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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柳州市 2023年度水污染防治工作计划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加

快实施“十四五”规划、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人水和谐”

壮美广西的关键之年，为继续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

系统治理，切实保障我市水环境质量持续良好，特制定本工作计

划。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五个更大”重

要要求和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围绕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

“1+1+4+3+N”目标任务体系，以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

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为工作方针，分解落实重点任务，

突出阶段性工作重点与工作目标，明确各县（区）政府及相关部

门责任，统筹部署 2023年水污染防治各项工作，系统推进我市水

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风险防控，以更高

标准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奋

力开创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新局面提供坚实的水生态环境保障。

二、水质目标

2023 年，全市 10 个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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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治区考核断面水质达到自治区考核要求；县级及以上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自治区考核要求；巩固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

效，建立防止返黑返臭的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县级城市黑臭水体

治理。

三、2023年度工作任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广

西及柳州市柳州市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2023

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全国及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等关

于水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部署，开展水污染防治工作，具体工

作任务详见《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清单》（附件 1）。

四、任务落实

各有关单位依据《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清单》任务分工抓紧

落实，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全力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

年度任务。

各县（区）人民政府负责落实辖区内工作计划中各项工作任

务，并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水环境质量和水污染防治工作负责。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县（区）人民政府作为水污染防治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年度攻坚实施方案，细化分解目标任务，

压实部门责任，抓好落实。市各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细化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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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分工，制定配套措施，指导做好相关工作。市生态环境局加强

统筹协调和指导帮扶，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工作进展。

（二）加大资金投入

各县（区）要将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任务列入财政预算，加

大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资金投入。不断创新投融资模式，积极申

报中央专项资金、政府专项债券、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拓

宽水污染防治项目的资金来源。

（三）强化责任考核

各县（区）党委和政府要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对本行政区域水生态环境质量负总责。各牵头部门根据自治区对

柳州市年度考核情况，组织对工作成效突出的县（区）予以通报

表扬；对工作落实不力、成效差的予以通报批评。

附件：1．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2．国控断面水质目标表

3．区控断面水质目标表

4．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考核表

5．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考核表

6．入河排污口排查重要干支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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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年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序

号

主要

任务
任务内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限

一、巩固深化水污染治理

（一）工业污染防治

1
加强散

乱污企

业整治

全面排查不符合产业政策和规划布局、违法违规生产经营、污染物不能达标

排放的工业企业，采取“关停取缔一批、整合搬迁一批、整改提升一批”等措

施，实施分类整治。

市生态环境局、

工业和信息化

局等

市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2

集中治

理工业

集聚区

水污染

强化工业集聚区污染集中治理，督促集聚区内工业废水经预处理达到集中处

理要求后，再进入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加强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监

管，确保设施稳定运行、出水达标排放。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工业和信

息化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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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要

任务
任务内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限

3

根据工业企业废水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评估情况，推进污染物不能被城

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有效处理、或可能影响污水处理厂出水稳定达标的纳管企

业的污水依法限期退出污水管网；经评估可继续接入市政污水管网的，加强

督促工业企业依法持证排水排污、按证排水排污。

市生态环境局、

住房城乡建设

局等

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4
加强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运行监管，开展对工业集聚区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监控系统运行情况的现场检查，监督检查重点排污单位安装使用

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的情况。

市生态环境局
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二）城镇生活污染防治

5

加快城

镇污水

处理设

施建设

与改造

持续开展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新建、改扩建，进一步提高污水收集率。到 2023
年底，柳州市平均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 57%，镇级污水处理厂平均运行

负荷率达到 63%以上（处理规模为 3000m3/d 及以上的除外）。对现有进水 BOD

浓度低于 100 mg/L 的城镇污水处理厂，组织制定实施系统化整治方案，明确管

网排查改造、清污分流、工业废水和工程疏干排水清退、溯源执法等措施。

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

市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局、

工业和信息化

局、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市场监

管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年底前

6

全面加

强配套

管网建

设

持续开展镇级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建设，优先补齐镇区污水管网空白，推

进常住人口 5万以上的建制镇建成区收集管网全覆盖。2023年全市力争完成

建设改造污水管网长度 19 公里以上。继续推进城市建成区生活污水管网排

查检测，查清污水管网覆盖现状、功能状况、错接混接漏接等基本情况及排

水户接入情况，形成管网排查检测报告，根据管网排查检测结果，制定实施

年度建设改造计划，推进建成区范围内生活污水管网错接混接漏接改造、老

旧管网更新、破损修复、清淤疏浚等工程。2023年底前对暂时未能按规划实

施雨污分流改造的合流制排水系统采取截流、调蓄和治理等措施，减少雨天

溢流污染。

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

市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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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要

任务
任务内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限

7
推进污

泥处理

处置

所有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污泥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置。
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三）农业农村污染防治

8

加强农

业面源

污染治

理

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大力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推广应用机械施肥、

种肥同播、水肥一体化等措施，提高肥料利用效率，积极推广缓释肥料、水

溶肥料、微生物肥料等新型肥料，拓宽畜禽粪肥、秸秆和种植绿肥的还田渠

道，在更大范围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鼓励以循环利用与生态净化相结合的

方式控制种植业污染；推进科学安全用药，推广应用生物农药和活性高、单

位面积用量少的高效低风险农药及其水基化、纳米化等制剂，淘汰低效、高

风险农药品种，依法打击非法使用禁用农药、高毒农药、限用农药、未登记

农药等违法行为，推广新型高效植保机械，推进精准施药，提高农药利用效

率，推行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提高防控组织化程度和科学化水平。到

2023年，全市主要农作物肥料利用率达到 41%。

市农业农村局、

生态环境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年底前

9

加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持续推进畜禽粪污处理利用设施能力建设，建立

健全畜禽粪肥还田利用计划和利用台账。2023 年，全市 95%以上畜禽规模养

殖场建立有畜禽粪肥利用计划和台账;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0%以

上，督促 95%以上规模养殖场配套有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装备（或配备足够消

纳土地，或委托第三方处理利用），推动养殖场粪污实现全量化安全化还田

利用。

市农业农村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年底前

10

规范工厂化水产养殖尾水排污口设置，在水产养殖主产区推进养殖尾水治

理，积极推广工程化循环水、大水面生态增养殖、稻渔综合种养等多种生态

健康养殖模式，实施池塘标准化改造，完善循环水和进排水处理设施，推进

养殖尾水节水减排。

市农业农村局、

生态环境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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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要

任务
任务内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限

11

加快农

村环境

综合治

理

做好农村改厕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衔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黑臭

水体治理和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优先整治国家监管及较大面积的农村黑臭水

体，改善人居环境。2023年，新增完成 3个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其中包括 2
个国家监管的农村黑臭水体，新增完成 133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市生态环境局、

农业农村局、住

房城乡建设局

等

市城管执法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年底前

（四）船舶、港口污染防治

12
积极治

理船舶

污染

强化运行船舶污染物排放、接收、转运、处置监管，保障港口船舶污染物接

收、转运及处置设施运转良好。按照《关于实施运输船舶强制报废制度的意

见》，依法对达到强制报废船龄的运输船舶进行报废，监督投入使用的沿海

船舶和内河船舶应符合《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GB 3552-2018）等

相关环境保护标准。

柳州海事局，市

生态环境局、交

通运输局等

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13

增强港

口码头

污染防

治能力

提高港口、码头、装卸站污水垃圾处理处置能力，规范含油污水、化学品洗

舱水等接收处置。
市交通运输局

市生态环境局、

住房城乡建设

局、柳州海事局

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五）汛期污染防治

14

强化汛

期污染

分析及

溯源

对国控断面开展汛期污染强度监测分析，根据汛期污染强度分析情况，对汛

期污染强度高、城乡面源污染防治相对落后的地区组织溯源排查，加强城乡

面源污染整治。在大风江、白沙河流域开展汛期污染强度分析及污染精准溯

源研究试点。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农业农村

局、水利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六）入河排污口和水功能区管理

15

深化入

河排污

口监督

管理

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管。结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开展入河排污口抽查

监测，抽查比例及频次为：每半年一次，每次抽查比例不低于辖区内工矿企

业、各类园区或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总数量的

10%。

市生态环境局

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住房城乡

建设局、水利局

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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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要

任务
任务内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限

16
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2023年底前，完成柳江流域重要干支流（入河排

污口排查重要干支流清单见附件6）入河排污口排查；完成已查明排污口总

数的80%溯源和整治任务的30%。

市生态环境局

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住房城乡

建设局、水利

局、农业农村局

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年底前

17 开展污染源、入河排污口和水体水质联动管理试点工作，推动构建“受纳水

体—排污口—排污通道—排污单位”全过程监督管理体系。
市生态环境局

南宁、柳州和桂林

市人民政府
全年

18
加强水

功能区

管理

加强水功能区监管，开展全市 31 个市级水功能区水质监测，监测频次为每

月 1次，采用年均值评价。2023年，柳州市主要江河水库水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达 92%。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年底前

二、深入推进水生态保护

19
城市黑

臭水体

治理攻

坚

加强对城市新增黑臭水体、返黑返臭水体黑臭成因排查、污染治理、生态修

复，柳州市要根据排查情况制定实施整治方案，巩固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

建立防止返黑返臭的长效机制。

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

市生态环境局、

水利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年底前

20 开展年度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行动。

市生态环境局、

住房城乡建设

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11月底

前

21
保障饮

用水水

源安全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定期组织监测、检测和评估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市

生态环境局牵头）、供水厂出水（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水利局牵头）和用户

水龙头水质（市卫生健康委牵头）等饮水安全状况，依法定期向社会公开饮

用水水源、供水厂出水和用户水龙头水质状况。

市生态环境局、

住房城乡建设

局、水利局、卫

生健康委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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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要

任务
任务内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限

22

加强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强化风险防控，提高调控应急处置能力。持

续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专项整治和“回头看”工作。加快推进“千吨万

人”、农村千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加快完善水质净化消毒设施

配套改造，规范设施设备运行管理。

市生态环境局 市水利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23 开展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基础信息调查和环境状况的评估，定期评估区

域流域水源地管理状况。
市生态环境局 市水利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24 防治地下水污染，加强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开展地下水型饮

用水水源本底调查评估，保障饮水安全。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水利

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25

开展水

生态监

测和评

价

根据自治区要求，积极开展重点湖库、河流水生态健康状况调查评估和水生

生物多样性指标监测。

市生态环境局、

农业农村局等

市水利局、林业

和园林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26

加强重

点河湖

水生态

保护

加强石榴河、九曲河、王眉河、东泉河等重点支流水环境风险防控等重点湖

库水生态保护，控制富营养化水平，确保水质稳定达标。
市生态环境局 市水利局

相关设区市人民政

府
全年

三、严格落实水资源管理

27 控制用

水总量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到 2023年，全市用水总量控制在 22.6亿立方

米以内。
市水利局

市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

局、住房城乡建

设局、农业农村

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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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内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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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强化用

水定额

管理

强化用水定额管理，严格执行用水定额标准，开展节水评价、用水定额管理、

取水许可审批、用水计划、水资源费收取、节约用水监督检查。按照《广西

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整改提升工作实施方案》，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

单位和用水大户加强用水管理，按年度统计用水情况，分批次组织实施整改。

市水利局、住房

城乡建设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29

提高用

水效率

抓好工业节水。督促生产、进口、销售有强制性用水效率标准的用水产品、

设备的工业企业符合相应的强制性用水效率标准。建立工业企业节水管理制

度，鼓励采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采用循环用水、综合利用及废水处理

回用等措施，降低用水消耗，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市水利局、发展

改革委、住房城

乡建设局、生态

环境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30
对公共供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和维护管理，加快对运行使用年限长及老城区

漏损严重供水管网的更新改造，2023年全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力争保持控

制在 9.40%以内。

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
市发展改革委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年底前

31 加大农业节水力度，到 2023年底，全市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0.522
以上。

市水利局
市发展改革委、

农业农村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年底前

32
开展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指标等用水效率评估，到 2023 年，全市万元地

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较 2020年降低 6.4%，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年降

低 5.5%。

市水利局

市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

局、住房城乡建

设局、农业农村

局、生态环境

局、市场监管局

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年底前

33
促进再

生水循

环利用

加强城镇生活污水再生利用，以现有污水处理厂为基础，合理布局再生水利

用基础设施。严格执行国家规定水质排放标准，通过就近回补、逐段补水的

方式推动城镇生活污水再生用于城市河道、湖泊、湿地生态补水等市政用水

和工业生产。

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

市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

局、生态环境局

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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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内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限

34 加强工业水再生利用，大力推动企业开展节水改造和水效对标，推进企业内

部工业用水循环利用。

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市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35
推进农业农村污水资源化利用，积极探索符合农村实际、低成本的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技术和模式，研究农村黑臭污水处理利用的技术，推动形成相关设

备环保产业。

市农业农村局、

生态环境局等

市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

局、科技局、水

利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36
开展污水“近零排放”科技创新试点工程，鼓励研发低成本、高性能、高适用

的工业废水处理集成技术和装备，组织筛选具有经济效益的节水治污技术和

示范项目，并重点支持和推动。

市科技局

市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

局、水利局、生

态环境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37 积极推进节水型城市创建，开展城市节水相关基础设施改造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

市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

局、水利局、生

态环境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38 保障生

态流量

加强水利工程调度，督促小水电站规范生态流量泄放，落实《关于印发广西

生态流量保障工作方案及自治区级生态流量保障重点河湖名录（第一批）的

通知》要求，贯彻实施柳江、洛清江生态流量保障实施方案，提升柳江、洛

清江等重点河流生态流量保障水平。

市水利局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四、切实强化水环境风险防控

39
防范水

污染风

险

督促涉水企业事业单位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储备应急物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做好应急准备，防范水污染风险。
市生态环境局 市水利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40
加强医疗污水处理监管，保障重大疫情等医疗废物应急处理能力，完善应急

处置机制。推进全市已排查发现的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污水处理问题整改，

补齐医疗机构污水处理设施短板，提高医疗污水处理能力。

市生态环境局、

卫生健康委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 12—

序

号

主要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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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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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开展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化工园区等重点领域环境风险调查评估，完

成全市重点河流突发水污染事件“一河一策一图”全覆盖。
市生态环境局

市应急局、工业

和信息化局、水

利局、交通运输

局、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42 加强跨省（市）交流与协作，开展跨省（市）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

防联控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

市应急局、水利

局，柳州海事局

等

相关设区市人民政

府
全年

五、着力推进重点流域综合治理攻坚

43

重点支

流水环

境综合

整治

开展石榴河、香兰河、九曲河、王眉河等柳江流域重点支流水环境综合整治，

改善支流水质，确保干流水质稳定达到“十四五”目标。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水利局、住房城

乡建设局、农业

农村局等

鹿寨县、柳江区、

鱼峰区人民政府，

北部生态新区（阳

和工业新区）管委

会

全年

六、加强组织实施

（一）任务分工

44

强化地

方政府

水环境

保护责

任

各县区确定 2023年辖区内流域、区域、行业的重点任务和年度目标。不断

完善政策措施，加大资金投入，统筹城乡水污染治理，强化监管，确保各项

任务全面完成，并将年度计划抄送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

局、财政局、住

房城乡建设局、

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交通运输

局、水利局、农

业农村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市级公

布工作

计划后

20个工

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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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内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

时限

45
加强部

门协调

联动

不定期召开水污染防治工作会议或专题会议，研究解决水环境问题。各相关

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切实做好水污染防治相关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

局、科技局、财

政局、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住房

城乡建设局、交

通运输局、水利

局、农业农村

局、水利局，柳

州海事局等

全年

46

落实排

污单位

主体责

任

督促各类排污单位加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开展自行监测，落实

治污减排、环境风险防范等责任。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47
依法公

开环境

信息

按季度公布水环境状况。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水利局、卫生健

康委等

全年

48
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内水环境质量状况；督促国家及自治区确定的重点排污

单位应依法向社会公开其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

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主动接受监督。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

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49 加强社

会监督

公开曝光环境违法典型案件。健全举报制度，推进环境信访信息公开，支持

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环境保护，支持环境公益诉讼。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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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构建全

民行动

格局

加强宣传教育，树立“节水洁水，人人有责”的行为准则。
市生态环境局、

水利局等

市教育局、住房

城乡建设局、卫

生健康委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二）保障机制

51 组织保

障

加强统一指导、协调和监督，及时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工作进展。将水环境质

量目标完成情况纳入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对工作成效突出的县区和有

关部门予以通报表扬；对工作落实不力、成效差的予以通报批评。

市生态环境局

市委组织部、本

计划中所有牵

头单位

全年

（三）地方管理机制落实

52

建立重

点工作

管理台

帐

建立工业污染防治、城镇生活污染防治、农业农村污染防治、船舶港口污染

防治、水环境风险防控、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水资源节约、重点流域污染防

治、水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台帐，准确、完整记录各项任务及其重点工

程项目的进展情况。

本计划中所有

牵头单位

本计划中所有

配合单位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全年

53

报送水

污染防

治工作

信息

7月 1日前向市生态环境局报送水污染防治半年工作总结，2023年 12月 20
日前报送年度水污染防治工作总结。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

局、科技局、自

然资源和规划

局、住房城乡建

设局、交通运输

局、水利局、农

业农村局等

各县、区人民政府，

柳东新区、北部生

态新区（阳和工业

新区）管委会

2023年
12月 2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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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控断面水质目标表

序号 设区市
考核

城市
所属流域 所在水体名称 断面名称 经度 纬度

2023年水

质目标
备注

1 柳州市 柳州市 柳江支流 贝江 贝江口 109.2992 25.1111 Ⅱ类

2 柳州市 柳州市 柳江支流 融江 大洲 109.4250 25.3470 Ⅱ类

3 柳州市 柳州市 柳江支流 融江 凤山糖厂 109.2601 24.5401 Ⅱ类

4 柳州市 柳州市 柳江支流 石榴河 脚板洲 109.6868 24.4430 Ⅲ类

5 柳州市 柳州市 柳江支流 洛江（中渡河） 旧街村 109.7990 24.6150 Ⅱ类

6 柳州市 柳州市 柳江支流 浪溪河 浪溪江 109.4194 25.2542 Ⅱ类

7 柳州市 柳州市 柳江支流 柳江 露塘 109.3117 24.4567 Ⅱ类

8 柳州市 柳州市 柳江支流 融江 木洞 109.1486 24.8900 Ⅱ类

9 来宾市 柳州市 柳江支流 柳江 象州运江老街 109.7094 24.1743 Ⅱ类

10 柳州市 柳州市 柳江支流 洛清江 渔村 109.6176 24.2734 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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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区控断面水质目标表

序号 设区市 考核城市 责任县（市、区） 所属流域 所在水体名称 断面名称 经度 纬度
2023年
水质目标

备注

1 柳州市 柳州市 融安县 柳江支流 融江 浮石 109.3488 25.1233 Ⅱ类

2 柳州市 柳州市 鹿寨县 柳江支流 洛清江 对亭站 109.6653 24.4352 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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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考核表

序号 城市名称 水源地名称
水源地

使用状态

水源地

类型
经度 纬度 水质考核目标

1 柳州市
柳西水厂（原河西水

厂）
在用 河流 109.39 24.35

达到或好于

III类

2 柳州市 城中水厂 在用 河流 109.40 24.33
达到或好于

III类

3 柳州市 柳东水厂 在用 河流 109.40 24.31
达到或好于

III类

4 柳州市 柳南水厂 在用 河流 109.42 24.32
达到或好于

III类

注：以年终在用市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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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考核表

序号 城市 县（区、市） 水源地名称
水源地使

用状态
经度 纬度 考核类型 水质考核目标

1 柳州市 柳城县
柳城县县城饮

用水水源地
在用 109.23 24.67 区考

达到或好于

Ⅲ类

2 柳州市 鹿寨县

鹿寨县城洛清

江窑上石鼓饮

用水水源地

在用 109.75 24.50 区考
达到或好于

Ⅲ类

3 柳州市 融安县
融安县县城饮

用水水源地
在用 109.40 25.26 区考

达到或好于

Ⅲ类

4 柳州市
融水苗族自治

县

融水县县城饮

用水水源地
在用 109.26 25.08 区考

达到或好于

Ⅲ类

5 柳州市
三江侗族自治

县

寻江饮用水水

源地
在用 109.69 25.77 区考

达到或好于

Ⅲ类

注：以年终在用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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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入河排污口排查重要干支流清单

项目 干流及支流

珠江流域河流 柳江、融江、贝江、浪溪江、洛清江、古宜河（寻江）、龙江、石榴河和中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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