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评价

要点

主要

内容
评价指标及赋分标准参考

得

分

最高

分值

小

计

水

利

特

色

鲜

明

（15）

依托水利

工程或河

湖水域的

代表性

景区依托水利工程或河湖水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在防

洪、供水、发电、水土保持、水生态修复等方面支撑经济

社会发展发挥显著作用：国家代表性(10 分)、流域代表性

(8 分)、省域代表性(5 分)

10

依托水利

工程或河

湖水域的

示范性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2分）

5

依托水利工程荣获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1分）

国家一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1分）

国家水情教育基地（1分）

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1分）

全国水利文明单位（1分）

全国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1分）

水利部示范河湖或水利部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典型案例（1 分）

水利部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1分）

水利部水工程与水文化有机融合典型案例（1分）

水利部“最美家乡河”名录（1分）

其他具有水利行业特色的相关示范性荣誉（1分）

生

态

环

境

优

良

（15）

水域水质

根据 GB 3838 要求：

景区主要水域水质达到Ⅰ或Ⅱ类标准（5分）

水质达到Ⅲ类标准（3分）

其他（0分）

5

水土流失

治理率

根据 GB 15773 要求：

景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率 90%以上（2分）

90%-80%（1 分）

80%以下（0分）

2

林草

覆盖率

景区林草面积占宜林宜草面积 90%以上（2分）

90%-80%（1 分）

80%以下（0分）

2

生态景观

风貌

景区水域生态流量得到有效保障（1分）

4
景区水域自然岸线型态、田园风光保护良好（1分）

景区保护的水域面积不减少或增加（1分）

景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景观风貌优美和谐（1分）

生物 景区物种丰富多样、外来物种入侵不明显（1分） 2



多样性 通过改善水生态环境、增殖放流等措施，复现水域生态指

针性物种（1分）

文

化

氛

围

浓

厚

（15）

水文化

水科普

硬件设施

条件

景区依托水利工程外观设计或河湖岸线亲水设施设计注

重文化与审美融合（2分）

8

通过盘活利用现有水利资产，合理布设水文化展示、水科

普教育场馆等相关设施（良好 3分，一般 1分）

结合地域人文特色、因地制宜利用或新建亭台楼榭、场馆、

长廊、雕塑等水文化展示、水科普教育相关设施（良好 3

分，一般 1分）

水文化

水科普

教育活动

挖掘利用水文化资源，开展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制作水

文化传播读物，讲好水故事，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

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节水护水亲水爱水等水文化公益活

动（2分）

7

挖掘利用水科普资源，制作水科普读物或产品，设有科普

解说系统，展示水利科技与成就，利用新技术、新方法，

开展水情、科普教育（2分）

结合流域、地域人文历史和景区特色，创设并开展水文化

主题节庆、赛事等品牌活动（1分）

景区水文化科普研学活动接待批次或人次每年300批次或

1 万人次以上(2 分)、100 至 300 批次或 2000 至 1 万人次

(1.5 分),100 批次或 2000 人次以下(1 分)

发

展

动

力

强

劲

（20）

发展规划

保障

景区建设发展纳入地方“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任

务（1分）
2

景区建设规划与地方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规划有效衔接

（1分）

发展投入

保障

建立政府统筹、多部门融合发展的稳定投入机制或社会资

本参与的良性投入机制（3分）

7

建立景区直接经营收益或带动周边土地增值、产业发展间

接收益反哺景区生态公益的循环投入机制（1分）

景区近三年在水生态修复、水文化传承、水休闲设施等方

面持续投入且年增规模达1.5倍以上(3分)、1.5-1.2倍(2

分),1.2-1 倍(1 分)

发展资源

特色

景区挖掘利用生态、文化、红色等特色资源，创新开发文

创、文旅等产品，形成可持续绿色发展产业（2分）
2

发展政策

支持

纳入地方美丽河湖、幸福河湖、全域旅游、生态文明建设

等总体布局（1分）

4纳入地方河湖长制考核工作体系（1分）

纳入地方生态补偿政策范畴（1分）

纳入地方政府高质量发展相关重点推动项目（1分）

多业态发

展模式

景区探索并形成了“水利+”科普、研学、文旅、体育、

康养、农业等多业态创新发展模式（3分）
3

发展 景区建立了涵盖水利、生态、文旅、经济等多学科的专业 2



专业团队 管理团队（1分）

景区建立了市场运营、品牌推广的专业运营团队（1分）

管

理

安

全

高

效

（15）

职责和范

围明确

景区管理机构主体明确、工作职责清晰、管理制度完备（2

分）

6
建立水利主导、政府统筹、多部门参与的管理运行机制（2

分）

景区边界范围明确，重要节点规范使用“国家水利风景区”

标识并设置永久性标牌或标志物（2分）

运行管理

安全

景区依托水利工程或河湖依法合规划定管理范围，依托工

程运行安全，依托河道行洪顺畅安全；区内关键部位和节

点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2分）

6
景区游览服务设施符合质量管理要求且运行安全，制定了

应急管理预案并定期演练（2分）

景区实施基于水资源等环境承载力的容量控制管理；实施

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服务设施集中区域配备污水处理设

施，处理达标后排放（2分）

服务

绿色智能

景区推行绿色化服务，使用绿色低碳交通工具、节水技术

与产品，实施垃圾分类回收利用（1分）

3
景区推行智能化管理，实现与“水利风景区管理服务平台”

数据共享互通（1分）

实现网上预约订票、扫码入园、智慧泊车、智能导览等基

本智能服务（1分）

综

合

效

益

显

著

（20）

服务国家

重大战略

实施

景区建设发展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

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南

水北调后续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推

动地方高质量发展（4分）

4

改善人居

环境

拉动绿色

发展

景区建设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提升村容村貌

（良好 2分，一般 1分）
4

景区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周边土地增值、拉动地域绿

色产业发展（良好 2分，一般 1分）

提升群众

获得感和

幸福感

景区建有亲水平台、绿道、水岸公园等亲水设施，满足当

地群众合理的亲水需要、成为周边群众身边的休闲游憩场

所、提升了居民生态福利（1分）

4
景区为所在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分）

景区周边居民积极参与河湖保护或景区监督管理，如培育

护水志愿者、民间河长等（1分）



景区对抗洪救灾、军人、医务等工作者或劳模、学生提供

普惠与便利（1分）

知名度

美誉度

品牌宣传推广力度：开设景区官网（1分）

6

在抖音、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开设官方账号，定期发布景

区视频信息（1分）

新闻媒介关注度：国家级媒体（1分）、省级以下其他媒

体（0.5 分）（在表格备注一栏附相关报道链接）

接待游客群体：国际游客目的地（1.5 分）、省际游客目

的地（1分）、当地游客目的地（0.5 分）

旅游服务美誉度：5A级旅游景区（1.5 分）、4A 级旅游景

区（1分）

公众

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高、游客投诉率低、无重大负面舆情（2分） 2

合计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