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新县水利局 2024年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
（2024 年 12 月 30 日）

一、基本情况

我县境内有中型水库2座（香山水库、长洲河水库），小型

水库136座（小Ⅰ型22座、小Ⅱ型114座）；橡胶坝3道，液压坝3

道，塘堰坝1.3万余处；万亩灌区5处（香山、长洲河、杨冲、石

堰口、王沟），万亩以下灌区207处，固定机电灌站26处，中、

小型水电站44座；地跨长江、淮河两个流域六大水系，共有大小

河流93条。2024年县水利局共开工建设13个水利工程，截至目前

已全部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二、工作开展情况

2023年及以前排查发现的涉及水利系统重大事故隐患已完

成整改清零。2024年，水利局历次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71处（水

利工程建设问题隐患33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问题隐患32处，消

防问题隐患6处），已全部完成整改。安防办督导发现的隐患问

题2处（1.长洲河灌渠施工便道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2.长洲河灌

渠施工梁架周边防护要求不达标），目前均已完成整改。目前，

水利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中，2024年目标任

务有1项暂未完成（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现全覆

盖），目前正在持续推进中，预计2025年6月前完成。

下面简要汇报安防办对照水利系统子方案检查的 8 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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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开展情况。

（一）深化水利工程建设安全整治。（2024年度目标任务：

1.主要负责人每季度对本单位开展 1次事故隐患排查，水利工程

建设项目法人每月开展 1次事故隐患排查。2.2024年，在建工程

项目实现安责险全覆盖。）一是健全落实主体责任。紧盯重要时

段、重点环节，主要负责人先后带队检查、项目法人开展隐患排

查 16次，排查一般隐患 17个，整改率 100%，水利系统连续多

年实现“零事故”。二是强化安全生产投入保障。积极宣贯安全生

产责任保险，我县在建水利工程参保安责险 112人，覆盖率 65%。

督促参建单位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目前全部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费

用均按规定计取。三是强化专项工程管理。2024 年，县水利局

共开工建设的水利工程有 13个，围绕整治水利施工企业无相关

资质证书或转包、违法分包，盲目赶工期、抢进度和恶劣天气强

行施工等问题，派出检查组 28个 112人，排查隐患 33处，目前

均已整改到位。

（二）加强水利工程运行安全保障。（2024年度目标任务：

2024年底前建立健全中小型水库“三个责任人”，山洪灾害“五级

责任人”，完善各类预案及防汛物资储备。）一是落实安全管理

责任。及时调整全县134座中小型“三个责任人”292人，调整落实

山洪灾害“五级责任人”2638人，全县1916处山洪灾害危险点已全

部纳入监测范围。成立4个水旱灾害防御应对服务技术指导组分

片包联全县17个乡镇（区、街道），加强水旱灾害防御应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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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山洪灾害、小型水库、河道、涉水项目、长洲河水库防御应对

和农村供水安全保障6个专项组，共开展技术指导9个项目14次，

推动解决问题11处。二是落实安全风险管控。修订完善县、乡、

村山洪灾害防御预案224个、超标准洪水应急预案225套，134座

中小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防汛抢险应急预案和超标准

洪水防御预案268个。青龙沟水库、晏家河治理等4个在建工程施

工度汛方案、超标准洪水应急预案8个。三是落实水利工程运行

管理。加快实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及时申报金兰、计河、刘湾

3座水库为三类坝，目前省水利厅已组织专家完成三类坝现场核

查。

（三）加强消防安全管理。（2024 年度目标任务：落实消

防安全监管责任，每季度例行 1次消防安全检查，开展消防安全

应急演练及消防安全知识培训。）一是加强在建工程现场安全管

理。编制《水利系统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水利行业冬春消防安全防范工作方案》等 2 类消防专项方案

12 份。二是加强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组织开展 5 次消防应

急疏散演练，邀请信阳市鑫政安消防开展集中培训，制定《水利

系统火灾警示宣传教育月活动方案》，扎实开展集中治理，目前

已开展 4次消防大检查，及时整改消除隐患 6处。

（四）强化安全生产风险预防管控。（2024年度目标任务：

落实水利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六项机制”，建立健全风险辨识、评

估与分级管控制度；2024 年底前完成问题隐患整改及水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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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监管信息系统相关工作。）制定印发《水利安全生产风险管

控“六项机制”实施方案》、《水利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六项机制”

预警机制》，加强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挂牌督办、整改销号、

闭环管理。运用水利安全生产监管信息系统，完成水库、水闸、

水电站等 141个工程信息录入，134座中小型水库、潢河 1号、

2号橡胶坝等共计 1088个一般危险源、272个重大危险源的系统

录入。

（五）实行隐患排查治理动态清零。印发水利领域重大事故

隐患判定标准和重点检查事项清单，明确 4大类 20项隐患清单

内容，组织干部职工、参建单位培训学习 4次 220人，推动用好

安全风险管控“六项机制”，目前 2023 年以前的及以前排查发现

的重大事故隐患存量已完成清零，暂无增量。

（六）促进安全生产监管效能提升。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

击非法盗采行为。2023年以来，查处2起影响恶劣的盗采河砂案

件，行政处罚3人，罚没12万元，两起案件均查处在案件初始阶

段，既避免了国有资源损失，又迅速消除舆情的负面影响。

（七）加大安全生产科技支撑力度。（2024年度目标任务：

加强水利安全生产信息系统使用管理，提升在线监管、自动化监

测控制和预报预警水平。2024年底前完成2024年度新县小型水库

维修养护项目。）一是加强水库安全监测系统建设。在全县132

座小型水库建设水库大坝安全监测及雨水情监测设施，实现水库

可视化管理。二是加强水库运行问题排查整治。对全县132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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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水库维修养护及白蚁防治，累计到位水利发展资金629万元，

目前正在进行财政评审，预计2025年5月底前完工。三是加强山

洪灾害预警系统运用。依据规程及时启动应急响应2次，山洪灾

害预警叫应系统发送预警信息1908条，发布水旱灾害信息快报27

期、山洪灾害气象预警7期。

（八）开展生产经营单位宣教演练。（2024年度目标任务：

组织开展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生产经营单位和“三个责任

人”“五级责任人”培训；组织开展防溺水、山洪灾害防御宣传；

开展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应急演练。）一是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培训。

制定印发《2024年水利系统安全生产培训计划》，组织开展安全

生产宣传教育培训会及在建项目水利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培训3

场，山洪灾害防御培训1场，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及防汛应急演练

培训17场，参与400余人次，完成全县132个小型水库“三个责任

人”网络培训300人次。二是加强水利安全生产宣传。通过“安全

生产月”“五进”等活动，发放宣传册400余张，配备救生衣和救生

圈700余套、救生绳200余条。三是积极开展应急演练。组织干部

职工开展消防应急演练、避险逃生应急演练9次，水利生产经营

单位防汛抢险应急演练2次，山洪应急演练223场次。

三、下步工作打算

（一）提高水利工程建设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及应急处置能

力。一是2025年底前，组织10场覆盖新入职员工、三类人员、特

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强化工程安全管理意识，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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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水平。按“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一个工程、提升一项水

平”目标，重点对水利工程建设“六项机制”要求和“水利工程建设

项目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落实等内容开展宣贯和安全管

理知识培训。二是采取“专家+专班”模式，积极开展服务指导，

加强在建水利工程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指导优化演练预案，完善

应急处理方案，提高工程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水平。

（二）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安全保障。一是重视执

法检查队伍建设，提升水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2025年年初，制

定行政执法检查培训计划，通过集中培训、实地观摩和自学相结

合，全面提高水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和业务素质。二是积极

争取上级资金，谋划山洪沟治理、水库移民等项目，储备充足防

汛抢险物资。2025年汛期前，完成水库、重要河道、人员集中地、

山洪灾害危险点等重要部位的巡查和隐患整治，指导各水库、塘

堰坝等工程管护单位严格执行调度运用计划，充分发挥水工程效

益。

（三）全面推进水利工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一是加强

安责险实施在线监管。充分利用水利安全生产监管信息系统，建

立安责险信息管理平台，在工程巡查、督查等日常安全监督检查

工作中将安责险投保列入检查项目，强化投保安责险的结果应

用，对安责险工作实施全覆盖监管。二是加强安责险政策宣传。

采取培训等方式，加大安责险的宣传和培训力度，2025年6月前

完成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现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