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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济南市历下区体育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的通知

历下政办发〔2017〕27 号

各街道办事处， 区政府各部门、单位：

按照区委、 区政府推进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部署要求， 区编委对济南市历下区

体育局 “三定”规定进行了修改完善。修订后的《济南市历下区体育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

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区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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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历下区体育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区委、区政府《关于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历

下发〔2014〕56 号 )，设立济南市历下区体育局，为区政府工作部门。

一、职能转变

( 一 ) 增加的职责

1. 承接市体育局下放的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及设立站点审批的相关职责。

2. 承接市体育局下放的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的相关职责。

( 二) 加强的职责

1. 加强体育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强化体育行政许可事中事

后监管。

2. 加强指导、推进全民健身的职责。

3. 加强健身气功活动的组织和监督管理职责。

4. 加强指导、推动全区体育人才队伍建设的职责。

二、主要职责

( 一 ) 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体育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全区体

育事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推动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体育公共服务

和体育体制改革。

( 二) 统筹规划全区群众体育发展，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组织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组织和开展国民体质监测，推动社会体育指导工作队伍建设；指导全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负责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负责指导开展健身气功活动并加强监督管理。

( 三 ) 统筹规划全区竞技体育发展，确定体育运动项目设置和重点布局；指导和推进

青少年体育工作，指导全区各中小学开展体育业余训练、体育科研，培养和输送优秀体育

后备人才；组织参加市以上重大赛事代表团的组建、训练和比赛，承办在本区举行的重大

体育比赛；管理和指导全区性体育竞赛工作。

( 四 ) 拟订全区体育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规范体育服务管理，推动体育标准化建设；

组织实施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和监督管理工作；做好民办非企业单位 (体育类) 的

审核工作；加强对体育市场的监督管理；配合有关部门维护体育彩票市场秩序。

( 五 ) 指导体育宣传、科技、教育和培训工作，推进体育文化建设；负责配合有关部

门指导本系统、本行业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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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按国家体育总局对 “全国游泳之乡”发展建设的要求，负责全区 “游泳之乡”

建设规划及管理工作。

(七) 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 区体育局设 2 个职能科室。

( 一 ) 办公室 (挂行政审批办公室牌子)

组织协调机关日常工作;负责机关文电、会务、档案、安全、保密、信息、督查、信访、

应急管理、政府信息和政务公开、新闻发布、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办公室转办事项的办理

等工作;负责机关综合性文稿的起草工作;负责相关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工

作;拟订全区体育事业发展规划、政策;组织开展调研,提出政策性建议;承担行政审批事项

的日常办理工作,组织推动本部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职能转变相关工作;组织实施经营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组织法制宣传教育，负责相关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负责配合

有关部门指导本系统、本行业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负责机关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指导

和监督所属事业单位的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负责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组织人事、

机构编制、干部队伍建设等工作。负责体育宣传和体育史志的编纂工作；负责教练员、运

动员的管理、业务培训；按国家体育总局对 “全国游泳之乡”发展建设的要求，负责全区

“游泳之乡”建设规划及管理工作；配合有关部门维护体育彩票市场秩序；指导和协调本

系统体育产业开发工作。

( 二) 综合业务科

起草全区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和群众体育工作的发展规划，组织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推

动建立和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承担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建设和公共体育设施监督

管理；指导、推动群众性体育活动；承担国民体质监测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建立健全

群众体育组织。承担体育统计工作。

统筹规划全区竞技体育发展，确定体育运动项目设置和重点布局；指导协调体育训练

和体育竞赛；统筹规划全区青少年体育发展，指导和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指导全区各中

小学开展体育业余训练、体育科研，培养和输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组织协调区老年体育

协会，共同做好老年人体育工作。

负责指导开展健身气功活动并加强监督管理；负责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的监督

管理。

四、人员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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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体育局核定行政编制 6 名。领导职数核定局长 1 名、副局长 1 名，科长 (主任) 2

名。党的组织、纪检监察、工会、共青团、妇女工作等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按有关规定执行。

五、部门职责分工

( 一 ) 有关健身气功活动监管的职责分工。 区体育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健身气功的组

织和管理；负责健身气功活动及站点设立审批工作；配合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对违反健身

气功管理规定的行为予以取缔。各街道办事处负责对辖区内健身气功站点设立进行审核，

经街道办事处审核同意，报区体育局审批。

( 二 ) 关于行政复议工作。 区政府行政复议机构负责受理行政复议事项。 区体育局负

责依法提交行政复议答复材料及作出原行政行为的相关证据，履行行政复议决定。

六、其他事项

( 一 ) 建立职责与清单调整协同机制。主要职责需要调整的，相关权力事项、责任事

项、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应同步作相应调整。 区体育局在提出职责调整意见时，应同时提出

相关事项清单调整意见。

( 二) 所属事业单位的设置、职责和编制事项另行规定。

七、附则

本规定由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

定程序办理。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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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历下区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工作方案》的通知

历下政办发〔2017〕51 号

各街道办事处， 区政府有关部门：

《历下区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工作方案》 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研究，抓好贯彻落实。

历下区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济南市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专项行动计划＞ 的

通知》(济环委办〔2017〕17 号 )、《历下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落实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 (历下政发〔2016〕18 号 ) ，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保障饮用水水质安全，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持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保障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为核心，以解决人民群众关心

的水源地环境问题为重点，实行饮用水水源地城乡统筹、分级管控、属地管理，坚持水

源水量和水质并重，保护区建设和整治并重，监控能力建设和应急能力建设并重，落实

各方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全面推进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让人民群众喝上放心的

水，为 “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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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目标

到 2017 年，市控及以上地下饮用水水源地年取水量不大于年设计取水量；到 2017

年，国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 III 类；到 2018 年，市控及以上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基本达到规范化建设要求。

三、主要任务

( 一 ) 进一步完善保护区建设

1. 完善保护区标志。对市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现有界碑、宣传牌、交通

警示牌和道路警示标志进行定期检查。对饮用水水源地缺失、破损、陈旧的标志及时补

充或更换。对新划分或边界调整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应依据《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标志技术要求》(HJ/T 433-200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2009 )，及时设

置各类标志。( 区环保局牵头， 区市政局、 区排管中心、 区交警大队、 区财政局、相关

街道办事处等参与)

2. 完善隔离防护设施。加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隔离防护设施建设，并定期排

查、维护。( 区市政局牵头， 区环保局、 区财政局、 区排管中心、相关街道办事处等参

与 )

( 二 ) 深入开展保护区整治

1. 集中力量开展一级保护区整治。加强排污口监管，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

内一律不得设置排污 口。2017 年底前，完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排污口调查，制定整治方

案，依法报批实施。( 区市政局牵头，区环保局、区排管中心、相关街道办事处等参与)

2. 加强违法建设项目整治，一级保护区内不得存在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

建设项目。( 区环保局牵头， 区市政局、 区排管中心、 区城管执法局、相关街道办事处

等参与)

3. 加强可能污染水源活动的监管。 一级保护区内不得从事畜禽养殖、 网箱养殖、

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源的活动。( 区环保局牵头， 区市政局、

区排管中心、相关街道办事处等参与)

( 三 ) 提升监测监控水平

1. 加强常规监测。严格落实年度环境监测计划。对具备采样条件的市控及以上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开展定期监测。 ( 区环保局牵头， 区市政局、 区排管中心等参与)

完善在线监测设施建设，逐步实现市控及以上在用集中式地表水水源地在线监测设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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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 区环保局牵头， 区市政局、 区排管中心、 区国土局、 区财政局、相关街道办事

处等参与)

2. 强化视频监控。 日供水规模超过 5 万方 (含) 的地下饮用水水源地，应在取水

口、一级保护区及交通穿越的区域安装视频监控；视频监控系统应与水厂和环保部门的

监控系统平台实现数据共享。( 区环保局牵头， 区交警大队、 区财政局、 区市政局、 区

排管中心、相关街道办事处等参与)

( 四 ) 加强风险防控与应急能力建设

1. 强化风险识别与防范。 完善风险源名录和风险防控方案。积极开展饮用水水源

地周边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单位应具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

影响范围内风险源名录和风险防控方案。( 区环保局牵头， 区市政局、 区排管中心、相

关街道办事处等参与)

2. 强化应急能力建设。 完善水源地专项应急预案。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单

位应制定、完善饮用水水源地专项应急预案，做到 “ 一源一案”，按照环保部门要求备

案并定期演练和修订预案。( 区环保局牵头， 区市政局、 区排管中心、相关街道办事处

参与)

3. 完善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和设施建设。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单位应建设应

急物资 (装备) 储备库及事故应急池等应急防护工程，上游连接水体应设有节制闸、拦

污坝、导流渠、调水沟渠等防护工程设施。( 区环保局牵头， 区财政局、 区市政局、 区

排管中心、相关街道办事处等参与)

4. 强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制定切实可行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技术

方案并建立应急专家库。具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加密监测和增加监测项目的应急监测

能力。按照《济南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信息报告要求，落实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

告制度。( 区环保局牵头，区市政局、区排管中心、区卫计局、相关街道办事处等参与)

( 五 ) 加大环境管理力度

1. 加强水源地档案管理。各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单位应建立饮用水水源地档案信息

管理制度，依据《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编码规范》( HJ 747-2015 ) 对饮用水水源地进行编

码，按照 “一源一档”原则，建立并完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档案，档案应包括饮

用水水源基本情况、水质状况和日常管理情况等信息。对于有变动的饮用水水源地，档

案信息应同步更新。各县区环保部门也应按照“一源一档”原则建立完善环境管理档案。

( 区环保局牵头， 区市政局、 区排管中心、相关街道办事处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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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大巡查检查力度。环境监察部门和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单位应分别建

立巡查制度，加大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巡查检查力度，发现影响饮用水水质安全的行为

应及时处理，本部门职责范围之外的应及时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区环保局牵头， 区市

政局、 区排管中心、相关街道办事处参与)

3. 定期开展环境状况评估。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要求，开展省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评价水源地水质和管理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治；按照

国家和省要求，逐步开展市控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 区环保局牵

头， 区市政局、 区排管中心、相关街道办事处等参与)

4. 完善信息化管理平台。建立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水量安全管理系统，饮用水水源

发生水污染事故，或发生其他可能影响饮用水安全的突发性事件，饮用水供水单位应向

所在区人民政府报告，同时报告环保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并向社会公开。( 区环保局牵头，

区市政局、 区排管中心、 区卫计局、相关街道办事处参与)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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