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公开征求对《宁波市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方案（公开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贯彻《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

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浙政办发〔2022〕69号)精神,落实《关于贯彻

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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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环办水体〔2022〕34号）要求，全面推进我市入河入海

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及监督管理各项任务，我局牵头起草了

《宁波市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稿）》，现

向公众征求意见。热忱欢迎社会各界提供宝贵意见建议。征集时间截至

为 7月 20日。

宁波市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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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浙江省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浙政办

发〔2022〕69号）精神，全面推进我市入河入海排污口排查、监测、

溯源、整治及监督管理各项任务，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以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为核心，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深化排污口设置和管理改革，建

立健全责任明晰、设置合理、管理规范的排污口长效监管机制，有效管

控入河入海污染物排放，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为奋力推

进“两个先行”、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助推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

出宁波贡献。

（二）目标任务。

2023年底前，在前期完成专项排查监测的基础上，完成入海排污口

整治；完成全市入河排污口和城镇雨洪排口排查，建立入河排污口和城

镇雨洪排口清单，编制排查报告，形成“一口一策”；完成全市工业企业、

工业园区和城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整治。

2024年底前，基本完成姚江、奉化江、甬江干流及重要支流排污口

整治；完成全市“晴天排污水”的城镇雨洪排口整治。

2025年底前，完成全市所有入河排污口整治，依托“甬有碧水”数智

治水平台建设具有宁波特色的排污口智慧场景，与“浙里碧水”“浙里蓝海”

应用和宁波市精准治水平台共用共享数据,实现排污口“一张图”全过程

动态监督管理，基本形成权责清晰、监控到位、管理规范的排污口长效

监管体系。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wushuichulichang/


二、重点任务

（一）深入开展排污口排查溯源。

1.开展三级排查。

根据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入河（海）排污口三级排查技术指南》

（HJ1232-2021），按照“有口皆查、应查尽查”要求，综合运用遥感监

测、水面航测、水下探测、机器人管线排查等实用技术，开展深入排查，

充分运用往年排污(水)口排查整治工作成果，各地开展深入排查、复核，

全面摸清各类排污口、城镇雨洪排口的分布及数量、污水(雨水)排放特

征及去向、排污单位基本情况等信息，形成排污口和城镇雨洪排口“一

口一档”名录清单，并编制排查报告。排口名录清单及排查报告须经各

区（县、市）政府、开发园区管委会审核后报市生态环境局。市生态环

境局会同市级相关部门审定后形成宁波市排污口和城镇雨洪排口名录

清单，由各区（县、市）、开发园区按要求在“浙里碧水”“浙里蓝海”应

用进行编码和命名。

2.开展水质监测。

按照“边排查、边监测”要求，依据有关技术规范，对各类排污口开展

水质、水量监测。在全面分析排污（水）管网走向和河道水体流向的基

础上，尽可能选取污染较重时段开展监测，准确识别排放量大、排放水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shuizhijiance/


质较差、环境影响明显的排污口及主要排污问题。雨污混排等间歇性排

放口的监测结果应充分反映晴天和雨后排放情况，查清污水混入状况。

3.明确责任主体。

各区（县、市）、开发园区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和政府兜底的原则，

逐一明确排污口责任主体，建立责任主体清单。对于难以分清责任主体

的排污口，由排污口所属县级政府组织开展溯源分析，查清排污口对应

的排污单位及其隶属关系，确定责任主体；经溯源分析仍无法确定责任

主体的，由所属县级政府作为责任主体，或由其指定责任主体。责任主

体负责源头治理以及排污口整治、规范化建设、维护管理等。

（二）实施排污口分批分类整治。

1.明确排污口分类。

根据排污口责任主体所属行业、排放废水组成及特征,按照生态环境

部印发的《入河（海）排污口命名与编码规则》等排污口监督管理相关

技术指南,将排污口分为工业排污口、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农业排

口、其他排口等四种类型。

2.明确工作要求。



按照依法取缔一批、清理合并一批、规范整治一批、先行先试一批

的要求，以截污治污为重点，梳理排查出的各类排污口存在的问题，遵

循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稳妥推进、分级分类的整治原则，开展“一口

一策”分类整治。对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

等排污口的整治，应在统筹协调、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的前提下开展整治；

对确有困难、短期内难以完成排污口整治的企事业单位，可申请由市级

相关部门共同协商，合理设置过渡期，指导帮助整治；取缔、合并后可

能影响行洪排涝、堤防安全的排污口，要依法依规采取措施消除安全隐

患。建立排污口整治销号制度，对排污口实行取缔、合并、规范后，形

成最终排污口清单，并在“浙里碧水”“浙里蓝海”应用和宁波市排口管理

平台实时更新排污口整改信息。结合黑臭水体整治、新时代美丽乡村建

设及流域(海湾)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统筹推进入河入海沟渠及其他排

口整治。

3.依法取缔一批。

对违反法律法规，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地及其他需要特

殊保护区域内设置的排污口，由所属县级政府或相关部门依法采取责令

拆除、责令关闭等措施予以取缔。要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避免“一

刀切”，合理制定整治措施，确保相关区域水生态环境安全和供水安全。

4.清理合并一批。



对于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或农村生活污水终端管网覆盖范围内的生活

污水散排口，应通过截污纳管予以清理合并。对于污水管网未覆盖或由

于污水收集处理能力不足导致无法纳管的排污口，应加强污水管网建设，

提升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工业企业现有排污口应尽可能清理合并，原则

上不设置排污口，污水纳管后由园区或开发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统一处

理。确需保留排污口的工业企业，原则上一个企业只保留一个排污口；

确有必要保留两个及以上排污口的，应告知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并在“浙

里碧水”“浙里蓝海”应用更新相关信息。对于集中分布、连片聚集的中小

型水产养殖散排口，鼓励统一收集处理养殖尾水，设置统一的排污口。

5.规范整治一批。

按照有利于明晰责任、维护管理、加强监督的要求，开展排污口规

范化整治。以一个排污口只对应一个排污单位的要求，清理整治违规接

入排污管线的支管、支线等借道排污的排污口；对确需多个排污单位共

用一个排污口的，督促各排污单位明确各自责任，并在排污许可证中载

明。对存在布局不合理、设施老化破损、排水不畅、检修维护难等问题

的排污口和排污管线，应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整治。排污口设置应当符

合相关规范要求并在明显位置竖立标牌，便于现场监测和监督检查。

6.先行先试一批。



将排查出的城镇雨洪排口、农业排口及其他排口纳入管理，先行先

试开展整治。结合城镇“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提标改造等，开展“晴天排污水”的城镇雨洪排口溯源治理，

加强雨污管网建设，推进雨污分流，推动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形成一

批城镇雨洪排口整治示范工程。在城区河道开展城镇雨洪排口在线监测

数字化试点，实时掌握城镇雨洪排口排水状况。加大对借道排污等行为

的监督管理力度，严禁合并、封堵城镇雨洪排口，防止影响汛期排水防

涝安全。按照氮磷拦截、生态修复、降污减排的治理思路，将生态理念

融入农田区域退水中，打造具有宁波特色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模式。通

过禁、限、转、治措施，以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水产养殖场自治和散户

连片养殖集中治等形式，实现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尾水达标排放。

（三）强化排污口监督管理。

1.合理规划布局。

各级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

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等规

划区划和规划环评，要充分考虑排污口布局和管控要求，严格落实相关

法律法规关于排污口设置的规定，从源头防止无序设置。

2.规范审批备案。



生态环境部门应依法依规开展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和入海排污口设

置备案，通过加强排污口监督管理，借鉴其他地市经验做法，协同研究

生态补水口设置、审批、管理要求。对未达到水质目标的水功能区，除

城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外，应当严格控制新设、改设或扩大排污口。

落实建设项目“多评合一”，同一建设项目涉及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等事

项的，纳入一个环评文件，出具一个批复。入河排污口的设置审批，根

据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权限，实行分级审批。可能影响防洪、供水、堤防

安全和河势稳定的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应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所有入海排污口的设置，应根据排污口类型、污水特征和海洋生态环境

敏感程度等，按要求进行分析论证与规范设置。存量排污口中，经水行

政主管部门审核设置的排污口结果依然有效；已建成但无审核手续的排

污口，经排查整治后确需保留的，应按新增排污口要求补办设置审核。

所有排污口的基本信息应录入“浙里碧水”“浙里蓝海”应用和宁波市排污

口管理相关数字化平台实行动态管理。排污口审批、备案信息要及时依

法向社会公开。

3.加强日常监管。

各区（县、市）政府、开发园区管委会根据排污口类型、责任主体

及部门职责等，落实排污口监督管理责任，强化日常监督管理。生态环

境部门统一行使排污口污染排放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职责，建设、交通

运输、水利、农业农村、综合行政执法等有监督管理权限的部门按职责

分工协作，依法加强监督管理。通过核发排污许可证等措施，依法明确



排污口责任主体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等要求。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

则，对工矿企业、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处理厂排

污口开展监测，并实施水质自动监测和监控，对不能稳定达标的应当适

当加大监测频次。市级有关单位要组织开展常态化现场核查，重点核查

排污口排查整治和设置审批、备案情况，每年核查已完成排查整治的排

污口数量比例不少于各区（县、市）、开发园区行政区域内现有排污口

总数的 10%，核查设置审批、备案排污口的数量不少于当年审批和备案

总数的 30%。

4.严格执法监管。市、区（县、市）两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大排污

口环境执法力度，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设置排污口或不按规定排污的，

依法予以处罚；对逃避监督管理借道排污的，溯源确定责任主体，依法

严厉查处。排污口责任主体应当定期巡查维护排污管道，发现他人借道

排污等情况的，应留存证据并立即向属地生态环境部门报告。

5.推进数智监管。依托“浙里碧水”“浙里蓝海”应用和宁波市排污口监

管数字化平台，建立统一的排污口动态数据库。加强部门协同，强化数

据共享，构建受纳水体—排污口—排污通道—排污单位全过程监督管理

体系，实现排污口排查整治、设置审批备案、日常监督管理等“一张网”

数字化管理。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区（县、市）政府、开发园区管委会要落实好属地责任和主体责

任，统筹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和日常监

督管理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辖区内排污口排查整治实施方案，督促

相关责任主体落实排查整治责任，确保工作举措落实到位。

（二）落实资金保障。

各区（县、市）政府、开发园区管委会应将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经

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确保资金足额拨付、专款专用。市级财

政部门做好统筹协调工作，确保该项工作经费得到各地财政部门的保障。

（三）明确部门职责。

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政策协调、业务培训和工作衔接，压实各方责任，

共同推进排污口整治，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生态环境部门统筹负责工业

排污口的排查溯源整治工作，督导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对问题排口实施排

查溯源整治；住建部门统筹负责城镇生活污水散排口、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排污口和农村生活污水散排口的排查溯源整治工作；综合行政执法部

门依照市政公用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违反市政公用管

理规定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交通部门统筹负责港口码头排污口的排查

溯源整治工作；水利部门统筹负责溪流、沟渠、河港（涌）、中型灌区



排口的排查整治工作，以及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市政公共雨水管网

排水口的排查溯源整治工作；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负责农业排口、渔港排

口和水产养殖排口的排查溯源整治工作。

（四）建立调度制度。

排污口排查整治阶段，各区（县、市）、开发园区要在每季度末和

12月底前将本行政区域排污口排查整治阶段性进展情况和年度工作总

体情况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排污口整治完成

后，各区（县、市）、开发园区要在每年 12月底前将本行政区域排污

口监督管理年度工作开展情况以正式文件形式报送市生态环境局、市水

利局。

（五）严格工作考核。

将排污口排查整治和监督管理情况纳入美丽宁波建设和“五水共治”

年度考核。市级以上现场核查、媒体曝光、群众信访举报等发现的入河

排污口未在名录清单内的，在相关考核中予以扣分，情节严重的将责令

当地重新开展本行政区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各地要建立问责机

制，对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进度严重滞后以及在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中

存在徇私舞弊、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等行为的，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六）强化公众监督。



加强排污口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普及,增强公众对污染

物排放的监督意识。排污口责任主体应通过标识牌、显示屏、网络媒体

等渠道主动向社会公开排污口相关信息。市、区（县、市）两级生态环

境等部门要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平台，依法公开并定期更新排

污口监督管理相关信息。完善公众监督举报机制，鼓励公众举报身边的

违法排污行为，形成全社会共同监督、协同共治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