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除险加固工程 病险水闸除险加固设
计及工程管理培训总结(优秀5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那么，我们该怎么写总结呢？这
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总结书范文，方便大家学习。

除险加固工程 病险水闸除险加固设计及工程管理培
训总结篇一

（一）型水库20座；小

（二）型水库154座。全县水库控制流域总面积1123.12km2，
总库容3.08亿m3，兴利库容1.7亿m3，设计灌溉面积100万亩。
由于这些水库绝大多数建于20世纪50—70年代，受当时经济、
社会及技术条件影响，普遍存在标准不够、施工质量差等问
题，加之长期运行、投入不足等因素，水库建筑设施老损严
重，安全问题非常突出。为切实加强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
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县域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安徽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实施方案的通知》（皖政办〔xx〕
69号），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二）型水库32座。

二、实施计划

（二）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上述工程计划将根据水库运行
管理及资金到位等情况，在具体实施时作适当调整。



（二）投资计划。根据任务安排，经初步测算，3年需完成水
库除险加固总投资1.76亿元，其中，省级以上1.29亿元、市
级配套0.235亿元、县级配套0.235亿元。2011年汛期前，完
成投资1858.28万元，其中省级929.14万元、市级配套464.57
万元、县级配套464.57万元；2011年汛期前，完成投资9060
万元，其中省级以上6881万元、市级配套1089.5万元、县级
配套1089.5万元；2011年汛期前，完成投资6670万元，其中
省级以上5075万元、市级配套797.5万元、县级配套797.5万
元。

三、主要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成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领导小组
（名单附后），具体负责全县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的领导
和协调。

（一）型水库的责任主体为县水务局；小

（二）型水库的责任主体为所在地乡镇政府。水库所在乡镇
（区）要积极参与、配合工程建设，确保水库除险加固建设
按时完成任务。

（三）积极筹措资金。县发改、水务、财政等部门要在积极
争取国家及省市对我县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资金支持的基
础上，积极整合以工代赈、扶贫开发、农业综合开发、江淮
分水岭综合治理等各类项目资金，确保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
设扎实推进。按照省里统一要求，测算地方配套资金数，分
列入县财政预算。

（四）强化工程建管。一是严格法人组建。县水务局负责组
建水库除险加固项目法人，项目法人的组织机构和技术力量
必须满足工程建设需要。二是规范项目招投标。县发改、水
务、财政、监察、招投标中心等部门要加大招投标工作监督
力度，严格招标程序，可采取邀标和议标等办法，确保招标



质量。三是严格工程监理。通过招标，确定工程监理单位。
监理单位要切实履行监理职责，规范监理行为，严格按合同
规定，认真抓好进度、质量和投资控制。监理工程师须持证
上岗，严格执行旁站监理和平行检测的有关规定，确保监理
效果。四是严格工程合同。要以合同管理为核心做好建设管
理工作，参建各方要严格履行合同。五是强化工程质量。全
面实行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和质监
部门监督的质量保证体系，认真执行竣工检测的有关规定，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确保工程质量。六是规范资金管理。坚持
“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
度，严格履行资金使用报批手续，严格实行专户存储、专款
专用，严禁截留、挤占和挪用。

（五）加强协调配合。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县水务局
要成立专门的办事机构，充实力量，做好病险水库的安全鉴
定、安全评估及工程项目初步设计的组织编制、审批和项目
建设的组织指导、运行管理等工作；县发改委要会同有关部
门，积极争取中央、省、市投资，做好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投
资计划下达等工作；县财政局要做好地方配套资金的筹措和
资金使用的监管工作；县新闻媒体要加大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的宣传和舆论监督；县审计、监察部门要加强对水库除险加
固工程建设的审计、检查，保障工程建设顺利进行。

（二）型水库做到“三有”，即有管理组织或专职管理人
员(重点水库不少于2人，一般水库不少于1人)，有管理运行
规章制度，有管理人员报酬和工程维修经费来源。

（一）型水库原则上全部收归县水务局直接管理；小

（二）型水库收归乡镇（区）直接管理。县水务局和乡镇
（区）要及时落实管护人员，做好水库日常管理、水面经营
和灌溉供水等工作。



除险加固工程 病险水闸除险加固设计及工程管理培
训总结篇二

1、集中点建设情况：我镇统一部署，科学规划选址，将村村、
村村列为我镇20xx年集中建设点。该两个集中建设点建设正
在稳步推进：其中，村村已动工建设，村村已有11户农户动
工改造，8户改造户建设进度达到一层以上。

2、新建维修情况：我镇有53户分散新建改造户已动工改造，
其中，达到一层以上进度的有32户，完成开挖基础的有10户；
另外，我镇有10户修缮加固改造户已动工维修。截止日前，
我镇新建维修开工率达。

3、拆旧情况：我镇共拆除危旧土坯房148户，拆除面积达平
方米，完成任务比例为。下半年我镇将继续加大拆旧力度，
鼓励原居住在偏远山区，现已进城、进镇居住的农户拆
除“空心房”，确保圆满完成拆旧任务。

4、“金塘花苑”申购情况：我镇有9户农户申报了县引农进
城项目“金塘花苑”50㎡、60㎡户型，并已通过县、镇、
村“三级”审核，另有16户农户已分别在村级、镇级报名申
购金塘花苑”90㎡、110㎡、120㎡户型，正等待县级审
核。“金塘花苑”50㎡、60㎡户型申购第二批报名开始后，
我镇精心部署，及时组织全体镇村干部、“三送”工作队广
泛宣传，镇农房办认真做好“金塘花苑”50㎡、60㎡户型申
购第二批报名工作。

1、严格审核、认真筛选。在实行阳光操作，始终把调查摸底
和对象确定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的基础上，严格按
照“户主申请、村委会和调查小组调查核实、村民小组会议
民主评议、村民委员会张榜公示、镇政府审核申报、县级审
批”六个程序进行。

2、宣传引导、后期跟踪。我镇干部、“三送”工作队积极进



村入户宣传政策，引导农户参与改造，并通过仔细调查、严
守标准、后期跟踪等措施控制新建房屋的面积和层数，确保
本镇任务按质、按量、按要求完成。

3、突出特色，科学规划。我镇集中建设点皆本着“先规划、
后建设、有特色”的原则，从改善人居环境、改变农村面貌、
整合集中资源的实际出发，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村集
中建设点与去年的岗上建设点、彭坊建设点连成一个整体，
形成一个依附新围、靠近客服中心、毗邻龙关公路的整体结
构，集中优势，吸引人气。

1.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建设资金缺口大。我镇大部份农户家
庭资金来源少，收入水平低，补助资金有限，改造建房所需
资金多，资金缺口大。

2.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指标少。今年，随着对农村危旧土坯
房改造政策的知晓度提高，农户参与危旧土坯房改造热情高
涨，但苦于改造指标问题，许多想参与土坯房改造的改造户
无法享受到该政策补助。

3.改造建房进度受本地习俗影响大。本地惯有“看日子”的
习俗，即家里建房从动土到浇捣楼面，都习惯让“大师”掐
算好“黄道吉日”后再定工期，常常有平整好的土地搁置几
个月才开挖基础、完成基础两三个月后才浇捣楼面的现象出
现，改造进度由此受影响，无法按照预期的进行。

我镇的土坯房改造工作还在进行紧张的施工建设阶段，我们
将加大工作力度，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确保20xx年度的改造
工作顺利进行。

一是继续加强领导，结合过往经验做好后面的工作。继续实
行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协调、调度，
抽调精干人员，蹲住、靠上、抓实、办成。



二是加强监管督导力度，保证工程质量，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采取倒排工期、定期调度制度，严格实行工程质量监管制度，
把好工程建设质量关，做好土坯房改造的收官工作，努力营
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三是多措施并举，推动土坯房改造工作圆满收官。我镇
以“既要往前赶提进度，又要回头看找问题”为工作原则，
严格要求，规范标准，并积极学习其他兄弟乡镇的先进经验。
结合当前的“三送”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工作，
我镇加大了对建房农户的跟进帮扶力度，尤其在资金帮扶、
建材信息、用工保障方面。另外，我镇今年加强了质量安全
巡查，以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农户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证。
通过该系列措施，我镇将在年底前圆满完成任务目标。

除险加固工程 病险水闸除险加固设计及工程管理培
训总结篇三

1、旱情灾情

今年1—6月中旬，全县累计降雨量仅毫米，不足正常年份同
期雨量的一半。湖水蒸发量大，加上上游无来水，下游用水
量大，洪泽湖水位持续下降。曾一度低于死水位。持续干旱
造成全县30万亩水稻受旱无法正常栽插或生长，旱作物干旱
面积达到78万亩。

2、抗旱情况

面对严重旱情，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积极领导全县上下
抗灾自救，据统计，截至6月28日，全县共出动抗旱民力7。5
万人次，疏浚沟渠108条，近39公里，土方18万方；开启泵站
约500座，装机约4万千瓦；架设临时机组7500多台套次，装
机约万千瓦，耗电852万千瓦时，耗油450吨，累计投入抗旱
经费近1900多万元，灌溉面积达80多万亩，灌溉用水16000多
万立方米。



6月18日下午，县委常委薛东风召开全县抗旱紧急工作会议，
对全县抗旱工作进行紧急部署；同一天县防汛防旱指挥部下
发了《关于做好当前防旱工作的紧急通知》（洪防电
传[20xx]2号），要求各乡镇、各部门迅速抗旱；6月19日，
县政府办公室发出通知，由农委、水利、农机、农技等部门
组织3个专家督查小组分赴全县各乡镇进行抗旱督查指导工作；
6月20号，经县防汛防旱指挥部申请，县政府启动县抗旱特大
方案。开启溧东翻水站，并在青阳西闸架设20台套50马力临
时柴油机向补水，以解决青阳、、城头、孙园、半城、临淮
等乡镇用水。在徐洪河金锁镇河南段架设10台套50马力临时
柴油机从徐洪河向利民河补水，以解决利民河沿线归仁、梅
花、金锁、朱湖、青阳等镇的灌溉水源。在徐洪河左堤镇王
沟涵洞架设10台套50马力临时柴油机向安东河补水，解决、
太平、曹庙等地区抗旱用水。

开启蔡圩灌区，解决灌区内魏营、车门、瑶沟、上塘四乡镇
的农田灌溉；利用冯岗一、二级站向红旗水库补水，以确保
魏营、瑶沟两乡部分地区抗旱水源。具备引水条件的水库和
塘坝及时做好补水工作，地区利用溧西引河、怀洪新河及张
套、香套、郑集等引河抽取抗旱用水；6月22日，县委副书记、
县长徐勤忠带领水利局、农委、农工办等相关部门负责人，
先后来到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魏营蔡圩电灌站等地现场调研
抗旱抢种工作进展情况；今年实施的重点泵站改造工程现已
全部投入使用，在抗旱中发挥作用；6月25日，县政府办公室
派三个抗旱督查指导组，对全县抗旱工作进行督查指导；各
乡积极组织群众抗旱，充分利用灌溉泵站开足马力，抢水补
水，保证水稻的适时栽插和生长用水，6月27日，28日，我县
二次成功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全县普降中到大雨，旱情全面
解除。

今年上半年，全县干旱少雨，出现了严重的旱情。6月28日以
来，全县持续降雨，仅7月4日8时至7月5日8时，全县平均降
雨量170毫米，发生旱涝急转。



1、雨情灾情

6月28日以来，我县连续降雨，至7月10日累计降雨量降雨量
已达510毫米，占正常年份全年平均降雨量（900毫米）的，
河湖水位特别是县内排涝河道水位上升较快，7月10日，洪泽
湖尚嘴水位米、水位米、老水位米、徐洪河水位米、怀洪新
河双沟站水位米、淮河小柳巷水位米。据气象部门预测，未
来几天我县仍有降雨，全县排涝形势严竣。

持续强降雨使全县各乡镇均遭受不同程度损失，其中受灾较
重的乡镇有归仁镇、梅花镇、金锁镇、朱湖镇、曹庙乡、太
平镇、镇、龙集镇等乡镇。全县受淹面积约90万亩。积水最
深30多厘米，受灾面积约50万亩。倒塌房屋71间，损坏房
屋504间。全县直接经济损失约亿元。

2、排涝工作开展情况

7月3日，县防发出传真电报，要求全县上下认真做好当前的
防汛工作，县防汛指挥部派出4个检查组分赴重点受灾乡镇了
解情况指导抗灾；7月4日下午，在结束全县党政领导工作务
虚会后，县委书记徐德，县委副书记、县长徐勤忠，迅速带
领水利、城管、住建、交通、半城、孙园等部门及乡镇相关
负责人，分成两组，赶赴半城、孙园等乡镇以及县职业教育
中心、栏岗河以及汴东新苑小区等地区，对防汛排涝工作进
行视察指导，对因连日的强降雨天气而造成的县城区下水管
道积水问题进行现场会办；7月4日夜里，县政府连夜召开全
县防汛紧急会议，对突降强降雨工作进行安排部署；7月5日
上午县水利局召开所属各单位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防洪
排涝工作。

一是迅速启动预案。连续降雨后，各防汛预案立即启动，县
防汛防旱指挥部、各分指挥部高效运转，进入应急状态。从7
月3日开始，县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及各指挥部主要领导
带队分赴全县各地，实地察看水情、灾情，指导防汛排涝、



抗灾救灾。每一条河流、每一段堤防、每一座水库、每一处
险工险段的防汛责任，全部落实到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二是全面部署排涝工作。6月28日降雨后，县政府下发了《关
于做好防御强降雨工作的紧急通知》，县防指先后下发了
《关于加强涉水工程施工围堰管理的通知》（洪防电
传[20xx]1号）、《关于立即开展河道清淤清障、在建涉水工
程施工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洪防电传[20xx]3号）等
文件，全面检查维护防洪排涝设施，及时清除河道阻水障碍，
保证排水畅通，保证水闸泵站各类机电设备能够随时投入使
用。加强城市防洪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增强突发性严重受涝
的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三是开足马力排涝。排涝泵站开足马力24小时抢排，分别在
金锁镇河南段、安东河段、青阳镇西闸处架设固定机组排水。
在太平桥口村、龙集金圩村等处架设临时机组排水，缓解涝
情，减少损失。全县共投入运行322座833台套37733千瓦排涝
动力，同时投入临时排涝动力约1500台套22500马力，全县投
入抗灾电力150万千瓦时，柴油180吨，民力近7万人次。经费
约800万元。

四是全面疏通水系。动员全县各乡镇组织群众疏通田间内外
三沟，清除排水沟渠道内的杂草、垃圾等阻水物，做到沟沟
相通，排水通畅。协调好乡镇之间、上下游之间的矛盾纠纷，
确保下游服从上游，局部服从全局，从而有效保证了排涝工
作的顺利开展。

五是加强巡查防守。针对涝灾暴露出来的问题，进一步全面
排查险工险段，根据河道水位情况，先后组织对新老、徐洪
河、淮河、怀洪新河及洪泽湖防洪堤进行了全天候的巡查，
重点地段加强防守，险工险段，全力组织抢险加固，确保万
无一失。

六是畅通信息报送。为确保汛情、灾情上报及时准确，保证



信息传递渠道畅通，县政府办公室明确汛情、灾情分别由县
水务局、民政局、农林局、水产局分别统计，县政府办公室
统一扎口把关，并实行日报制度，确保不错报、不漏报、不
瞒报。

3、汛前准备

一是扎实开展汛前检查。为做好今年的防汛防旱工作，20xx
年2月8日，根据省市防指的统一部署，我部以洪防指[20xx]1
号文全面布置汛前大检查工作，要求对全县的流域性河道堤
防、水库、闸（涵）、泵站、塘坝等水利设施进行全面细致
的检查，并明确各管理单位和水务站负责人为汛前检查责任
人，对检查结果负总责，并存档备查。县水利局成立了以分
管领导姚飞同志为组长，防办等有关人员组成的检查小组，
以加强对汛前大检查工作的领导，2月20—24日，县防办对等
重点险工隐患进行了抽检。

二是全面落实防汛防旱责任制。根据人事变动情况，县委办
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及时对防汛防旱指挥部成员进行了调整
和充实，各类水利工程行政和技术责任人都已落实。县防指
先后下发了《关于印发〈县防汛防旱工作责任制〉的通知》
（洪防指〔20xx〕5号）；《关于印发流域性、重点区域性河
湖堤防险工险段及病险涵闸、泵站、水库安全度汛责任表的
通知》（洪防指〔20xx〕6号）、《关于明确小水库防汛责任
人的通知》（洪防指〔20xx〕7号）等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明
确了度汛责任。近期，还将向乡镇级防汛行政责任人发出责
任告知信，进一步强化行政领导对防汛安全工作的责任意识。

三是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了南水北调影响工程、徐
洪河影响工程、洪泽湖湖区减轻农民负综合改革转移支付工
程、小农水重点县等100多座泵站工程、徐洪河苏洼地涵、西
沙河地涵等一批重点病险涵闸工程、中小河流治理工程、西
民便河整治、老汴河先导段工程、农村水利工程、9座小水库



除险加固等工程。

四是加强河湖保护管理。今年，我县狠抓河湖清障，强化工
程管理，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湖泊保护。组织水利、公安及
沿湖乡镇组成联合执法队伍，对洪泽湖非法采砂、违法圈圩
进行联合打击，共登记采砂船67条，驱散非法采砂船只17条，
拆除非法采砂机具12余台套，发出限期撤离通知书67份，教
育非法采砂人员180多人。目前打击行动仍在持续深入推进。

五是认真做好信息传递工作。县防办从5月1日起就恢复了24
小时值班制度，及时准确地做好上下信息的传递工作，掌握
雨情、水情，工情变化情况，并协调处理乡镇之间的水事纠
纷。

六是落实非工程措施。县防指对《县防洪预案》等一系列预
案进行了修订，加强防汛物资储备，县级防汛物资已储备三
袋15万只、土工布万平方米、彩条布万平方米、铁丝7吨、木
材56立方米、救生衣（圈）1602件，救灾帐篷50顶等。近期
还将根据要求增储部分防汛物资，县抗旱排涝服务队利用国
家和省对县级抗旱经费的补贴对现有设备进行了更新、维修、
保养。确保设备完好率在95%以上，以保证排涝抗旱需要。同
时计划下达乡镇级防汛物资储备任务三袋100万只、树棒4万
根、铁丝3吨、土工布4万平方米。组建23支共2万人的防汛抢
险队伍。

七是召开全县防汛工作会议。5月5日，县人民政府召开全县
防汛防旱工作会议，全面分析当前我县面临的防汛防旱形势，
贯彻落实省市防汛防旱工作会议精神，对全县20xx年度防汛
防旱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县政府与各乡镇政府签订20xx年度
防汛工作责任状。

除险加固工程 病险水闸除险加固设计及工程管理培



训总结篇四

影响水利工程项目质量控制的因素很多，从项目开工到项目
投入运行以及项目竣工等任何一个施工环节出现问题，都有
可能影响项目工程质量控制。因此，做好水利工程各个项目
施工质量的控制尤为重要。

有效的工程施工质量管理体系对水利工程施工质量起到关键
性的作用。施工企业应进一步明确水利工程各部门的工作职
责，完善工程质量监控体系，并保障项目施工过程中质量控
制得以合理实施。与此同时，施工企业还应根据项目工程特
点，对开展项目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建设，提高工程施工质量
控制体系的效果，进而提升项目施工质量管理水平。通过有
效的实施项目质量控制，保障水利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针
对设置的施工质量控制点，分析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提出解决对策。

强化施工监管与施工人员的培训

项目负责人对施工项目的重视程度是开展水利工程施工质量
管理的重要因素。水利工程主管部门应该高度重视水利工程
项目质量管理工作，明确施工单位领导、工程技术人员以及
具体项目人员的责任，层层落实责任制，对项目管理加强监
督。遵照水利工程行业规范要求组织项目施工，一旦出现施
工质量问题，要追究施工负责人的责任。此外，公司还应该
定期组织施工人员参加业务培训学习，通过技能与知识的培
训教育，以及定期对员工进行考核评级，把考核结果和工资
挂钩，既能促进员工对业务知识的学习，又能提高企业员工
的综合素质。

加强各项目施工要素的控制

施工材料不仅是水利工程施工建设的基础，还是影响工程施
工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项目施工过程中，使用较多的材



料是混凝土，混泥土是由水泥、砂子、石子和水按照一定的
配比混合而成。项目施工要对混凝土和砂石等项目施工材料
进行检测，选取样品进行试验，对材料的使用性能、各项指
数进行准确的标示，进一步确保项目施工材料的质量，满足
水利建设对施工材料的要求。同时，水利工程施工企业必须
要落实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以及奖惩制度，将工作职责具体
落实到每个施工人员的身上，进一步督促施工人员按照施工
要求完成施工工序，并根据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进行奖惩，
以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合理选择施工设备及其保证施工的有效性

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的实际条件决定了施工机械的型号以
及工作的有效性。合理选择施工设备不仅能够确保施工安全
有效的完成，而且还能在保证施工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
施工进度。例如，在开辟灌溉渠道过程中，施工人员根据当
地的地形条件，在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入施工现场时，果断
选择小型机械设备。这样一来，不仅能够保证施工的安全，
而且还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施工的效率。此外，项目工程施工
机械设备工作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对施工质量控制来说非常
重要，机械设备的安全有效运作需要现场施工人员的严格检
查以及控制；加之，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会运用到较多的机
械设备，如挖掘机、测绘仪以及钻探机，等等。因此，在项
目工程施工前，必须由工程施工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对施工中的机械设备进行定期保养和维修，进而保证机械设
备的运转效率；同时，对机械设备操作人员要定期开展专业
化培训，提高机械操作人员的技能，有效避免设备的损坏几
率，提高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

除险加固工程 病险水闸除险加固设计及工程管理培
训总结篇五

市共有8座水库，小（一）型水库2座，小（二）型6座，这些
水库大都建于上世纪70年代，设计和施工标准偏低，存在大



坝渗漏、溢洪道破损、供水设施漏水等工程隐患，由于地方
财力有限，水库一直带“病”运行，对一些明显险工隐患进
行的小修小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经鉴定全部是病
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量大，任务重。在省市主管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我市自开始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12月完成任
务，并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工程合格率达到100%。除险加固
工作中无质量、安全责任事故，未发生违规违纪问题，未发
生投诉和上访事件。期间，省水利厅、市水利局多次指导检
查，水库除险加固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巨大的社会效
益，基本实现了完成一处工程，保障一方安全，造福一方百
姓的目标。

为了保证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工程质量及工程效
果，经市市委市政府批准，专门成立了市小水库除险加固工
程建设管理处，负责具体组织我市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
设实施工作。

第一、领导高度重视，组织发动有力。市委、市政府自始至
终把水库除险加固作为一项战略性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定期调度，并列入对乡镇、部
门的年度工作目标考核，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开展。整个工程
实行分级负责、上下联动，严格落实责任制。同时，加强部
门协作，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搞
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通过明责任、严考核，实现了领
导重视、部门配合、监管到位和技术负责的有效集中，形成
了全社会关心支持水库除险加固的良好局面。

第二、狠抓前期准备工作。一是加强与设计人员的联系和交
流，有效缩短了水库初步设计的编制周期；二是提前协调处
理好地方矛盾，为项目尽早开工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规范管理，确保建设质量。建设中，坚持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施工、高质量建设，坚决杜绝“豆腐渣”工程。一是
严格按照“五制”要求和基建程序建设。严格执行项目法人



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和竣工验收
制，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管理制度，将任务、责任
落到实处；严格执行招投标程序，并邀请纪检等部门全程参
与招投标监督；二是强化工程监管，严格建设标准，全面实
行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和质监部门
监督的质量保证体系，强化质量管理，严格责任追究。加大
监督检查力度，对具体工程项目，全部实行技术人员分包责
任制，从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到检查验收，都有明确分工，
确保责任到人、管理到位。同时，强化激励约束措施，督促
施工企业严格按合同规范施工，确保工程质量；三是加强学
习，确保质量。对除险加固工程，我局先后将《江苏省小型
水库除险加固工程质量监督实施办法》、《江苏省小型水库
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等文件转发至各参建单位并定
期组织学习，从制度上要求严格工程建设管理，保证了工程
质量。

第四、严把工程验收关。首先所有在建水库各个主要分部或
者重要隐蔽工程严格按照要求进行验收；其次，工程验收前，
均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进行检测，检测合格后方组织验收。

为了确保工程顺利进行，市千方百计落实配套资金，且每年
均列入年度部门预算。在资金的使用管理上，严格按照《重
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知道意见》
《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进行项目财务管理，单独建帐，
单独核算，做到专人、专户、专帐、封闭运行，确保建设资
金及时、足额到位和有效使用。

五、加强建后管理，确保发挥效益。如今，经加固后的8座水
库均已投入运行使用，加固一新的水库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
的'水利美景，牢固的水库大坝，崭新的溢洪道、现代化的水
利设备、绿草茵茵的大坝护坡，还有荷塘、茶园、菜园，令
人心旷神怡，水利旅游业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经过整治，各个库区人民对水库产生了一种依恋。为了保护



水库水源，不再任意养殖糟踏水库，为提升水库水质，美化
水库环境尽自己的一份力。

为加强除险加固后水库工程的管理，我市不断完善建后管理
模式，明确管理责任，确保项目发挥综合效益，持久健康运
行。一是加强政策引导。针对我市小型水库的现状，明确将
除险加固后的小型水库管理权统一收归各乡镇水利管理服务
站所有，要求健全工程管理各项规章制度，落实管护人员，
明确管护责任，管好用好工程。二是加快水管体制改革。按
分级管理的原则，坚持“责、权、利”相统一，理顺管理体
制，逐步形成健康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