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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计划是一种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工具，也是一种组织和管理的
工具。我们在制定计划时需要考虑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保
持灵活性和适应性。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计划范文，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

水库 小型水库工作计划及管理篇一

一、加强组织领导，抓好宣传教育。

根据市防汛指挥部的要求，我镇将此工作列入了重要日程。
一是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镇长为组长，副书记、副镇长、
大调办副主任为副主任、各部门、单位、村(社区)负责人为
成员的防汛抗旱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防汛抗旱工作的领导，
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二是提高群众对防汛工作的认识，
通过召开镇、村组会议，加大对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针对
赶山河、虎溪河、卢堰河、格子沟、团结水库和工农兵水库
等防洪区段村民重点加强宣传。

二、完善制度建设，细化责任分工。

根据我镇实际情况，制定_抗旱防汛工作预案，进一步明确了
各级责任分工、应急抢险、灾情报告、值班安排等任务。应
急抢险、灾情报告、值班安排均落实了具体人员，明确了具
体责任，为我镇安全度汛切实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摸排检查安全隐患，做好旱、汛情况观测。

多次组织人员对防汛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对惠邻8、9组内涝
隐患点落实了专人监测，并落实惠邻村支书、村主任为第一
责任人。随时掌握雨天的水域情况，一旦有险情发生，立即



逐级向上汇报，并及时组织抢险人员疏散群众、抢救财产，
限度地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对陈家大院容易内涝
的7户群众分别落实了投亲靠友避难点，确保洪水一旦来临，
能够保证人员生命安全。

各村设立旱灾、汛情况观察员，由村水务员担任，负责观测
本区域内旱灾和洪水发生情况，能在做好灾情及时报告同时，
组织人员，迅速在现场解救伤员、疏散村民、抢救财产。确
保将隐患消除在萌芽，损失减到最小。

四、加强应急抢险演练，提高应急救援队伍战斗力。

我镇及时制定了防汛应急演练方案，并进行了一次演练。在
演练中，应急分队一接到险情报告，立刻紧急集合，并迅速
赶到险情发生地，并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有序开展人员疏散、
秩序维护、医疗救助、后勤服务等抢险救灾工作。确保了一
旦发生险情，队伍能快速反应、有序战斗、尽力量减少群众
生命财产损失。

五、配足配齐防汛物质，做好管、存、用工作。

及时清点了防汛物质储备情况，完备了抢险车辆、沙石石块、
木桩、锄头、编织袋、雨衣、救生衣、救生绳、食物等物质
储备。储存物质做到定点存放，专人管理，随时取用。

六、严格防汛值班，确保讯息畅通。

根据相关要求，镇、村(社区)、相关各单位均制定了防汛值
班表，落实了值班人员、健全了防汛值班制度，严格要求主
要领导、值班人员等在岗到位，保持电话24小时畅通。同时
落实了各村(社区)具体灾情报告信息员，确保了灾情信息及
时发现、迅速上报。

七、下一步防汛工作计划：



一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更新防汛应急预案，明确
各部门、各村(社区)防汛应急工作职责。

二是强化镇机关防汛值班纪律，并加强对值班情况的督查力
度。严格要求各村(社区)“两委”负责人24小时值班，保持
通讯畅通，如遇到突发情况及时上报。

三加大汛期排查治理力度，一旦发生汛期事故及时准确向上
级汇报。

水库 小型水库工作计划及管理篇二

（一）区20xx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该项目初步概算投资1582万元，其中中央扶贫专项资金1100
万元，中省水利发展专项资金300万元，沙湾对口帮扶资金30
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资金152万元。涉及全区6个乡镇35个村，
主要建设内容为：拟新建取水口41个，新建蓄水池78口，整
治蓄水池24口，安装管万米，新建管理房34座，配备消毒设
备34套。项目拟以乡镇为单位设计和施工招标分为3个标段，
共安乡，镇为一标段，和平乡、金河镇为二标段，吉星乡、
永胜乡为三标段。

目前该项目已进入施工阶段，完成投资100万元。

（二）区20xx年和平彝族乡桠溪村小流域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项目

该项目主要是开展桠溪村小流域综合治理平方公里。主要措
施为开展经济林种植，坡改梯、保土耕作、封禁治理等方式
在实现产业脱贫的基础上完成生态治理。计划投资450万元。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实施方案审查，财评，立项，准备进入招
投标阶段。



（三）大渡河关村坝堤防建设项目

大渡河关村坝一期堤防可研批复投资为：万元。堤防上起红
华实业有限公司已建堤防中段，下至永乐电站厂区防洪墙，
总长2km。目前项目已全面动工，完成投资2100万元。该工程
已完成围堰工程和马道以下基础浇筑，现已进入主体工程施
工阶段。

（四）维修养护项目

水库 小型水库工作计划及管理篇三

张钰菁

24082602062

浅谈我国水库移民问题

了大量问题｡

一､水库移民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

1.水库移民的贫困面大,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处于边缘化状态

降,造成与当地群众的差距越来越大｡

2.生产资料匮乏,安置区容量不足,移民的生计问题难以为继

常与当地群众产生纠纷｡

3.基础设施落后,生存环境不能满足移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4.水库移民的长期依赖和抱怨情绪,影响着自身的发展



所能及的帮扶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

二､我国水库移民问题的成因

2.对移民安置工作认识的偏差,主观上留下了水库移民问题的
隐患

移民权益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3.前期补偿标准低,后期扶持措施落实不到位

严重不足､后期扶持管理跟不上

三､坚持前期补偿与后期扶持相结合,妥善解决好水库移民问
题

2.在新建工程移民的补偿上要科学合理,确保移民重建家园的
基本需要

充分考虑移民无形资产的损失｡

3.统筹各方力量,加大后期扶持力度

民安置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4.切实维护好水库移民的合法权益

5.采取现金直补与项目扶持相结合的方式,让水库移民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

安置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水库移民问题才能得到彻底
解决｡



水库 小型水库工作计划及管理篇四

一、加快重点水源工程建设。全面完成木底箐水库工程建设
任务;完成团山、莨峨、小坪水库工程扫尾工程并组织竣工验
收;加快推进拉市海调蓄水工程。力争开工建设文海水库和腊
姑河水库。同时，要加快宁蒗县南瓜坪水库和永胜架子桥水
库、大长坪水库前期工作进程。

二、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
救大灾，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全面落实以
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抗旱责任制，做到认识到位、
领导到位、组织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高度重视和切实
做好水情、雨情、旱情的预测预报工作，增强预报时效，更
好地为防汛抗旱工作提供服务。密切关注黑龙潭群泉的出水
情况，及时做好相关的预测预报工作，超前做好相应的应急
准备，千方百计保证古城的景观用水。加大汛前检查力度，
修订完善防汛抗旱预案。抓紧对现有水利设施进行维修、配
套和改造，搞好抗旱应急水源工程建设，加强统一调度，强
化节约用水，统筹安排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提高抗旱能
力和减灾效益。适时开展中小河流治理工作。

三、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要层层落实除险加固责任
制，积极筹措配套资金，严格项目建设管理，加强项目资金
管理，强化监督检查和稽查审计，确保按中央和省里的要求
在20__年内全面完成列入全国规划内的小一型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任务。同时，抓紧编制小二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规划，
加快工作步伐，力争实现与全省同步完成小二型病险水库除
险加固任务。在20__年实施17座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含震
损项目)的基础上，除险加固13座重点小(一)型病险水库和7
座小(二)病险型水库。

四、抓好农村人口饮水安全。以解决山区缺水问题和污染、
微生物病害等水质问题为重点，实施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确保20__年解决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的目标顺利实现。同时



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完善管理办法，加强监督检查，推行用
水户全过程参与，确保工程进度、质量和资金安全，明晰工
程产权，落实管理主体，创新体制机制，加强管理维护，保
障良性运行。

七、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从严新建、改扩建取水工程取
水许可申请的审批，依照定额管理、总量控制的原则核发取
水许可证。加强对取水计量设施的监督检查。完成辖区内饮
用水功能区的确界立碑工作，加强对入河排污口设置的监督
检查和管理工作，规范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严格入河排污
口审批。继续加强对地下水资源开采的监督和管理。

八、创新水利发展体制和机制。进一步深化水管单位内部改
革，全面落实“两费”，加快水利工程管理规范化、法制化、
现代化建设，不断提升水管单位运行管理水平;加快县(区)水
价改革综合示范区建设，积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加强
水费征收使用管理;同时，进一步统筹城乡水利发展，学习借
鉴普洱水务改革的经验，深入推进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促
进涉水事务统一管理，不断完善水行政管理体制，全面提高
水资源管理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深化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
制度改革，明晰工程所有权，搞活工程使用权和经营权，落
实管护责任。大力发展农民用水户协会，加强协会规范化管
理，完善“一事一议”筹资投劳政策。

水库 小型水库工作计划及管理篇五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总库容在10万立方米以上（含10万立
方米）的已建水库。

第三条、降等是指因水库规模减小或者功能萎缩，将原设计
等别降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等别运行管理，以保证工程安全
和发挥相应效益的措施。

报废是指对病险严重且除险加固技术上不可行或者经济上不



合理的水库以及功能基本丧失的水库所采取的处置措施。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分级负责的
原则对水库降等与报废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水库主管部门（单位）负责所管辖水库的降等与报废工作的
组织实施；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管辖水库
的降等与报废工作的组织实施。

前款规定的水库降等与报废工作的组织实施部门（单位）、
乡镇人民政府，统称为水库降等与报废工作组织实施责任单
位。

第五条、水库降等与报废，必须经过论证、审批等程序后实
施。

第六条、报废的国有水库资产的处理，执行国有资产管理的
有关规定。

第七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水库，应当予以降等：

（七）因其它原因需要降等的。

第八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水库，应当予以报废：

（二）库容基本淤满，无经济有效措施恢复的；

（三）建库以来从未蓄水运用，无进一步开发利用价值的；

（七）因其它原因需要报废的。

第九条、凡符合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应当予以降等
或者报废的水库，由水库降等与报废工作组织实施责任单位
根据水库规模委托符合《工程勘察资质分级标准》和《工程
设计资质分级标准》（^v^建设[2001]22号）规定的具有相应



资质的单位提出水库降等或者报废论证报告。

水库降等论证报告内容应当包括水库的原设计及施工简况、
运行现状、运用效益、洪水复核、大坝质量评价、降等理由
及依据、实施方案。

水库报废论证报告内容应当包括水库的运行现状、运用效益、
洪水复核、大坝质量评价、报废理由及依据、风险评估、环
境影响及实施方案。

小型水库，根据其潜在的危险程度，参照本条第二款、第三
款规定确定论证内容，可以适当从简。

（一）降等或者报废申请书；

（二）降等或者报废论证报告；

（三）报废水库的资产核定材料；

（四）其它有关材料。

（五）在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跨行政区域的
水库降等报共同的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水库报废按照同等规模新建工程基建审批权限审批。

其他部门（单位）管辖的水库降等与报废，审批权限按照该
部门（单位）的有关规定执行。审批结果应当及时报同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及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备案。

第十二条、审批机关应当组织或委托有关单位组成由计划、
财政、水行政等有关部门（单位）代表及相关专家参加的专
家组，对水库降等或者报废论证报告进行审查，并在自接到
降等或者报废申请后三个月内予以批复。



第十三条、水库降等与报废工作组织实施责任单位应当根据
批复意见，及时组织实施水库降等或者报废的有关工作。

第十四条、水库降等的组织实施包括以下措施：

（一）必要的加固措施；

（二）相应运行调度方案的制定；

（三）富余职工安置；

（四）资料整编和归档；

（五）批复意见确定的其他措施。

第十五条、水库报废的组织实施包括以下措施：

（一）安全行洪措施的落实；

（二）资产以及与水库有关的债权、债务合同、协议的处置；

（三）职工安置；

（四）资料整编和归档；

（五）批复意见确定的其他措施。

第十六条、水库报废的组织实施责任单位应当妥善安置原水
库管理人员，库区和管理范围内的设施、土地的开发利用要
优先用于原水库管理人员的安置。

第十七条、水库降等与报废工作所需经费，由水库降等与报
废工作组织实施责任单位负责筹措。

第十八条、水库降等与报废实施方案实施后，由水库降等与



报废工作组织实施责任单位提出申请，审批部门组织验收。

第十九条、水库降等与报废工作经验收后，应当按照《水库
大坝注册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