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水活动策划案 抗旱送水工作方案(优
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
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送水活动策划案篇一

为提高抗旱工作的主动性，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抗旱措施，
实现积极应对、沉着应对、科学应对、科学抗灾，最大限度
减轻旱灾的影响和损失，维护全镇社会稳定及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防大旱、抗大灾的思想，自力更生，同
心协力，共抗旱灾，努力将灾情损失降至最低程度，确保人
畜饮水安全，维护农村社会大局稳定。

二、组织领导

成立三阁司镇抗旱救灾领导小组。

政委：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抗旱救灾办公室，由丁加奇兼办公室主任，负
责抗旱救灾具体组织实施。

三、工作原则

1、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分级分部门负责。

2、预防为主，防抗结合。

3、坚持因地制宜，村组统筹，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局部利
益服从全局利益。

4、坚持以人为本，社会稳定和谐，困难群众饮水、生活保障。

四、工作措施

（一）迅速开展灾情调查。驻村干部和村干部，深入村组开
展旱情调查摸底工作，并将农作物受旱情况、干部群众开展
抗旱工作情况及旱情每3天一次上报镇抗旱救灾领导小组办公
室。水利、农业、社会事务办等部门要安排专人到各村调查
了解旱情，并及时将统计核实情况上报。

（二）认真抓好水源地特别是重点水源的保护管理。做好水
质卫生安全检测，管好水源地周边卫生，防止饮水出现问题。
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切实履行职责，深入水库、山塘，井
地做好水源保护管理、卫生安全检测，确保饮水安全。

（三）抓好人畜饮水困难地方饮水输送供应工作。各村
（居）、相关工作部门认真组织车辆，抓好运水工具及其设
备的完善，对困难饮水地方进行运水供应，确保群众生活饮
水。

（四）搞好晚稻及旱粮作物的种子供应。镇农业服务中心要
做好晚稻种子和秋玉米、红苕等旱粮种子调运供应工作，力



争早稻损失晚稻补，水稻损失旱粮补。要求进一步搞好结构
调整，进一步扩大水改旱面积，确保粮食稳定增产。

（五）抓好森林安全。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拓宽宣传渠道，
认真落实责任，实行责任到山头、责任到丘块、责任到坟头，
严防森林火灾。

（六）切实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做好村与村、组与组之
间跨区域调水的协调，确保水源得到最大有效利用，协调好
因饮水等问题发生的纠纷问题，关注鳏寡孤独、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为重点的饮水和生活问题，确保社会稳定和谐。

（七）抓好后勤保障，确保抗旱救灾有序推进。镇预算4万元
抗旱救灾经费，重点用于宣传资料，电力、燃油以及困难群
众生活保障。

（八）严格纪律，万众一心抗大灾。在抗旱救灾期间，镇取
消节假日和双休日，杜绝无特殊情况请假现象，抗旱工作中
所抽调的工作人员要服从指挥，认真履行职责。对工作中不
服从统一指挥，玩忽职守的要严厉追究相关责任并做出相应
的处理。

五、深化认识，为全面夺取抗旱救灾工作的胜利而努力工作

抗旱救灾工作是全镇当前工作的头等大事，事关全镇社会稳
定和民生问题，务必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并务实工作，
各领导小组成员务必认真履行工作职责，树立“防大旱，抗
大灾”的思想，正确分析旱情形势，从思想、组织、应对措
施和保障机制上制定抗旱预案，打一场抗旱救灾攻坚战。

送水活动策划案篇二

根据中央、自治区、市关于抗旱减灾工作的指示精神和有关



要求，为全力做好今年抗旱减灾工作，结合我旗实际，制定
本方案。

落实李克强总理关于防汛抗旱工作重要批示要求，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预防预备和应急处突相结合，周
密安排部署，狠抓责任落实，全力抓好抗旱减灾工作，切实
保障全旗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宗旨，坚持“统筹
兼顾、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实行先生活、后生产，
先地表、后地下，先节水、后调水，科学调度，优化配置，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

立足“抗大旱、救大灾”，压实抗旱责任，超前谋划部署，
狠抓工作落实，力争实现全旗人民群众抗旱减灾意识普遍增
强，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明显提高。确保在发生干旱时，
全旗城乡生活、工业生产用水有保障，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
不遭受大的影响。

(一)加强对抗旱设施、水源的管理和保护。要把保证人畜饮
水安全放在抗旱工作的首位，进一步加强对抗旱设施的管理，
并加强对水库等水利工程的科学调度，合理利用洪水资源，
在保证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多拦多蓄，增加抗旱用水。

(二)提高耕地抗旱保墒能力。要加快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
产的高标准农田。要加强墒情监测体系建设，鼓励农民发展
绿肥、秸秆还田和施用农家肥，提高耕地保墒能力和农业抗
旱能力。

(三)做好重点领域节水工作。要加强农田节水基础设施建设，
配套节水设备，推行科学灌溉制度，推广灌溉节水技术，按
照因地制宜、适水种植的原则，大力推进农业节水。要结合
水资源特点和产业结构调整，严格控制高耗水项目，鼓励发
展低耗水的高新技术产业，努力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提高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要加快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和节水
型用水器具、计量仪表的研制推广，扩大利用再生水，合理
利用多种水源，努力减少水资源消耗。

(四)加强应急物资储备。要保证一定数量的应急抢险资金，
补充、储备足够的防汛抗旱物资、设备和机具，要对机电设
施、机械设备等进行彻底检修和保养，确保交通设施和设备
正常运转。

(五)强化宣传教育引导。充分发挥网络、微信、电子显示屏
等各种媒体平台作用，通过在重要场所、重点区域等醒目位
置悬挂横幅、标语，播放公益广告，在全社会营造关注抗旱
减灾的浓厚氛围，努力提高全民抗旱意识和节水意识；同时，
积极引导群众开展自救，尽力减少旱灾损失。

(六)强化监测预报预警。要及时掌握获取重要天气预报和旱
情实测信息，科学判断极端天气对人身安全、农作物生长可
能造成的危害，及时传达预警信息。

为加强全旗对抗旱减灾工作的领导，经旗人民政府研究，决
定成立鄂托克旗抗旱减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

常务副组长：

副组长：

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旗应急管理局，主任由常
存旺同志兼任。今后领导小组除主要领导外，其他人员如有
工作变动，由接替其行政职务人员自行接替，不另行文通知。



各部门主要职责：

旗委督查室、政府督查室：负责对各苏木镇、各部门抗旱减
灾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跟进督查。

旗纪委监委：负责做好抗旱减灾工作的监督，对履职不到位
或效果较差的部门及负责人，及时在全旗范围内进行通报，
问题严重的进行约谈问责。

旗委宣传部：负责大力报道抗旱减灾工作的安排部署和工作
推进情况，以及各苏木镇、各部门的典型经验和好做法。

旗财政局：严格按照旗委、政府相关要求，加大经费保障力
度，及时拨付专项经费，为全旗抗旱减灾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旗发改委：负责做好应急救灾物资储备。

旗林草局：负责积极推广滴灌种植、蘸根保水、反季节造林
等抗旱造林实用技术，提高苗木成活率。

旗应急管理局：负责发挥好协调联络、上传下达作用，及时
掌握受灾情况、传达上级最新要求，积极争取上级抗旱资金。

旗水利局：负责合理调配水源，有效保障农业生产和群众用
水。

旗自然资源局：负责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规
划和监督，组织开展地质灾害调查；会同气象部门发布地质
灾害气象预警信息，建立监测预警网络，提高预测预报防灾
能力。

旗民政局：负责搞好抗旱救助工作，做好灾情调查统计，及
时向上级上报灾情，争取救灾资金，解决灾民实际问题。

旗卫健委：负责提前做好卫生防疫和医疗救灾工作。



武警中队：负责做好驻地反恐维稳抢险救援。

消防大队：负责做好消防救援工作，负责指挥调度相关灾害
事故救援行为。

旗气象局：负责密切监测天气形势，及时发布预报预警信息，
根据天气条件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旗公安局：负责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依法打击谣言惑众和盗
窃、哄抢抗旱物资以及破坏抗旱设施的.违法犯罪活动；协助
有关部门妥善处理因抗旱救灾引发的群众性治安事件；协助
群众从危险地区安全撤离或转移。

旗供电分局、棋盘井供电分局：负责保障电压质量，不停电、
不断电，保证电力不间断供应。

旗农牧局：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受灾地区开展生产自救，
调度农牧业抗灾救灾物资的储备与供应，向上级有关部门报
告灾情及应急工作落实情况。

旗交通局：负责排查、监测和整治道路安全隐患，落实各项
防汛抗旱措施，确保汛期道路安全畅通。

各苏木镇：负责落实好属地管理责任，“一把手”要落实第
一责任人职责，确保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抗旱责
任制落实到位。

移动公司、联通公司、电信公司：负责通信设施的检修和维
护，切实做好通讯网络安全运行，确保抗旱减灾通讯畅通。

(一)认真履职，落实责任。各苏木镇、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属
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责任制，切
实加强对抗旱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把抗旱工作纳入重要
议事日程，形成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的责任体系，做到事事



有人抓、处处有人管。各苏木镇、各有关部门抗旱减灾工作
过程、实绩纳入全旗年终目标考核。

(二)大力宣传，形成合力。各苏木镇、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力
度宣传抗旱减灾工作的重要性，深入发动群众形成全社会参
与抗旱的合力，形成千家万户齐动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广
泛组织和动员干部职工、第一书记、农技人员和农牧民群众
开展抗旱减灾。

(三)严明纪律，强化监督。各苏木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
行抗旱工作纪律，主动服从抗旱统一调动和指挥。旗纪委监
委、两办督查室要加大力度开展督查检查，对因思想麻痹、
工作疏忽、组织不力、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人员，
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

(四)严格抗旱资金管理。要切实加强资金管理，实行专帐管
理、专款专用，不得滞留、挤占、挪用抗旱救灾资金，要坚
持登记造册，完备手续，规范建立镇村资金使用管理档案，
随时接受各级对补助资金使用的监督、审计。

送水活动策划案篇三

今年以来，屏山乡降雨量较往年同期水平减少，为有效应对
当前重度干旱气候，确保缺水村屯群众安全饮水有保障，全
面抓好我乡抗旱工作，结合我乡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坚持以人为本，把保障民生作为抗旱工作首要任务。加强抗
旱水源调度，搞好抗旱指导，确保群众活用水安全，为全乡
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一）坚持以人为本，立足保障民生。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
为抗旱的根本出发点，积极应对抗旱工作，千方百计把旱灾
损失降到最低，确保全乡经济持续发展和百姓生活安定。



（二）坚持突出重点，分清轻重缓急。优先保障生产生活用
水，努力提高抗旱水源利用率和效益。

（三）坚持全乡统筹，保障上下联动。抗旱工作实行分级负
责与部门负责相结合，以雅梨村陇浮屯和刘家村那料屯为重
点，展开统筹合理调度。

（四）坚持自力更生，动员全力抗旱。广泛动员全乡社会力
量和广大群众主动开展抗旱自救。

乡成立抗旱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指挥全乡抗旱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如下：

组长：

副组长：

组员：

（一）组织全面排查

1、对历年人饮项目使用的排查。各村（社区）要组织村干部
对本村历年来实施的人饮项目进行一次实地调查，重点查看
是否全部投入使用且正常运行，发现问题及早处理，确保项
目正常运行。

2、对人饮水源点进行排查。当前我乡旱情已达重旱程度，部
分饮水安全水源点水源枯竭的问题可能性较大，组织村干部
对所有村屯的水源点进行一次全面的'实地调查，对水源点水
源枯竭或水源点水量严重缺水的水源点，及时组织群众寻找
备用水源点。

（二）应对措施

1、组织开展送水。对排查出目前水源点水源已枯竭，短期内



无法寻找新的备用水源点的屯，以村为单位，各村（居）委
负责采取送水的方式，每天送水量要达到饮水安全保障的标
准，确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有保障。

2、组织实施应急饮水安全保障项目。一是对有备用水源点的
屯，采取紧急措施实施应急人饮项目，通过从备用水源应急
铺设饮水管网、购置抽水设备等措施，解决饮水安全保障问
题。二是对没有备用水源点的屯，由乡政府牵头，及时组织
安排打井队到点组织实施打井项目，并应急铺设接水官网，
解决饮水安全保障问题。

（一）深化认识，高度重视。抗旱工作是全乡当前工作的头
等大事，事关全乡社会稳定和民生问题，全乡干部职工要切
实认识当前旱情的严峻性。

（二）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各村、各单位要按照分级负责
的要求，尽快分解落实，责任到人。

（三）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各村、各单位要全力配合，严
阵以待，服从命令听指挥。

（四）认真检查，排除隐患。各村、各单位要根据自己的实
际，进行一次认真细致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建立台账，落实具体措施。

送水活动策划案篇四

根据中央、省、市、区统一部署和要求，各级财政紧急拨付
抗旱资金，对我镇小麦抗旱浇水给予补助。针对当前我镇持
续发展的旱情，为确保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依照xx
年中央、省、市、区财政小麦抗旱浇水补助资金实施意见，
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立足抗旱工作实际，突出抗旱重点，实行科学指导，本着便



民高效、集中连片、有效抗旱的原则。坚持抗旱保麦，实行
分类管理，努力扩大抗旱保麦面积，确保有水浇条件的'麦能
增产，轻旱麦田不减产，重旱麦田少减产。

对各级下拨的抗旱浇水补助资金，各村社区要统筹安排使用，
以扩大浇水面积。要从有利于调动广人农民抗旱积极性，有
利于提高抗旱效果出发，坚持准确、及时和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确定具体的补助方式，统一组织实施，确保抗旱
资金使用科学、合理。

小麦抗旱补助资金专项用于小麦抗旱浇水、追肥和划锄镇压、
喷施抗旱剂等补助。补贴的范围，由各村社区根据抗旱保麦
的重点区域，对农民实行浇水、追肥、划锄、镇压等麦田管
理实行补助，补贴标准按每亩10元。

各村社区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制定详细
工作计划，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周密部署，层层落实责任，
准确及时地将抗旱补贴资金发放到种麦农民手中，确保小麦
抗旱措施的落实。

(一)补助发放方式。按照便民高效的原则，结合各村社区实
际情况，由各村社区确定具体的补助方式，统一组织实施。

(二)补助资金兑现到户。对抗旱浇水和镇压划锄、追肥面积，
要严格按照登记造册、村委会核实、镇村抽查确认、受益农
户签字、张榜公示五个环节进行实施。

(三)抗旱浇水措施落实到田。要按照“浇水追肥，保苗促根；
镇压划锄，保墒增温”的技术要点，因地施策、因时施策、
因苗施策，加强分类指导，综合运用肥水，大力推进科学抗
旱，确保抗旱浇水措施在3月l上旬实施完。

小麦抗早浇水关系夏粮丰收，关系粮食供给稳定，关系农民
切身利益。各村社区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



高发重视，迅速行动，强化措施，细化方案，切实做到责任
到人、面积到户，务必确保抗旱浇水和镇压划锄措施落到实
处，确保补助政策落到实处。

(一)抓好政策宣传。各村社区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全面、
迅速、准确地将政府抗旱保麦补助政策宣传到村、到户，做
到家喻户晓。

(二)认真落实抗旱浇水面积和各项措施。各村社区要根据抗
旱保麦面积和各级分配的资金数额，认真分析旱情、水源状
况，突出重点，科学合理地安排麦田浇水、划锄、镇压，要
将抗旱任务和资金，层层分解，细化到户、到地块。

(三)严肃工作纪律。实行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户包地块的
办法，加强抗旱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执行抗旱补贴政策和
办法，严禁弄虚作假。对因工作失误，引发农民不满，影响
抗早工作的，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镇政府组织财政、
农业部门将对各村社区资金拨付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送水活动策划案篇五

根据上级党委、政府关于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作部署，为切
实解决全乡农村群众季节性缺水期间饮水困难，尽最大努力
解决缺水群众的生活用水问题，特别是确保缺水村屯群众安
全饮水有保障，全面抓好我乡季节性缺水应急送水工作，结
合我乡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坚持以人为本，把保障民生作为抗旱工作首要任务。加强抗
旱水源调度，搞好抗旱指导，确保群众活用水安全，为全乡
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通过制定和实施防汛抗旱预案，不断强化防汛抗旱意识，克服
“等、靠、要”的思想，提高干群防汛抗旱效率，在全乡形
成全民防汛抗旱的局面，达到防汛抗旱预期效果，把群众的



经济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深入了解我乡旱情不断持续并有
可能进一步发展蔓延的严峻形势，广泛动员全乡社会力量和
广大群众主动开展抗旱自救，自觉做好现有水源保护和强化
节约用水意识。主动关注雨情预报，旱季期间如有降雨，及
时通过广电广播、气象小喇叭、进村入户宣传等办法措施，
组织发动群众提早做好聚集雨水的充分准备，尽可能给水池
蓄水。各村及时开展应急送水活动，想方设法给集中供水水
池、家庭水柜送水、灌水，解决全乡缺水村屯群众饮水困难。

成立乡季节性缺水送水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乡水利站，韦江同志担任
办公室主任，成员由潘安炳、杨剑、韦忠宝、唐景、覃喜组
成。

办公室工作职责：负责了解和收集全乡旱情，及时向领导小
组和上级部门汇报，根据抗旱送水工作领导小组的指令，组
织干部群众进行抗旱工作；与现场抢救组和上级有关单位保
持联系；负责旱情的上报工作。

各村委会要立即组织开展一次全面排查，逐村逐屯开展拉网
式排查，摸清本辖区群众饮水困难情况，填写水池（含集中
供水、家庭水柜）缺水情况统计表（附件），经乡人民政府
主要领导审核签字后，将排查结果分别报送自治县水利局、
自治县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指挥部）。

坚持按照“先生活、后生产，先节水、后调度，先重点、后
一般”的原则，重点保证农村群众基本生活用水，优先保证



学校、村部供水；坚持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1.由缺水的村屯或农户提出申请，并落实管理人员和蓄水池。

2.乡村干部现场核实缺水情况。

3.乡季节性缺水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核实。

4.送水人员送水。

5.村委干部、受益群众核实送水到位情况。

为缺水农户免费送水原则上每人每天35升（如农户要求另外
增加蓄水，费用自理）。乡政府安排专人做好现场送水、灌
水现场签证工作（三方签字确认），确保送水数据真实，群
众和师生认可。

季节性缺水送水工作领导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几个灾情抢救小
组：

（一）值班组

组长：

成员：

由乡水利站、应急办共同负责。值班室设在乡水利站。负责
收集各村委报来的旱情及灾情等信息，汇总汇报乡党政办公
室。

（二）灾情现场指挥小组

组长：

成员：



主要职责：负责联络突击送水工作小组，开展以下工作：

（1）迅速掌握灾情全面情况，制定旱情救助措施，现场指挥
救灾工作；

（2）负责灾情的收集、汇总、上报；

（3）负责联络工作；

（4）负责各组之间的工作协调。

（三）突击送水工作小组

组长：

成员：

由乡水利站配备2个水箱，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以向社会购买
服务的方式租用车辆送水，在送水时需实行定量供水，同时
向群众大力宣传节约用水，“一水多用”，保障群众饮水安
全。

（四）后勤保障小组

组长：

成员：

主要职责：

（1）做好抗旱救灾物资的采购、调运工作；

（2）保证抢险救灾物资及时运送到位；

（3）做好抢救人员的生活安排。



各工作小组要严格按照上级有关规定，严格履行职责，组织
开展现场抢险救灾工作。

（一）各村委会要根据实际成立送水工作领导小组，并制定
本村应急送水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落实具体责任人，
强力推进应急送水各项工作的落实，乡直各有关单位严格服
从季节性缺水应急送水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调度，确保全乡
应急送水活动顺利开展，全乡农村饮水保障工作取得实效。

（二）各村委会要协调本辖区水量充足的屯协助缺水的屯供
水，有水户帮助缺水户供水，做到互帮互租解决当前饮水困
难期。

（三）根据防汛抗旱预案，各村委会、乡直各单位在得知灾
情后立即向季节性缺水送水工作领导小组报告，由领导小组
根据灾情做出决策，按各自分工和职责，各司其职，协调配
合，迅速有序地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确保群众有安全饮用水。

（四）各村委会、乡直各后援单位要全程跟踪各村、学校送
水情况，每个水池和水柜完成送水后必须由送水方、村干部、
接水户（屯）负责人三方签字确认，做到账实相符。乡水利
站要全程跟踪送水水源水质监测，确保送水水质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