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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水利优质工程评选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升我省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水平，推动新阶

段水利建设高质量发展，根据《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水利部水利

工程建设质量提升三年行动 （2022-2025年）实施方案》等

相关规定，结合我省水利工程建设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河南省水利优质工程（以下简称水利优质工程）

是我省水利建设行业工程质量的最高奖项。每年由河南省水

利厅组织申报、评选一次，每两年颁发一次证书。

第三条 鼓励全省符合条件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开展水

利优质工程创建活动。

第四条 水利优质工程评选坚持自愿申报和公开、公平、

公正的评审原则，按申报、初选、现场复核、评选和奖励等程

序进行。

第二章 评选范围与申报条件

第五条 在河南省境内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水利工

程，原则上以一个批准的初步设计工程为申报项目参加评

选；对大型水利工程也可以合同工程或具有相对独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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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工程进行申报。

第六条 水利优质工程申报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以一个批准的初步设计工程进行申报的，工程投

资不低于 2000万元；以一个合同工程或具有相对独立功能

的单位工程申报的，合同额不低于 1000万元。

（二）申报工程应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三）符合基本建设程序，且工程按照有关行业要求通

过竣工（单位工程、合同工程完工）验收。

（四）工程项目施工质量评定达到优良等级。

（五）工程投入使用运行一年以上，未出现较重及以上

质量问题。

（六）申报主体在水利部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的信息

完整度不低于 90%；申报工程在水利部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

台的信息完整度不低于 95%。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

（一）因质量问题造成工程效益达不到设计要求的。

（二）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或质量事故的。

（三）在建设管理、农民工工资支付、征地拆迁、环境

保护等方面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四）工程参建单位或运行管理单位在本工程建设及运

行管理中存在严重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或被记录不良行为

的。

（五）已申报过水利优质工程未获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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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申 报

第八条 水利优质工程申报原则上以工程项目法人为申

报主体；工程投入运行后，可由运行管理单位作为申报主体。

申报主体也可委托工程建设主要贡献单位（简称主要贡献单

位）申报。

第九条 主要贡献单位由项目法人（或运行管理单位）

确定，主要贡献单位应是与项目法人签订工程合同的独立法

人单位，且承担工程的主体建设任务。联合体参与工程建设

的，由联合体牵头单位申报。

第十条 项目法人和每个主要贡献单位最多可申报三名

主要贡献人。主要贡献人一般是指该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技

术负责人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主要贡献人由单位推荐，

并经工程建设项目法人（或运行管理单位）确认。

第十一条 省管项目由申报主体直接申报；省辖市(含济

源示范区、航空港区，下同）、县（市、区）管理的项目由

省辖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初选后推荐申报。

第十二条 水利优质工程申报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河南省水利优质工程申报表》。

（二）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批复文件扫描件。

（三）项目法人与主要贡献单位签订的合同扫描件。

（四）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等级评定表扫描件。

（五）工程竣工（单位工程、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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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扫描件。

（六）工程建设过程中获得的各种荣誉文件扫描件；

（七）反映工程建设质量情况的多媒体资料。

以上（一）~（六）项申报资料应汇编成册。

第十三条 申报资料应真实、完整，不得弄虚作假。

第四章 评 选

第十四条 省水利厅在接收申报材料时，依据本办法的

申报条件对申报资料进行初选。

第十五条 省水利厅组建评选委员会，委员会由水利行

业工程建设管理方面的专家和相关业务主管部门的人员组

成，设主任委员 1名、副主任委员 2名，专家人数不低于评

委总数的 1/3。评选委员会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第十六条 评选委员会组织专家组对初选合格的项目进

行资料复核和现场核查。现场核查内容：

（一） 实地查看工程。

（二） 听取申报单位情况汇报。

（三） 查阅工程有关原始档案资料。

（四）按《河南省水利优质工程评选要点》和当年印发

的赋分标准赋分。

（五）形成核查报告，提出推荐意见。

第十七条 评选委员会召开评选会议，听取现场核查情

况汇报，审阅核查报告，讨论专家组推荐意见，表决确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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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优质工程名单，获得评选委员会 2/3以上同意票数的工程

方可获奖。

第十八条 水利优质工程评选结果在河南省水利厅网站

公示 5个工作日，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公示无异议后颁布获

奖决定。

第五章 奖 励

第十九条 河南省水利厅对获得水利优质工程的项目颁

发河南省水利优质工程证书。

第二十条 获奖单位可根据具体情况，对主要贡献人给予

奖励。

第二十一条 有关部门（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获奖

单位，在参与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给予适当奖励；在申报中

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

禹）奖、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河南省建设工程“中州杯”（省

优质工程）时优先推荐。

第六章 工作纪律

第二十二条 水利优质工程的评选工作应遵守国家有关

工程建设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规范、规程。

第二十三条 参与推荐和评选的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

推荐和评选程序，严格执行“八项规定”，严禁违反廉洁纪律

和工作纪律；评选委员会委员和专家组实行回避制度。对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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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本办法及有关纪律规定的人员，取消评选工作资格；情节

严重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及有关纪律规定的申报单

位，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警告、直至取消获奖资格。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河南省水利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河南省水

利优质工程评审管理暂行办法》（豫水建〔2012〕61号）自

行废止。

附件：河南省水利优质工程评选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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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河南省水利优质工程评选要点

为保障我省水利优质工程评选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

依据水利工程建设法律法规、规范规程等有关规定和《河南

省水利优质工程评选管理办法》，制定本评选要点。

一、建设规范方面

（一）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实施。

（二）建设管理规范。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

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等；项目法人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活动和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体系健全。

（三）按照行业规定进行竣工（单位工程、合同工程完工）

验收，并妥善处理验收遗留问题和完成尾工。

（四）有创建优质工程规划（方案），创建优质工程配

套措施完备、有效，执行效果良好。

二、设计优秀方面

（五）设计采用新理念，有创新成果。

（六）设计方案合理、先进，设计成果（含专利成果等）

质量优秀，工程设计成果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或嘉奖。

（七）设计变更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八）设计代表现场服务及时、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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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先进方面

（九）结合施工技术难点、特点、重点，制定相应的专

项施工技术方案或措施，并通过审查，落实情况良好。

（十）积极采用“四新技术”，使用效果好。

（十一）施工中积极进行工法创新或推广使用；积极开

展科技创新、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等。

（十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施工合同管理，履行情况

良好。

（十三）施工安全管理体系健全，安全管理到位，安全

措施完备；未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含工伤事

故、设备事故）。

（十四）文明施工有创建计划、实施方案；创建实施方

案和措施合理有效；文明工地创建获得相关部门认可或奖

励。

四、质量优良方面

（十五）质量管理和质量监督体系健全，质量奖惩机

制落实；政府质量监督机构监督到位。

（十六）工程项目划分合理。

（十七）工程施工质量检验评定规范，验收及时，质量

等级经质量监督机构核备。

（十八）工程外观质量现状良好。

（十九）水工建筑物和工程管理设施内外处理（包括细

部处理效果）实用、整洁、美观，与周边环境相融合，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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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良好。

（二十）工程管理范围内景观设计合理，环境优美、整

洁。

（二十一）历次稽察和质量、安全巡查、检查发现的问

题处理及时，效果好。

（二十二）工程质量事故、质量缺陷能及时发现、处理

和备案，处理效果好。

（二十三）水利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执行良好。

（二十四）工程质量获得相关部门的认可或奖励。

五、运行可靠方面

（二十五）工程现状达到设计标准，主要建筑物、配

套设施、金属结构、机电设备、观测、监测监控设施等运行

正常、安全可靠。

（二十六）工程按规定完成注册登记和安全鉴定；工程

管理与保护范围已划定并公告；安全管理责任制落实到位；

防汛组织体系健全，工程安全度汛措施落实。

（二十七）工程巡视检查、监测监控、操作运用和维修

养护等各项管护工作制度健全，执行效果良好；工程隐患排

查、治理及时；严格遵照调度运用规程和方案（计划）运行。

（二十八）运行管理体制顺畅，管理权限明确；机构设

置、人员、资源配置合理，人员经费、工程运行维护经费落

实到位、使用规范；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健全，执行效果良好。

（二十九）工程运行管理现代化程度高，网络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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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完善。

六、效益显著方面

（三十）工程综合效益充分发挥。

（三十一）工程在除涝、防洪减灾等方面的社会效益显

著。

（三十二）工程发电、供水、航运、灌溉等直接经济效

益与间接经济效益显著。

（三十三）工程建成后产生的生态、环境效益显著。

（三十四）工程无其他不良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