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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 2022 年工作总结

（2023 年 2 月 6 日）

在各位领导和社会各界的亲切关怀下，我局 2022 年多项工

作走在全市、全国同行业前列。现将有关情况作简要总结：

一、落实“从严”要求抓党建，实现“五个到位”

一是履行主体责任到位。在年初落实了“一会一清单”，召

开党建工作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制定党建工作清单，部署全

年党建工作。强化了“一岗双责”，局主要领导亲自研究、亲自

督办，班子成员按各自分工，主动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涉及“三重一大”问题，全部由

局党委或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全年召开党委会 24 次、局长

办公会 24 次，议定事项 256 件，都实行了“季度督办制”，办

结率为 100%。二是强化理论武装到位。局党委切实将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强国等为平台，组织集中学习 6 次，专题讲座 2 次，每次会议

都安排至少 1 名局班子成员带头谈学习体会，推动形成了一批高

质量、有收获的学习成果。局党委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始终坚守意识形态主阵地，全年召开职工学习会 14 次、支部党

员大会 11 次，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广大党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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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精神上来。主动发出水利好声音，

在各类媒体刊播稿件 68 篇，推送短信 2166 条。三是党组织履职

到位。为充分发挥“头雁效应”，对 25 名基层党组织书记、班

子成员进行了轮训，提升业务能力和履职能力。局党委报送的党

建引领乡村振兴创新案例《坚持“一核主导、双轮驱动”让汩汩

“幸福水”滋润百姓心》获重庆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创新案例

2022 年十佳案例提名奖，该奖项是渝北区唯一入选案例，也是

全市唯一机关党建入选及获奖案例。局机关党委创建党建品牌

“坝上课堂”，联合市水利局共同开展“对党忠诚、始于足下”

（试行）》等 4 个制度，修订了《机关财务管理办法》等 4 个

主题党日交流活动，扩大了水利党建品牌影响力。局机关支部为

党员制作政治生日视频、赠送党员贺卡，提升了党员“政治生日

仪式感”。同时，通过开设“学点心理学”等小专题载体，创新

了主题党日活动形式，扩展了党建工作外延。四是压实党风廉政

建设到位。通过“边织边补”的方式，不断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制

度，先后制定了《限额以下国有资金投资项目采购实施管理办法

制

度，进一步加强了制度刚性约束。开展“招投标领域专项整治工

作”，针对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领域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

持续净化招投标市场环境，加强了水利工程建设领域党风廉政建

设。五是选人用人工作制度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执行到位。干部

选用都严格执行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重点把好了推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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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决定“三关”，着力全面掌握干部的德、能、勤、绩、廉。

认真执行《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和渝北委组公〔2020〕85 号文

件，全面落实了任前公示、任前谈话、廉政谈话、任职试用期制

度，较好地保证了新提拔干部的整体素质。全年新提任正科级领

导干部 1 人，轮岗交流科级领导干部正职 2 人、副职 1 人，免去

科级领导正职 3 人、副职 1 人。

二、以“项目＋资金”为抓手，夯实发展基础

全年投入水利资金 6.23 亿元，实施项目 51 个。一是注重争

取资金“眼睛往上看”，充分发挥在建水利工程稳经济大盘作用，

采取“专、抢、压”措施，主动向水利部、市水利局争取到位财

政资金 5.64 亿元，争取额居主城九区前列。二是推进市级重点

项目建设：碑口水库年度投资计划 3 亿元，完成了厂房基础浇筑

量和下游隔墩、消力池、右岸三孔孔泄洪闸、右岸挡水坝基础混

凝土浇筑 8.5 万 m³，闸门、水轮机金属结构已订制并开始制作，

实现了预期目标。三是保障和服务好民生：实施农村饮水项目

11 个，改造和新增供水管网 550 公里，完成投资 5520 万元，提

升饮水保障受益人口 6.93 万人，提升了乡村振兴措施满意度。

我局充分使用好资金，尽力发挥最大效益，被市财政局、市水利

局联合评比为全市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第一名。

三、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河长制工作落地见效，御临河示

范河流成为全市“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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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落实落细巡河查河制度，组织或协调全区各级河长巡河

查河 10952 次，发现重要问题 33 个，整改率达 100%。区级河长

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调度河长制工作 21 次。二是深入实施“一

河一策”，分解了 16 条区级以上河流年度“一河一策”任务，

并实施了月报月调度制度。三是贯彻落实市总河长令，印发了《深

入开展查河要实、治河要实、管河要实专项行动方案》，全流域

排查“三排”“三乱”“三率”问题 12 个，整改率达 100%。四

是创建的市级示范河流推进有序，争取区委、区政府对此 3 次开

展专题研究，区级河长、区河长办调度 16 次。拟实施的计划建

设项目 24 个，已全面完成目标任务。五是加大群众参与和新闻

媒体传播作用，37 次报道我局河长制相关工作，市河长办工作

简报采纳刊登我区信息数量名列全市前茅，提高了河长制工作的

受众面和影响力。撰写的《凝聚红色力量，守护清清河水——重

庆市渝北区推行“党建＋河长制”的创新实践》被水利部向全国

推广。区水利局局长被市水利局和市人社局表彰为全市河长制工

作先进个人。

四、以“抗大旱保供水”为重心，农村饮水得到充分保障获

多方点赞

一是确保保水供水。面对自 1961 年有连续气象记录以来最

严重旱情，我局组织成立抗旱保供水工作专班，开展“攻坚行动”。

领导干部包片下沉 14 个镇街一线村社，对全区 121 个集中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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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和 205 处分散供水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巡查监测 2213 人次，

在全体干部职工和镇村干部的齐心努力下，以“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为己任，坚持防洪与抗旱两手抓，灾害与风险共同防措施，

做到了未溃一堤、未垮一坝、未亡一人，坚决守住了不因缺水发

生返贫和整村连片缺水目标，全区农村供水保障总体较平稳，得

到人民群众的连连称赞，市水利局向区委、区政府发来书面感谢

信，给予充分肯定。二是打好工作提前量，让“明年的事今年办”。

争取到国家和市级抗旱资金 845 万元，为镇街购置应急抽水设施

设备，对统景、大湾和石船等镇少数供水保障薄弱环节采取了工

程措施。为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秋冬连旱及春节期间用水高峰，

我局在 10 月下旬再次成立工作专班，对全区供水保障进行了“大

普查”。三是水质得到逐年提升并持续稳定。指导督促供水单位

强化运行管护，使农村水质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84.21%，处全市

领先水平。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3%，走在全市前列，专

业化服务人口占全区农村供水人口的 95.76%，真正实现了同质

同价，牛头岩水厂、统景水厂等 5 个水厂被评为“市级示范工程”。

五、以“水利一张网”为支撑，建成全市最好、在全国有一

定影响的“智慧化指挥中心”，水旱灾害防御更加坚强

一是抓信息集约化管理。建成了集三维电子沙盘和信息化系

统为一体的全市首个水旱灾害防御智慧指挥中心，整合共享了

120 个水利信息采集点、25 个视频监控设施等水利信息资源，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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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级部署、多级应用的监测、预警、响应一体化水旱灾害防御

三维电子地图系统，收到险情、会商、派员出险时间从过去的

1.5 小时，提速到 30 分钟。二是抓防御基础建设。完成了水旱灾

害致灾、洪水灾害隐患及山洪灾害隐患调查、山丘区中小河流洪

水淹没图和干旱灾害风险评估并通过市专家组审查，目前正按照

全市统一部署开展自然灾害综合评估与区划成果评审，提升致灾

风险辨别能力；完成长江、嘉陵江、御临河、大洪河、平滩河 5

条河道的防洪管控水位复核确定和后河、朝阳河、温塘河等 11

条流经城区河道、镇街、农村重点地区和所辖水库的防洪管控水

位确定。三是抓物资储备。及时补充移动电源、防汛木桩、手摇

报警器、铜锣、口哨等水旱灾害防御物资并全部分发到 54 个山

洪灾害危险区、5 个防洪薄弱点和 55 座小二型以上水库，确保

第一线物资储备充足，打通抢险救灾最后一公里。

六、以“41 项重点+65 条要点”为施力点，深化拓展“十五

条硬措施”，实现安全“零事故”

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制定了水

利安全生产 41 项重点工作及 65 条操作要点，按照“四不两直”

“行政+专家”扎实开展水利安全生产检查，特别是针对在建水

利水电工程项目，强化了“两单两卡”推广，全面落实一线员工

岗位责任制，重点排查基础设施、机械设备、作业现场、防控措

施中的隐患，出动检查 167 次，检查水利项目 23 个、水库 55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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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检查意见书、隐患整改通知书 131 份，查出隐患 193 处，并

逐个跟进督促落实整改，全年未发生一起责任事故。强化水利工

程质量监督工作，对 23 个在建项目，采取主监、巡监、专家核

查、飞检开展了质量监督检查工作，加大水利工程建设全过程监

管力度，切实强化了水利工程建设管理。

七、以最大化争取资金、最大化争取项目、最大化争取帮扶

为措施，用心尽情答好了“三峡移民民生卷”

一是开展了我区三峡后续工作 2023-2025 年滚动项目库编

制及入库工作，首期入库项目 21 个，申报专项补助 3.72 亿，目

前首批项目已通过水利部核准。二是实施年度项目 13 个。协助

区级重点项目龙兴古镇改造提档升级，成功增加专项资金补助

6207 万元。三是及时足额发放了帮扶资金直补到人 336 人；拨

付三峡水库农村移民摊薄资金 2206 人；同时，发放了集镇移民

困难补助资金和集镇移民特殊救济补助资金。积极做好对口支援

工作，争取到新一轮安徽省给我区无偿援助资金 5425 万元。

八、以全方位、多层次普法宣传为重心，以专项行动为手段，

维护良好的水事秩序

一是普法工作见成效。在全市水利行业率先开设了“普法课

堂”，为全区所有镇街执法队伍负责人讲解水利管理事项法律法

规，厘清镇街和水行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范围、权限和职责；送法

律进企业，化解了观音洞水库水源保护管理工作带来的投诉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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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影响；为全系统人员讲解《行政处罚法》，提升干部职工的法

律素质和依法行政能力；在全市水利系统第一个建立“法学屋”，

陈设了 300 多部法律法规书籍，搭建起法律咨询、普法学习、法

治教育为一体的水利法律服务载体，执法支队长荣获全国水利系

统普法先进个人。二是专项行动力度大。开展执法专项行动，巡

查 70 余次，出动执法人员 300 余人次，推动解决水事相关问题

60 余个，立案查处水事违法案件 15 件，水事纠纷排查化解 22

件，罚款 6.88 万元，罚款额创历史新高；开展河道“清四乱”

专项行动，排查复核水利部下发疑似碍洪图斑 78 个，审查涉河

建设项目13个并对历年审批的30个涉河建设项目批建一致情况

进行了复核。三是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全流程监督管理。

审批和备案水土保持方案 76 个，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 247 万元，

跟踪检查生产建设项目 160 次，与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开展联合监

管 2 次，督促完成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自主验收及备案 45 个，

开展验收核查项目 10 个，核查水利部、市级下发的疑似扰动图

斑 129 个，查处违法项目 27 个。四是拟定了《水事违法行为免

罚、从轻处罚清单》，探索在新形势下推行柔性执法、说理式执

法的新举措，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九、以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做好管水、保水两篇文章，

水资源管理和水保监测水平位列全市第一

一是 2021 年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达标率考核中取得全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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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通过加强生态流量管控，编制完成渝北区后河、朝阳河生态

流量保障方案，将东方红水库、苟溪桥水库大坝分别作为以上两

条河流控制断面，安装了生态流量在线监测设备并将监测数据信

号接入水资源综合管理系统实施动态监管，为严格水资源管理工

作提供数据支撑。二是建成了全市最先进的综合监测站东河小流

域水土保持综合监测站，集小流域出口控制站、集水控制站、自

然坡面径流场、气象观测站、遥测雨量站、实验室于一体，提升

了水土保持综合监测能力。水土保持站被水利部评为全国水土保

持工作先进集体。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系统干部职工踊跃报名，主动下沉，

先后 16 批 213 人次参与到抗疫主战场，阐释出了“胸怀全局、

服务人民，愿拼敢拼、不掉链子”的新时期渝北水利人文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