街道开展入河（湖）排污口

排查、溯源和整治及排污口长效动态管理工作，推进园区内环

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七、工作进度安排

2022年：完成本区入河（湖）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

作方案制定；整合各部门提供的入河（湖）排污口相关资料，

完成全区所有河道的水上 2507公里排口排查和水下 1000 公里

排口排查；完成全区所有河道长度 30%的排污口溯源工作；完

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入河（湖）排污口整治工作。

2023年：完成剩余河道的水下 1507公里的排口排查，完成

全区入河排污口监测、溯源工作，启动入河排污口整治方案编

制工作。

2024年：完善并印发入河（湖）排污口整治方案，明确任

务分工和时间节点。各街镇（青浦工业园区）负责辖区内重点

入河（湖）排污口整治工作，制定辖区内重点河段的入河（湖）

排污口整治方案。

2025年：持续推进入河（湖）排污口整治工作，健全长效

管理机制。

八、工作要求

（一）严格责任落实

区生态环境局牵头推进本区入河（湖）排污口排查整治专

项行动，区级各相关部门和各街镇（青浦工业园区）应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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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坚持做到排查无盲区、整治无死

角。各街镇（青浦工业园区）是辖区内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的

责任主体，应配合区级部门开展入河（湖）排污口的排查、监

测、溯源工作，落实好辖区内所有河道问题排口的整治工作。

相关排查整治工作情况将纳入河长制工作考核。对履职不力、

进展迟缓、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的，采取通报批评、公开约谈

等措施；对于工作成效突出的，予以通报表扬。

（二）注重联动协同

各区级部门及各街镇（青浦工业园区）要加强统筹协调，

构建属地政府牵头、部门参与、社会监督的工作格局。建立生

态环境、水务、农业农村、建管、房管、绿容等多部门协同配

合和信息共享的工作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讨排查整治

中重大问题。整合各部门掌握的入河排污口相关数据和信息，

加强排查整治工作支持力度。各区级部门和各街镇（青浦工业

园区）要明确分管领导及联络员，负责相关工作对接、报送信

息等。

（三）强化信息公开

各区级部门及各街镇（青浦工业园区）要建立信息公开制

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鼓励通过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

微信等渠道，集中展示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定期公开排查整治

进展情况。可邀请新闻媒体、公众等参与排查整治，公开曝光环

境违法典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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