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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水利局
关于2024年度小型水库运行管理情况的

报 告

新县共有小型水库132座，总库容6066万m3，其中小（1）

型水库20座，小（2）型水库112座，分布全县17个乡镇（区、

街道办）110个行政村。水库功能以灌溉、防洪为主，少数

水库兼具供水、养殖等综合利用功能。2024年度新县各小型

水库运行安全稳定。

一、落实责任、明确主体

1.明晰水库产权和管护主体。按照“谁投资、谁所有、

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进行水库划界，理清水库产权归

属，明确建设和管护的权责，明晰水库产权。水库产权包括

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

2.明确安全管理责任。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小（1）型

水库安全管理责任人分别为：政府责任人由县政府领导成员

担任、水行政主管部门和主管部门责任人由水利局主要成员

担任、管理单位责任人由小型水库管护中心主要成员担任。

小（2）型水库安全管理责任人分别为：政府责任人由各乡

镇、（街道、区）政府领导成员担任、水行政主管部门由水

利局主要成员担任、主管部门责任人由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服务中心主要成员担任、管理单位责任人由村委会主要成员

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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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晰小型水库所有权的基础上，落实管护主体和责任，

加强组织领导，调动各方积极性，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因地

制宜，注重发挥工程效益，探索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多种工程

管理模式，综合推进改革。坚持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实行

“权责一致、政府主导、突出重点、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

一是权责一致，明晰所有权、界定管理权、明确使用权、搞

活经营权，落实管护主体和责任；二是政府主导，强化政府

责任，加强 组织领导；三是突出重点，重点解决管护主体、

管护责任和管护 经费等问题;四是因地制宜，积极探索社会

化和专业化的工程管理模式，注重发挥工程效益。

二、强化管护经费保障

1.落实管护经费。按照工程产权界定明晰、管护责任落

实、资金持续保障的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全面建立管护经费

财政补助机制。上级拨付的项目资金要专款专用，保证国家、

省、市资金用到小型水库工程管护；小型水库巡查人员经费

和维修养护经费由县级财政负责，并纳入县财政年度预算。

《新县小型水库管理办法》（新政办〔2017〕14号）文件中

明确了我县小型水库管护经费补助标准，小（1）型3万元/

座/年，小（2）型2万元/座/年，全县共计286万元。管护人员

工资从水库管护经费中支付，发放标准为小（1）型水库管

护人员汛期1200元/月，非汛期800元/月，小（2）型水库管

护人员汛期800元/月，非汛期600元/月。其余资金按管护主

体集中使用于小型水库的维修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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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全维护经费管理机制。小型水库维修养护经费用于

工程日常维修养护，内容主要包括：坝顶、坝坡的平整、清

洁，溢洪道、排水沟的通畅，启闭设施的维护和运行，库区

管理、大坝沉降位移观测、白蚁防治等方面。涉及水库的大

修、水修复、防汛抢险等项目不在此经费范围内，通过专项

经费予以解决。

3.规范资金拨付使用程序。建立健全小型水库管护经费

使用拨付机制，规范资金拨付使用程序。县水利、财政部门、

各乡镇（街道、区）对水库管护经费使用加强监管。县水利

局组织维修养护工程的实施、验收，完善相关验收手续采用

报账制到财政申请支付。

三、提升运行管护专业化市场化水平

1.建立管养分离机制。采取“水库安全管理（管）＋维

修养护物业化（养）”的管理模式，“水库安全管理”以防

汛、防火、设备设施管理及巡查为主的职责；“维修养护物

业化养护”以日常维修，包括坝区环境卫生、设备维护、零

星工程维修、大坝沉降位移观测、白蚁防治及排水系统、上

坝道路保持畅通为职责。针对管理中发现隐患，养护单位及

时维修，形成安全管理信息共享、相互制约、隐患及时消除

的良好局面，确保大坝安全运行

2.维修养护物业化机制。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的市场

化、社会化管护模式，针对小型水库日常维护项目，应急性

强、投资小、零星分散等工程不能及时维护和专业维修实际，

通过打捆招标，竞争性择优选择技术水平高、管护实力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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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管护公司，对全县132座小型水库工程进行维修养护

工作。通过专业化公司实施水库的集中维修养护，每年编制

实施方案解决以往维修专业技术力量薄弱和施工工程安全

质量的问题。

3.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体系。为进一步加强工程运行管理，

水库管理单位修订完善了每座小型水库的《大坝安全管理应

急预案》，提升了水利主管部门及运行管理单位应对突发事

件的能力。修订完善《管理岗位责任制》、《水雨情测报制

度》、《调度运用制度》、《巡视检查制度》、《维修养护

制度》、《防汛值班制度》、《防汛抢险制度》、《防汛物

资管理制度》、《闸门启闭操作规程》、《机维修保养制度》、

《档案资料管理制度》等制度文件，不定期对管理单位制度

落实情况开展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列入年终小型水库管理目

标考核。

为及时掌握水库标准化管理动态、安全隐患和上报工作。

委托有资质、有实力的公司对小型水库统一开发运行管理平

台，供各水库巡查人员使用。实现县级运行管理平台和省级

监管平台的数据对接。巡查人员采用手机APP进行巡查检查，

实现水库管理目标、管理责任、安全评估、运行维护、监督

检查、隐患治理、应急处置、教育培训、制度规范、生态环

境、监督考核等全过程、各环节实行标准化控制和网络化管

理，实行网上实时监控和现场实地监督检查相结合，及时掌

握工程动态，提升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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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考核科学、奖惩分明的管理监督考核机制。由县

政府制定对乡镇（街道、区）政府的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

创建工作考核制度；由小型水库管理单位制定对管护人员进

行考核的考核制度，考核结果与管护人员薪酬挂钩。对管护

到位、成效明显的小型水库予以重点倾斜；对管护工作突出、

成效显著的乡镇和考核优秀、管护工作出色的工作人员给予

表彰和奖励。管护人员实行动态化管理，每年实行优胜劣汰

的进退机制。

四、建立健全“巡库员”机制

1、明确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小型水库的管理范围为：

大坝及其他设施占地；沿库岸迁赔高程线以内；主副坝下游

坡脚外不少于20米不超过50米的区域；山丘区大坝两头至分

水岭之间，平原区两坝头外延50米与大坝上、下游坡脚外50

米延长线之间；输、泄水建筑物边线外不少于10米不超过50

米的区域。小型水库的保护范围为：设计最高洪水位线以内，

大坝管理范围外延不少于50米不超过100米的区域。

2.明确防汛“三个责任人”。进一步明确小型水库防汛

“三个责任人”即政府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

人。根据《河南省小型水库管理办法》,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每座小（1）型水库,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一名政府领导成员

为行政责任人;每座小（2）型水库由乡镇人民政府确定一名

政府领导成员为行政责任人。

3.落实水库巡库员。水库巡查员实行招聘制人员备案和

培训上岗制（公益性岗位）。公开报名，竞争上岗，一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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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经乡镇（街道、区）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签订《小型

水库管理责任书》，报县水利局批准备案。

2024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