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休闲渔业品牌培育活动通知

休闲渔业是我国现代渔业五大产业之一，是推进渔业转方式调结

构的重要手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为落实《农业部关于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渔业

转方式调结构的指导意见》《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

—2020 年）》及全国休闲渔业现场会精神，切实推动休闲渔业健康

规范发展，我部决定从 2017 年起开展休闲渔业品牌培育活动。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中央 1 号文件、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全国渔业渔政工作

会议及全国休闲渔业现场会精神，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围绕推进

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引领城乡居民健康生活方式的目标，坚持

“政府引导、市场培育、需求导向、绿色发展”工作思路，坚持提高

产业素质与促进融合发展并重、加强产业服务与强化管理制度并重、

培育行业典型与推动全面发展并重，创新机制措施，完善管理制度，

提升服务能力，全面叫响休闲渔业品牌，着力构建推动休闲渔业规范

健康发展和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二、工作目标

通过组织实施休闲渔业品牌培育的“四个一”工程，全面叫响休

闲渔业品牌，提高品牌影响力，提升产业公共服务和持续发展能力，

建立休闲渔业发展“可测、可看、可控”的产业经营体系，形成“统

筹规划、系统开发、上下联动、点面结合”的休闲渔业品牌发展格局，



努力把休闲渔业打造成为推进渔业提质增效、渔村美丽繁荣、渔民就

业增收及满足城乡居民新型休闲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为健康

中国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三、重点任务

“十三五”期间，我部将继续推进休闲渔业基地建设，同时，着

力组织实施休闲渔业品牌培育的“四个一”工程。

（一）创建认定一批最美渔村。

以弘扬、保护、传承渔文化和推进渔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目

标，集中打造、创建、认定一批“生态环境优美、休闲特色鲜明、渔

业文化浓郁、渔村风情独特”的国家级最美渔村，推动渔业新业态健

康发展。

（二）创建认定一批全国精品休闲渔业示范基地（休闲渔业主题

公园）。

以扩增旅游消费、推广健康生活方式为目标，重点在省级以上休

闲渔业示范场所基础上，进一步将传统渔业与现代休闲、旅游、教育、

科普等元素相融合，集中打造、创建、认定一批全国精品休闲渔业示

范基地（休闲渔业主题公园）。

（三）创建认定一批有影响力的赛事节庆活动。

以弘扬传承休闲渔业文化、传播社会正能量为主题，集中打造、

创建、认定一批渔业产业特色鲜明、地域文化浓厚、引导示范效益显

著的国家级示范性渔业文化节庆（会展）活动；以发展城乡居民健康

生活方式为主题，突出渔业休闲、娱乐、怡情、健身等多元功能，集



中打造、创建、认定一批专业性强、活动内容丰富、影响力大的休闲

渔业赛事活动，持续提高活动影响力，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四）培育一批休闲渔业带头人和管理人才。

在从事休闲渔业管理、生产、研发及推广、产业发展研究等相关

活动的人员中，通过集中理论培训、现场实操、专家指导等一系列能

力提升活动，培育、提升一批管理有创新、经营有办法、引导有方法、

发展有成效的休闲渔业带头人和管理人才，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供人才支撑。

各品牌创建认定条件、申报表、评分表详见附件 1—5。

四、数量和程序

（一）本年度创建认定数量

各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各

省级单位）：（1）最美渔村、全国精品休闲渔业示范基地（休闲渔

业主题公园）、示范性休闲渔业文化节庆（会展）、有影响力的休闲

渔业赛事单项创建数量不多于 5个，全国认定数量单项不多于 50个；

（2）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各省级单位创建数量不多于 10个，全国

认定数量不多于 150 个；（3）培育休闲渔业带头人和管理人才 300

人。

（二）创建申报程序

最美渔村、全国精品休闲渔业示范基地（休闲渔业主题公园）、

示范性渔业文化节庆（会展）、有影响力的休闲渔业赛事、全国休闲

渔业示范基地由符合条件的单位自行创建并自愿申报，完整填写相关



申报表格，经县级渔业主管部门材料审查、市级渔业主管部门复核后

报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审核。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应按照创建认定条件和

评分表对各地申报材料严格审核和初评，经择优、按申报单位不少于

30%的比例现场检查后，按规定数量报我部。申报材料应包括申报单

位宣传片或者包含单位环境总体概况、举办活动情况的微视频，并附

相关荣誉证书、资质证明文件。

相关申报材料电子版请于 9 月 15 日前报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最

美渔村、全国精品休闲渔业示范基地（休闲渔业主题公园）申报纸质

材料及电子版同期报送至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以

下简称总站学会）。示范性渔业文化节庆（会展）、有影响力的休闲

渔业赛事、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申报材料同期报送至休闲垂钓协

会。

（三）认定与管理

我部委托总站学会和休闲垂钓协会组织休闲渔业专家对各地上报

材料进行综合审核和随机现场核查，形成各品牌典型单位初选名单。

最美渔村、全国精品休闲渔业示范基地（休闲渔业主题公园）、示范

性渔业文化节庆（会展）、有影响力的休闲渔业赛事在相关媒体进行

网络投票并计算综合成绩后，对最终名单在中国渔业政务网上进行 5

个工作日的公示。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由休闲垂钓协会根据专家评

审结果直接认定。认定结果由我部发文确认。对获得相关品牌认定的

单位，应按要求向我部报送相关数据和材料。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省（区、市）渔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休闲渔业品牌培育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和审核把关，创新机制、规范程序、严格过程，真正培

育出一批管理过得硬、产品有保证、带动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休闲

渔业发展典型，形成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带动全国休闲

渔业发展。同时，各地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开展本辖区的休闲渔

业品牌培育活动，推动休闲渔业健康发展。

（二）加强政策扶持。

各地要进一步优化渔业要素投入结构，统筹安排资金项目，大力

支持休闲渔业发展，提高渔业全要素生产率。要将休闲渔业品牌发展

典型的基础设施改造和能力提升纳入渔业规划和支持范围。要用好现

有的渔业产业扶持政策，在具备条件的海洋牧场、渔港建设和维护整

治、增殖放流、养殖标准化设施改造等项目建设中，统筹考虑休闲渔

业设施建设和政策扶持。同时，要加大协调力度，主动加强与地方政

府以及旅游、交通、体育、扶贫、金融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帮助休闲

渔业品牌创建单位落实农业优惠用水、用电、用地、融资政策，提升

休闲渔业发展保障水平。

（三）加大宣传推介。

我部将加强与国务院相关部门和媒体的协作，构筑休闲渔业专家

服务和推介平台，加大休闲渔业品牌和发展典型的宣传推介力度。同

时，委托总站学会、山东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

总站开展休闲渔业带头人和管理人才能力提升活动。各省级渔业主管



部门要发挥自身优势和社会中介组织作用，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积极

应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创新工作方式，完善工作机制，加强休闲

渔业品牌和发展典型宣传，切实提高品牌权威性和影响力，营造推动

休闲渔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四）加强动态监管。

我部委托总站学会建立全国休闲渔业品牌发展典型数据库。总站

学会和休闲垂钓协会分别负责做好相关休闲渔业领域品牌培育和发

展典型的动态管理工作。各地要加大对区域内休闲渔业品牌培育和发

展典型的监督指导，加强动态管理。对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严重危

害消费者或者员工利益、引发重大安全生产或者食品安全事件，或者

带动作用不明显、发展效果不显著、管理混乱无序、工作推进缓慢且

责令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创建单位，要及时上报我部取消资格。

联系人及方式：

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郭云峰、王莎，电话：（010）59192995

（兼传真），邮箱地址：yuqingchu＠agri.gov.cn

总站学会朱泽闻、李苗，电话：（010）59195484、59195486，邮

箱地址：zzcyfzc＠126.com，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2

号楼 103 室总站学会产业发展处

休闲垂钓协会王昊、边敏，电话：（010）59199622（兼传真）、

59199623，邮箱地址：craamoa＠163.com，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东三环南路 96号农丰大厦 206 室休闲垂钓协会

附件：1.最美渔村创建认定条件、申报表及评分表



2.全国精品休闲渔业示范基地（休闲渔业主题公园）创建认定条

件、申报表及评分表

3.示范性渔业文化节庆（会展）创建认定条件、申报表及评分表

4.有影响力的休闲渔业赛事创建认定条件、申报表及评分表

5.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创建认定条件（2017）、申报表及评分

表

农业部办公厅

2017 年 8 月 2日



附件 1

最美渔村创建认定条件、申报表及评分表

最美渔村创建认定条件

集中打造、创建、认定一批“生态环境优美、休闲特色

鲜明、渔业文化浓郁、渔村风情独特”的最美渔村，弘扬、

保护、传承渔文化，推进渔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一、申报主体

符合相关条件的行政村或建制镇，由申报主体所在的乡

镇人民政府或县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负责申报。

二、申报条件

（一）渔业生产美

1.渔业产业。区域内渔业相关年产值东部地区 1000 万

元以上、中部地区 800万元以上、西部地区 500万元以上。

居民来自渔业的收入占总收入的 30%以上。区域内原则上须

有省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认定的休闲渔业活动场所。

2.渔业设施。拥有或者邻近能展现渔业生产风貌的基础

设施，如渔港、健康养殖示范场、水产原良种场、海洋牧场、

水产品加工企业、渔业风情街道以及传统渔具等。

3.渔业产品。区域内渔业产品比较丰富，具有形式多样

的涉渔手工制品、加工品、工艺品等。养殖水产品生产方式

清洁、质量安全。拥有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或农产品地理

标志认证者同等条件下优先。



4.渔业资源。靠近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海域、江河湖泊、

溪流或山塘水库，自然岸线保持自然或已修复。或者拥有集

中连片、环境优美的渔业养殖基地。

（二）渔业文化美

1.文化资源。拥有保存相对完整的渔文化街区和建筑、

丰富多彩的渔文化遗产和历史悠久的渔文化产品。已入选各

级文化遗产名录者同等条件下优先。

2.文化特色。拥有特色鲜明的传统渔文化习俗，包括特

色渔业饮食文化、生产生活习俗、特色渔业节庆、特色渔业

手工业品等。具有 1项以上的渔业主题节庆活动或赛事，可

提供 3个以上具有渔家风味的特色菜品。

3.文化保护。开展了传统渔业作业方式、渔村生活习俗、

渔船渔具、渔灯渔鼓、渔歌渔曲（号子）、传统渔业手工艺

品等渔业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保护和展示工作。保护传承

机制健全、措施完善、效果良好。建有各类渔文化保护设施

同等条件下优先。

4.文化传承。拥有具备丰富渔业知识或者掌握渔业传统

技艺的渔业文化传承人，有进行渔业知识传授或技艺传承展

示的场所和实践活动。

（三）渔业生态美

1.水体质量。水域功能区划明确，水体洁净。地表水水

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以上标



准；海水水质达到《海水水质》（GB3097-1997）第二类以上

标准；批准规划的渔业水域达到《渔业水质标准》

（GB11607-89）。

2.生态环境。空气质量良好，无噪声污染。环境空气质

量可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类区要求；

声环境质量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类声

环境功能区以上要求。

3.生态保护。区域内保持优美生态自然环境，有渔业资

源养护措施。近三年区域内未发生重大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

事件。

（四）渔民生活美

1.乡风民俗。乡风淳朴，文明和谐。拥有并实施村规民

约，沉淀有独具特色的渔家风俗习尚，有开展祭典、庙会、

戏剧、民谣、舞蹈、民俗技艺等民俗文化活动传统，居民具

有健康、文明、生态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2.村容景致。拥有特色鲜明、保护良好的渔村建筑人居，

传统建筑得到有效保护，传统村落格局和历史风貌得到完整

保持和延续。村庄景观设计与周边环境自然和谐，现代建筑

与传统建筑风格统一。

3.渔乡风情。景色优美、环境宜人。特色街巷、环境小

品、建筑立面等体现浓郁渔乡风情。

（五）渔村和谐美



1.发展规划。符合当地渔业、旅游发展规划，有明确的

发展定位。休闲产品设计特色鲜明，能充分反映和传播当地

渔文化。

2.乡村管理。建立安全巡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环

境卫生、质量承诺等规章制度并有效实施，自律服务组织和

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监督。社会治安良好，近三年内未发生

重大质量、卫生、安全、治安事故。

3.休闲配套。渔村内交通、游览、安全、卫生、旅游购

物、经营管理、资源和环境保护符合《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

划分与评定》（GB/T17775-2003）A级以上旅游景区要求。

住宿接待能力达到《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14308-2010）二星级以上，餐饮、住宿接待设施达到

《农家乐经营服务规范》（SB/T10421-2007）二星级以上相

关指标要求。

4.共享机制。具有相对公平合理的经济收益分配机制，

有效保障多数村民成为本村休闲渔业发展的受益者，休闲渔

业产业直接受益村民占村民总人口 20%以上，间接受益人口

占 40%以上。



最美渔村创建申报表

基本

信息

村镇名称

所在地址

申报单位

联 系 人 姓名： 职务： 手机：

通讯地址 省 市 县（区）

主要荣誉及

获得证书

基

本

情

况

（主要包括基本概况、渔业产业和文化特色，以及推进休闲

渔业及产业融合发展的成效、做法、经验等，不超过 1000 字）



基

本

情

况

县级渔业部门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渔业部门复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渔业部门现场检查（如有）和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最美渔村创建认定评分表

申报单位（公章）： 渔村名称：

评价

体系

二级

指标
评价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渔业生

产美

25 分

渔业

产业*

具有一定规模的渔业相关产值 5
区域内渔业相关年产值东部地区 1000 万元以上、中部

地区 800 万元以上、西部地区 500 万元以上（5分）

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增收作用 3 居民来自渔业的收入占总收入的 30%以上（3分）

具有较好的工作基础 5
有省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认定的休闲渔业活动场所（5

分）

渔业

设施
具有能展现渔业生产风貌基础设施 5

拥有或者邻近有渔港、健康养殖示范场、水产原良种场、

海洋牧场、水产品加工企业、渔业风情街道以及传统渔

具（5分）

渔业

产品
区域内渔业产品比较丰富、安全 3

有涉渔手工制品、加工品、工艺品等（得 2分）；养殖

水产品生产方式清洁、质量安全（得 1分）

渔业

资源

区域内渔业水域岸线资源丰富 2
靠近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海域、江河湖泊、溪流或山塘

水库，自然岸线保持自然或已修复（2分）

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 2 拥有或临近集中连片、环境优美的渔业养殖基地（2分）



渔业文

化美

19 分

文化

资源
区域内渔业文化资源较为丰富 4

有保存完整的渔文化街区和建筑（得 2分）；有丰富多

彩的渔文化遗产或产品（得 2分）

文化

特色
拥有特色鲜明的传统渔文化习俗 7

有 3个以上特色菜品（得 2分）；具有 1项以上的渔业

传统节庆活动或赛事（得 4分）；拥有特色生产生活习

俗（得 1分）

文化

保护

开展了渔业传统文化挖掘整理、保护和展示

工作
4

具有明确保护工作措施（得 2分）；文化汇编成册成书

（得 1分）；建设了相应文化博物馆（得 1分）

文化

传承
渔业文化具有较好的传承性 4

有各类传统文化或技艺传承人（得 1分）；有传承展示

的场所（得 1分）；年度举办相关活动 2次以上或参加

人数 100 人以上（得 2分）

渔业生

态美

16 分

水体

质量*

水体质量良好 3

地表水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Ⅲ 类 以 上 标 准 ； 海 水 水 质 达 到 《 海 水 水 质 》

（GB3097-1997）第二类以上标准（3分）

水质达到渔业水质标准 3
批 准 规 划 的 渔 业 水 域 达 到 《 渔 业 水 质 标 准 》

（GB11607-89）（3分）

生态

环境*

区域内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3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可 达 到 《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

（GB3095-2012）一类区要求（3分）

区域内无噪声污染 2
声环境质量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声环境功能区以上要求（2分）

生态

保护

有完善的生态保育措施 2 有生态保育措施（2分）

有完善的渔业资源养护措施 3 有渔业资源养护措施（3分）



渔民生

活美

13 分

乡风

民俗

乡风淳朴、文明和谐 4
拥有并实施村规民约（得 2分）；居民具有健康、文明、

生态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得 2分）

有独具特色的渔家风俗习尚 3

有开展民俗文化活动传统（得 1分），活动县域内具有

一定影响力和认知度（得 1分），活动在本省具有一定

影响力和认知度（得 1分）

村容

景致
拥有特色鲜明、保护良好的渔村建设人居 4

传统建筑、村落格局和历史风貌得到保护和延续（得 2

分）；村庄景观设计与周边环境较为和谐，现代建筑与

传统建筑风格统一（得 2分）

渔乡

风情
渔乡风情浓郁 2

相关特色街巷、环境小品、建筑立面等体现浓郁渔乡风

情（2分）

渔村和

谐美

27 分

发展

规划

有明确发展定位或规划 4

符合当地渔业、旅游发展规划，有明确的发展定位（得

2分）；制定了渔业特色鲜明、可操作性强的发展计划

或规划（得 2分）

休闲产品设计特色鲜明 3
具有不少于 3项能体现渔业特色的休闲产品，休闲产品

设计特色鲜明，能充分反映和传播当地渔文化（3分）

乡村

管理
村集体能有效监督自律 4

建立安全巡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质量

承诺等规章制度并有效实施，自律服务组织和村集体经

济组织开展监督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并有效执行（4分）

休闲

配套*

休闲配套达到旅游景区相关要求 6

区域内交通、游览、安全、卫生、旅游购物、经营管理、

资源和环境保护符合《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

定》（GB/T17775-2003）A 级旅游景区要求（6分）

餐饮住宿接待设施配套达到相关要求 5

住宿接待能力达到《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14308-2010）二星级以上（得 2分）；餐饮、住

宿设施达到《农家乐经营服务规范》（SB/T10421-2007）

二星级以上相关指标要求（得 3分）



共享

机制
具有相对公平合理共享机制 5

20%以上的村民从本村休闲渔业发展中直接受益，40%以

上间接受益（得 3分）；具有相对公平合理的经济收益

分配机制（得 2分）

基础分合计 100

加分项*

获得省部级以上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水产

原良种场、海洋牧场示范区等有关渔业示范

园区（基地）荣誉授牌

2 获得授牌（2分）

拥有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或农产品地理标

志认证
2 获得认证（2分）

相关文化资源已入选各级文化遗产名录 4 入选名录（4分）

建有各类渔文化保护设施 2 达到标准（2分）

获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证书 2－6

取得 AA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证书（2分）；取得 AAA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证书（4 分）；取得 AAAAA 级旅游

景区质量等级证书（6分）

获得国家水利风景区称号 2 获得称号（2分）

扣分项

负面报道 有负面报道并核查属实的，每次扣 10 分

弄虚作假行为 评选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次扣 20 分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重大生态破坏或环境污

染事件；重大质量、卫生、安全、治安事故

经有关部门查处申报主体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造

成恶劣影响的；近三年区域内发生重大生态破坏或环境

污染事件；近三年内发生重大质量、卫生、安全、治安

事故，实行一票否决，总体评分为 0分

注：考核二级指标中带*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附件 2

全国精品休闲渔业示范基地（休闲渔业主题公园）创

建认定条件、申报表及评分表

全国精品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休闲渔业主题公园）创建认定条件

以增加渔民收入、宣传健康生活方式为目标，集中打造、

创建、认定一批集渔事体验、科普教育、休闲垂钓、渔趣休

闲、文娱购物、美食观光为一体的全国精品休闲渔业示范基

地（休闲渔业主题公园）。

一、申报主体

由申报主体所在的政府、事业、合作社、企业等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单位，或相关单位联合申报。

二、申报条件

（一）渔业特色

1.具有渔业产业基础，基地（园区）内渔业相关产值占

基地（园区）经济总产值或营业额的 20%以上。基地（园区）

具备一定规模，集中连片，布局合理。占地 500 亩以上，其

中用于休闲渔业活动区域不少于 300 亩以上。水产健康养殖

示范场、水产原良种场、海洋牧场示范区等渔业示范园区（基

地）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2.渔业生产设施、生产活动能很好地融入基地（园区），



体现出产业融合和景观特色。具有渔业生产体验和科普教育

场所。服务场所能一次性容纳 300 人以上。

3.渔业资源禀赋优良，靠近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海域、

江河湖泊、溪流或山塘水库，自然岸线保持自然或已修复。

或者拥有集中连片、环境优美的渔业养殖基地。

4.渔文化元素突出，能有机地与地方特色文化和传统文

化相结合。有渔文化展示场所，展示内容健康、丰富，具有

特色主题和示范性。

5.基地（园区）内有省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认定的休闲

渔业活动场所。休闲渔业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积极向

上、雅俗共赏。有 3 个以上的休闲渔业主题项目或观光活动

景点，每年至少举办 1 次、300 人次以上参加的休闲渔业主

题活动。年接待游客人数不低于 10000 人次。

（二）生态环境

1.水功能区划明确，水体洁净。地表水水质达到《地表

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以上标准；海水水

质达到《海水水质》（GB3097-1997）二类以上标准；批准

规划的渔业水域达到《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要求。

2.空气质量良好，无噪声污染。环境空气质量可达到《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类区要求；声环境质

量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声环境功能

区以上要求。



3.基地（园区）规划的水产品生产区域产地环境条件达

到无公害农产品产地标准要求。拥有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或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者同等条件下优先。

（三）休闲配套

1.基地（园区）选址符合城乡规划和海洋功能规划，具

有合法的土地（水域、滩涂等）使用权证明。

2.基地（园区）内交通、游览、安全、卫生、旅游购物、

经营管理、资源和环境保护符合《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

与评定》（GB/T 17775-2003）AA 级以上旅游景区要求，并

取得相应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证书。

3.基地（园区）具备一定餐饮、住宿接待能力，周边 3

千米内，具有达到《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14308-2010）三星级以上要求或《农家乐经营服务规

范》（SB/T10421-2007）二星级以上相关要求的接待场所。

（四）综合效益

1.市场吸引力和经济效益较好。在周边地区形成具有一

定知名度的休闲渔业品牌，能够融入当地全域旅游圈或纳入

当地旅游线路。东部地区年营业额 800 万元以上，中部地区

年营业额在 500 万元以上，西部地区年营业额 300 万元以上。

2.社会效益显著。提供劳动就业岗位 50 个以上，辐射

带动周边农（渔）户开展休闲渔业相关经营。

3.生态效益明显。基地（园区）建设和运营能与当地生



态环境和渔业资源保护协调发展，近三年区域内未发生重大

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事件。



全国精品休闲渔业示范基地（休闲渔业主题公园）创建申报表

基本

信息

基地（公园）

名 称

基地（公园）

地 址

申报单位

联 系 人 姓名： 职务： 手机：

通讯地址 省 市 县（区）

主要荣誉及

获得证书

基

本

情

况

（主要包括基本概况、产业特色，以及推进休闲渔业及产

业融合发展的成效、做法、经验等，不超过 1000 字）



基

本

情

况

县级渔业部门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渔业部门复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渔业部门现场检查（如有）和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全国精品休闲渔业示范基地（休闲渔业主题公园）创建认定评分表

申报单位（公章）： 基地（公园）名称：

评价

体系

二级

指标
评价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渔业

特色

35

分

产业

基础

具有一定渔业产业基础 4
基地（园区）内渔业相关产值占基地（园区）经济

总产值或营业额的 20%以上（4分）

基地（园区）具备一定规模，集中连片，布局合

理
5

占地 500 亩以上，其中用于休闲渔业活动区域不少

于 300 亩以上（5分）

产业

融合

渔业生产设施、生产活动融入基地（园区） 4
有休闲旅游与渔业产业融合的措施与机制，并取得

成效（4分）

具有渔业生产体验和科普教育场所和服务设施 4
有体验和教育场所，能容纳 300 人以上（3分）；

能容纳 500 人以上（4分）

资源

禀赋
拥有较好地自然资源 2

靠近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海域、江河湖泊、溪流或

山塘水库，自然岸线保持自然或已修复或者拥有集

中连片、环境优美的渔业养殖基地（2分）

渔文

化

能有机地与地方特色文化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2
能实现渔文化元素与地方特色文化和传统文化有

机结合融合展示（2分）

有渔文化展示场所 4
有渔文化展示和体验场所，特色鲜明，内容丰富且

有独特创意（4分）



休闲

渔业

活动

休闲渔业活动内容丰富 5

有 3 个以上的休闲渔业主题项目或观光活动景点

（4分）；有 5个以上的休闲渔业主题项目或观光

活动景点（5分）；

休闲渔业活动参与度高 5

每年至少举办 1次、300 以上人次参加的休闲渔业

主题活动；年接待游客人数10000人次以上（3分）；

年接待游客人数 30000 人次以上（5分）

生态

环境

20

分

水体

质量*

水体质量良好 4

地表水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以上标准（内陆休闲渔业公

园适用），海水水质达到《海水水质》（GB3097-1997）

第二类以上标准（4分）

水质达到渔业水质标准 4
批准规划的渔业水域达到《渔业水质标准》

（GB11607-89）（4分）

空气

和声

环境

质量*

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4
可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一

类区要求（4分）

声环境质量良好 4
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1 类声

环境功能区以上要求（4分）

产品

质量
产品质量安全 4

基地（园区）规划的水产品生产区域产地环境条件

达到无公害农产品产地标准要求（4分）



休闲

配套

20

分

发展

规划*
规划合理及相关产权清晰 4

基地（园区）选址符合城乡规划和海洋功能规划，

具有合法的土地（水域、滩涂等）使用权证明（4

分）

景区

质量*
休闲配套达到相关旅游景区要求 8

基地（园区）内交通、游览、安全、卫生、旅游购

物、经营管理、资源和环境保护符合《旅游景区质

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7775-2003）AA 级

以上旅游景区要求（8分）

接待

能力
餐饮住宿接待设施配套达到相关要求 8

周边 3千米内，具有达到《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

评定》（GB/T14308-2010）三星级以上要求或《农

家乐经营服务规范》（SB/T10421-2007）二星级以

上相关要求的接待场所（8分）

综合

效益

25

分

经济

效益

形成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休闲渔业品牌 5
在本市有一定知名度（3分）；在省内有一定知名

度（4分）；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5分）

能够融入当地全域旅游圈或纳入当地旅游线路 4 达到要求（4分）

经营效益较好 5

东部地区年营业额 800 万元以上，中部地区年营业

额在 500 万元以上，西部地区年营业额 300 万元以

上（4分）

社会

效益

提供劳动就业岗位 4 提供就业岗位 50 个（4分）

辐射带动周边农（渔）户开展休闲渔业相关经营 4 辐射带动 30 户（4分）

生态

效益

基地（园区）建设和运营能与当地生态环境与渔

业资源保护协调发展
3

有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的机制和措施，基

地（园区）运营后为当地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保护

带来了正面影响（3分）



基础分合计 100

加分项*

获得省部级以上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水产原良

种场、海洋牧场示范区等有关渔业示范园区（基

地）荣誉授牌

2 获得相关授牌（2分）

拥有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或农产品地理标志认

证
2 获得相关认证（2分）

获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证书 2－6

取得 AA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证书（2分）；取得

AAA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证书（4分）；取得 AAAA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证书（6分）

获得国家水利风景区称号 2 获得称号（2分）

扣分项

负面报道 有负面报道并核查属实的，每次扣 10 分

弄虚作假行为 评选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次扣 20 分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重大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事

件

经有关部门查处申报主体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并造成恶劣影响的；近三年区域内发生重大生态破

坏或环境污染事件的，实行一票否决，总体评分为

0分

注：考核二级指标中带*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附件 3

示范性渔业文化节庆（会展）创建认定条件、

申报表及评分表

示范性渔业文化节庆（会展）创建认定条件

以弘扬传承休闲渔业文化、传播社会正能量为主题，集

中打造、创建、认定一批渔业民俗文化类、艺术观赏类、产

品会展类、综合类文化节庆（会展）活动。

一、申报主体

应由主办活动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成

部门、事业单位，或具有合法资质、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

社团或企业申报。

二、申报条件

（一）活动规模

在沿海举办的文化节庆活动参与人数 3000 人以上，在

内陆举办的文化节庆活动参与人数 1000 人以上；举办的各

类会展活动应全国招展，参展面积应 10000 平方米以上（或

1000 标准展位以上）。

（二）渔业特色

具有鲜明的渔业特色，渔文化元素突出，活动依托渔业

生产、渔民生活、渔村风貌等渔业资源组织开展，具有传承

和弘扬渔业文化、推动渔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和促进农（渔）



民增收的功能。

（三）品牌知名度

连续举办 3 年或 3 届以上，有相对固定的举办时间和活

动场所。在国内或国际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四）规范管理

有健全的管理机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完善的管理制度，

特别是制定并全面落实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度。近三年未发

生重大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和环境污染等事故。

（五）社会功能

节庆活动要有明确的主题，活动内容丰富多彩，体现社

会正能量；会展活动要体现渔业特点，能够起到促进渔业和

相关产业发展的作用。活动具有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能

够促进社会和谐和当地渔业经济发展。



示范性渔业文化节庆（会展）申报表

基本

信息

活动名称

申报单位

单位性质 政府 □ 企业 □ 社团 □（在方框内打√）

负责人 职务 电 话

联系人 职务 电 话

通讯地址 邮 编

类型
民俗文化类□ 产品会展类□

艺术观赏类□ 综合类□ （在方框内打√）

举办地点 时 间

举办届数 参加人数

基

本

情

况

（主要包括活动主题、内容、特色等基本概况，以及活

动做法、成效、经验等，不超过 1000 字）



基

本

情

况

县级渔业部门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渔业部门复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渔业部门现场检查（如有）和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示范性渔业文化节庆（会展）认定评分表

申报单位（公章）： 活动名称：

评价指标 评价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活动规模 30 分 具备一定的活动规模 30

在沿海举办的文化节庆活动参与人数 3000 人以上，在

内陆举办的文化节庆活动参与人数 1000 人以上，举办

的各类会展活动应全国招展，参展面积应 10000 平方米

以上（或 1000 标准展位以上）（20 分）；在沿海举办

的文化节庆活动参与人数 5000 人以上，在内陆举办的

文化节庆活动参与人数 2000 人以上，举办的各类会展

活动应全国招展，参展面积应 15000 平方米以上（或

1500 标准展位以上）（30 分）

渔业特色 15 分

各类活动具有鲜明的渔业产业

特色，能够很好地促进渔业一、

二、三产业的发展与融合

15
渔业主题明确，体现渔业产业特色，活动内容或相关产

品涵盖渔业一、二、三产业（15 分）

品牌知名度 35 分

定期举办渔业文化节庆（会展）

活动
10

连续举办 3年或 3届以上（8分）；连续举办 5年或 5

届以上（10 分）

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地点与场所 10

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地点与场所（7分）；活动地点与场

所连续 3年在同一地点（9分）；活动地点与场所连续

5年及以上在同一地点（10 分）

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大的社会影

响力
15

在省内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10 分）；在国内有较

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12 分）；在国际上有较高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15 分）



规范管理 10 分
管理经营规范 6

有健全的管理机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完善的管理制度，

经营规范（6分）

应急预案制度完善 4 制定并全面落实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度（4分）

社会功能 10 分 主题特点鲜明，社会效益良好 10
活动主题明确，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体现

社会正能量，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10 分）

扣分项

负面报道 有负面报道并核查属实的，每次扣 10 分

弄虚作假行为 认定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次扣 20 分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重大食品

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和

环境污染等事故

经有关部门查处申报主体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造

成恶劣影响的；近三年内发生重大食品安全、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和环境污染等事故，实行一票否决，总体评分

为 0分



附件 4

有影响力的休闲渔业赛事创建认定条件、

申报表及评分表

有影响力的休闲渔业赛事创建认定条件

以发展城乡居民健康生活方式为目的，突出渔业休闲、

娱乐、怡情、健身等多元功能，集中打造、创建、认定一批

休闲垂钓、观赏水族类比赛及其它休闲渔业相关的比赛。

一、申报主体

应由主办赛事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其组成部门，或具

有合法资质、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社团或企业申报。

二、申报条件

（一）赛事规模

1.休闲垂钓类比赛要求：海水垂钓比赛和仿生饵钓比赛

参赛队数 30 个以上或参赛人数 150 人以上，淡水垂钓比赛

参赛队数 50 个以上或参赛人数 300 人以上，或经休闲垂钓

协会认可的精英赛、大师赛等赛事。

2.观赏水族类比赛要求：观赏水族类比赛单项赛事参赛

鱼只数量 500 条（尾、只、箱）以上，综合赛事参赛鱼只数

量 1000 条（尾、只、箱）以上。

（二）品牌知名度

休闲垂钓类比赛在省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认定的休闲



渔业场所，观赏水族类比赛应在便于民众参观的场所；举办

时间相对固定。赛事举办 3 年（届）以上，有较大的社会影

响力，在国内或国际上有较高的知名度，赛事内容丰富多彩。

（三）管理规范

有健全的管理机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完善的管理制度

和规定。赛事组织规范，有高水平的裁判人员和评判标准，

活动能够体现“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四）安全保障

制定并落实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度，具有相应的安全保

障措施及相关设施设备。近三年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生产

安全及重大治安事故。

（五）环境保护

使用符合相关标准、正规厂家生产，并对渔业水域环境

无污染或其他毒副作用的器具和材料。在江河湖海等公共水

域或其毗连水域举办的赛事应具有完善的水域环境保护措

施。近三年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有影响力的休闲渔业赛事申报表

基本

信息

赛事名称

申报单位

单位性质 政府 □ 企业 □ 社团□ （在方框内打√）

负责人 职务 电 话

联系人 职务 电 话

通讯地址 邮 编

类 型
休闲垂钓类□ 观赏水族类□ 其他类□

（在方框内打√）

举办地点 时 间

举办届数 参加人数

基

本

情

况

（主要包括赛事主题、内容、特色等基本概况，以及赛事

的成效、经验等，不超过 1000 字）



基

本

情

况

县级渔业部门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渔业部门复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渔业部门现场检查（如有）和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有影响力的休闲渔业赛事认定评分表

申报单位（公章）： 赛事名称：

评价指标 评价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赛事规模 30 分 达到一定的赛事规模 30

海水垂钓比赛和仿生饵钓比赛参赛队数 30 个

以上或参赛人数 150 人以上，淡水垂钓比赛参

赛队数 50 个以上或参赛人数 300 人以上。观

赏水族类比赛单项赛事参赛鱼只数量 500 条

（尾、只、箱）以上，综合赛事参赛鱼只数量

1000 条（尾、只、箱）以上（20 分）；海水

垂钓比赛和仿生饵钓比赛参赛队数 40 个以上

或参赛人数 200 人以上，淡水垂钓比赛参赛队

数 60 个以上或参赛人数 350 人以上，或经休

闲垂钓协会认可的精英赛、大师赛等赛事。观

赏水族类比赛单项赛事参赛鱼只数量 800 条

（尾、只、箱）以上，综合赛事参赛鱼只数量

1500 条（尾、只、箱）以上（30 分）

品牌知名度 30 分

赛事场所符合相关要求 9

休闲垂钓类比赛在省级渔业主管部门认定的

休闲渔业场所，观赏水族类比赛应在便于民众

参观的场所（7分）；在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

地（9分）

定期举办赛事 9
连续举办 3年或 3届以上（7分）；连续举办

5年或 5届以上（9分）



社会知名度较高 12

在省内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8分）；在

国内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10 分）；在

国际上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12 分）

管理规范 9分
管理制度完善 4 有明确的制度和章程，完善、可行（4分）

赛事组织规范 5 有高水平的裁判人员和评判标准（5分）

安全保障 16 分
安全措施和设施完善 6

具有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及相关设施设备（6

分）

应急预案制度完善 10 制定并落实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度（10 分）

环境保护 15 分
赛事器具和材料环保 10

使用符合相关标准、正规厂家生产的器具和材

料（5分），对渔业水域环境无污染或其他毒

副作用（5分）

水域环境保护 5 具有完善的水域环境保护措施（5分）

扣分项

负面报道 有负面报道并核查属实的，每次扣 10 分

弄虚作假行为 认定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次扣 20 分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重大食品

安全、生产安全及重大治安事

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经有关部门查处申报主体存在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并造成恶劣影响的；近三年内发生重大食

品安全、生产安全及重大治安事故；近三年内

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实行一票否决，总体

评分为 0分



附件 5

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创建认定条件（2017）、

申报表及评分表

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创建认定条件（2017）

突出休闲娱乐主题，促进传统渔业场所进行生态化、休

闲化、景观化改造，形成集运动垂钓、观光体验、科普教育、

美食品鉴、水族观赏、文化传承等为一体的休闲渔业发展示

范基地。

一、申报主体

应由建设运营休闲渔业基地的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能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

合作组织申报。

二、申报条件

（一）规模优势

连续运营 2 年以上。东、中、西部地区年营业额分别达

到 500 万元、300 万、100 万元以上。基地面积 200 亩以上

（单一项目不小于 50 亩），水面面积不少于基地总面积的

1/3。年接待游客 5000 人次以上。服务设施能一次性容纳 200

人以上参与休闲渔业活动。

（二）环境美观

基地内绿化美观、功能区划分明确。各类建筑采用绿色



环保材料建设，能融入当地文化与渔业特色。地表水水质达

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以上标准；

海水水质达到《海水水质》（GB3097-1997）第二类以上标

准；批准规划的渔业水域达到《渔业水质标准》要求。

（三）设施完备

水、电、路、网等市政设施完善，基地内安全警示等各

种标识规范、醒目、完备，停车位充足。水上交通工具完备、

安全。电力线路宜埋地铺设或采取安全措施，确保游客安全。

消防、防盗等设施齐全、功能完好且处于有效期。游览、娱

乐等设施具备合格证书并定期维护以保证运行正常、无安全

隐患；住宿等相关设施达到《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及评定》

（GB/T14308-2010）二星级以上。

（四）主题突出

具有 2 个以上的休闲渔业主题项目或观光活动景点，展

示当地渔业文化、渔业特色，内容健康、形式多样，具有示

范性。每年至少在基地举办 1 项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休闲渔

业主题活动。渔文化特色鲜明。

（五）餐饮卫生

餐饮场所及用具须达到《农家乐经营服务规范》

（SB/T10421-2007）二星级以上要求。基地内所提供食用、

出售、垂钓的水产品应确保质量安全。饮用水符合《生活饮

用水标准》（GB5749－2006）。公共场所干净整洁，垃圾箱



布局合理、垃圾分类收集，清扫及时。厕所及其卫生设备设

施 符 合 《 旅 游 厕 所 质 量 等 级 的 划 分 与 标 准 》

（GB/T18973-2016）二星级以上要求。

（六）管理规范

符合城乡建设规划，具有合法的土地（水域、滩涂、水

面等）使用手续。集体经济组织、渔民专业合作组织或企业

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有完备的资质证明，生产经营规

范合法。有健全的管理机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完善的管理

制度。组织制定并全面落实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度，高峰时

段应采取分时段、分区域控制游客规模。

（七）效益明显

市场影响力较强，经济效益较好，在周边地区有较高的

知名度。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直接或间接提供劳动就业岗

位 30 人以上，辐射带动周边渔（农）户。



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申报表

单位名称

负责人 职务 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经营总面积 亩
休闲渔业活动

面积
亩

年营业收入 万元 年实现利润 万元

主要休闲渔业项目

（请列明 2个以上）

资产规模 万元

从业人数 人 平均年收入 元

年接待游客量 万人次
游客平均消费金

额
元/人/次

基地是否有住宿设施 □有 □无 （如有）住宿人数 年/万人次

辐射带动户数（户） 获得荣誉

注册品牌 周边景区

示范基地情况摘要：（包括经营情况、发展历程、基础设施状况、休闲功能开发

和对当地经济社会带动作用等，不超过 1000 字）



（接上）

举办活动情况（包括活动主题、时间、规模及管理制度等）

县级渔业部门审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渔业部门复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渔业部门现场检查（如有）和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表中数据用 2016 年实际数。



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认定评分表

申报单位（公章）： 基地名称：

评价指标 评价要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规模优势 26 分

能够持续运营 5 连续运营 2年以上（3分）；连续运营 3年以上（5分）

具有一定的营业收入 8

东、中、西部地区年营业额分别达到 500 万元、300 万、100

万元以上（6分）；东、中、西部地区年营业额分别达到 800

万元、500 万、300 万元以上（8分）

基地面积达到标准 8

基地面积 200 亩以上（单一项目不小于 50 亩），水面面积不

少于基地总面积的 1/3（6 分）；基地面积 300 亩以上（单一

项目不小于 60 亩），水面面积不少于基地总面积的 1/2（8

分）

基地具备一定的游客容纳能

力
5

年接待游客 5000 人次以上（3分），服务设施能一次性容纳

200 人以上参与休闲渔业活动（2分）

环境美观 10 分

绿化美观 2 绿化美观，功能区划分明确（2分）

生态环保 3
各类建筑采用绿色环保材料建设（2分），能融入当地文化

与渔业特色（1分）

水体质量良好 3

地表水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

类以上标准，海水水质达到《海水水质》（GB3097-1997）第

二类以上标准（3分）

水质达到渔业水质标准 2 批准规划的渔业水域达到《渔业水质标准》要求（2分）



设施完备 13 分

园区配套设施齐全 3
水、电、路、网等市政设施完善（1分），基地内安全警示

等各种标识规范、醒目、完备（1分），停车位充足（1分）

具备一定安全保障能力 8

水上交通工具完备、安全（2分），电力线路宜埋地铺设或

采取安全措施，确保游客安全（2分），消防、防盗等设施

齐全、功能完好且处于有效期（2分），游览、娱乐等设施

具备合格证书并定期维护以保证运行正常、无安全隐患（2

分）

住宿条件达到相关水平 2
住宿等相关设施达到《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及评定》

（GB/T14308-2010）二星级以上（2分）

主题突出 18 分

具有休闲渔业主题项目或观

光活动景点
9

具有 2个以上的休闲渔业主题项目或观光活动景点（6分），

能展示当地渔业文化、渔业特色，具有示范性（3分）

定期举办特色休闲渔业主题

活动
7

每年在基地举办 1项具有 200 人次以上人员参加的特色休闲

渔业主题活动（5分）；每年在基地举办 2项及以上类似特

色休闲渔业主题活动（7分）

渔文化特色鲜明 2 具有鲜明的渔文化（2分）

餐饮卫生 9分

餐饮条件到相关要求 4

餐饮场所及用具须达到《农家乐经营服务规范》

（SB/T10421-2007）二星级以上要求，基地内所提供食用、

出售、垂钓的水产品应确保质量安全，饮用水符合《生活饮

用水标准》（GB5749－2006）（4分）

卫生条件达到相关要求 5

公共场所干净整洁，厕所及其卫生设备设施符合《旅游厕所

质量等级的划分与标准》（GB/T18973-2016）二星级以上要

求（5分）



管理规范 14 分

规划合理及相关产权清晰 4
符合城乡建设规划，具有合法的土地（水域、滩涂、水面等）

使用手续（4分）

资质完备，生产经营规范 3
集体经济组织、渔民专业合作组织或企业等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单位有完备的资质证明，生产经营规范合法（3分）

管理完善 2
有健全的管理机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完善的管理制度（2

分）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度完善 5
组织制定并全面落实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度，高峰时段应采

取分时段、分区域控制游客规模（5分）

效益明显 10 分

经济效益较好，市场影响力

较强
4

市场影响力较强，经济效益较好（2分），在周边地区有较

高的知名度（2分）

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 6
生态效益好（2分），直接或间接提供就业岗位 30 人以上（2

分）；直接或间接提供就业岗位 50 人以上（4分）

扣分项

负面报道 有负面报道并核查属实的，每次扣 10 分

弄虚作假行为 认定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次扣 20 分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经有关部门查处申报主体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并造成恶劣

影响的，实行一票否决，总体评分为 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