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单位名称 如皋市水务局

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水利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省市决策部署并负责实施。拟订全市水利发展政策。2、

负责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编制全市水资源规划和区域水利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水土保持规划等水利规划。编制全

市水域及其岸线利用、主要河道治理和河口控制等专业(项)规划。对有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国土空

间规划中的涉水内容提出意见建议，组织开展重大建设项目的水资源、防洪、水土保持论证评价工作。3、负责生活、生产经

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和保障。组织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拟订全市水中长期供求规

划、水量分配方案并监督实施。负责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资源调度。组织实施取水(含矿泉水、地热水)许可、水资源论证制度，

组织指导开展水资源有偿使用工作。指导水利行业供水、排水和再生水利用工作。4、负责水资源保护工作。组织编制并实施

水资源保护规划。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有关工作，按规定组织饮用水源地设置论证工作。负责地下水开发利用和地下水资源

管理保护。组织指导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对主要河道和地下水实施监测，发布水资源简报。按规定组织开展水资源调查

评价和水资源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工作。5、负责节约用水工作。拟订节约用水政策，组织编制节约用水规划、拟订相关标准并

监督实施。组织实施用水总量控制等管理制度，指导和推动全市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牵头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6、负责水

利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和资金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全市水利建设资金的计划、使用、管理及内部审计监督。研究提出有关水利

的价格、收费、信贷、财务等方面的意见。7、组织实施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和质量监督。负责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负责水

利建设市场的监督管理。编制水利基本建设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组织实施全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监督工作。依法负责

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工作。8、组织指导河道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保护与综合利用。组织指导主要河道及河口的治理、开发和

保护。组织实施河道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河道生态流量水量管理以及河道水系连通工作。9、组织指导水利设施的管理与保护。

组织编制水利工程运行调度规程，指导泵站、堤防、水闸等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与确权划界。负责市属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

10、指导农村水利工作。组织开展大中型灌排工程建设与改造。指导农村饮水安全、农村河道疏浚整治等工程建设与管理工

作，指导节水灌溉有关工作。指导农村水利改革创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牵头负责农村地区水环境治理工作，推进农村

河道整治工作。11、组织指导水土保持工作。监督实施水土保持规划，指导水土流失综合防治、监测预报并定期公告。负责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市重点水土保持建设项目的实施。12、负责水旱灾害防御及水量调度工作。组织

编制洪水干旱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承担水情旱情监测研判预警工作。组织编制主要河道和重要水工程的防

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承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承担台风防御

期间重要水工程调度工作。13、指导三峡移民工作。贯彻落实三峡移民有关政策，指导监督三峡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实施。

14、组织水利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组织指导全市水利行业技术标准、规程规范的实施。组织指导水利信息化和水利行业对

外合作与交流工作。15、负责重大涉水违法事件的巡查发现、移交，协调和仲裁部门和镇(区、街道)间的水事矛盾纠纷。组

织指导水利行政许可、水政监察和普法宣传工作。配合做好水行政执法工作。负责全市河道采砂的统一管理和监督检查。16

承担市河长制办公室的日常工作。17、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单位编制数 16 人，实际 20 人，下设办公室、水资源和水保科（法制科）、工程管理和监督科（行政服务科）、财务审

计科（三峡移民办）、河长制综合科、安全生产监督科、建设管理中心。

预算安排及 全年预算数（万元） 实际支出数（万元）

支出情况 资金总额 49317.78 22704.05

基本支出 1320.1 1273.28

项目支出 47997.68 21430.77

其中：其他运转类项目支出 743 825.85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 47254.68 20604.9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全年指标值 分值 评价要点及评分规则
实际完

成值
得分

决策(6)

计划制定

(2)

中长期规划健全性 健全 1 是否健全，按完成情况记分 健全 1

工作计划健全性 健全 1 是否健全，按完成情况记分 健全 1

目标设定

(2)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1 是否合理，按完成情况记分 合理 1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1 是否明确，按完成情况记分 明确 1

预算编制

(2)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1 是否科学，按完成情况记分 科学 1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1 是否规范，按完成情况记分 规范 1



过程(26)

预算执行

(8)

预算调整率 0% 1 按完成情况按比例记分 0% 1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 按完成情况按比例记分 100% 1

预算执行率 100% 2 按完成情况按比例记分 100% 2

结转结余率 0% 1 按完成情况按比例记分 0% 1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 按完成情况按比例记分 96% 1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1 按完成情况按比例记分 0% 1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 按完成情况按比例记分 100% 1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无 按完成情况按比例记分 无 无

预算管理

(6)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1 是否健全，按完成情况记分 健全 1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2 是否合规，按完成情况记分 合规 2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 按完成情况按比例记分 100% 1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1 是否完善，按完成情况记分 完善 1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1 是否公开，按完成情况记分 公开 1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无 是否合规，按完成情况记分 无 无

资产管理

(3)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1 是否健全，按完成情况记分 健全 1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1 是否规范，按完成情况记分 规范 1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 按完成情况按比例记分 100% 1

项目管理

(3)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1 是否健全，按完成情况记分 健全 1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2 是否规范，按完成情况记分 规范 2

人员管理

(3)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1 是否健全，按完成情况记分 健全 1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1 是否有效，按完成情况记分 有效 1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 按完成情况按比例记分 73% 1

机构建设

(3)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 按完成情况按比例记分 100% 1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

率
100% 1 按完成情况按比例记分 100% 1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1 是否有效，按完成情况记分 有效 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全年指标值 分值 评价要点及评分规则
实际完

成值
得分

履职

防汛抗旱工

作

防汛抗旱减灾体系进一步

完善

完成年度任务

目标
5

强化汛前防御准备，开展防汛专项

排查，应急处置，实施防汛应急工

程，统筹防洪抗旱与生态调水等。

完成 5

水生态水环

境治理

开展水生态水环境治理

工作

完成年度任务

目标
6

实施区域水环境治理项目建、生态

河道建设、做好控导工程自动化改

造，落实控导工程管理责任等，常

态开展水环境督查工作。

完成 6

河长制工作 深入推进河长制工作
完成年度任务

目标
5

常态化巡查督查，管控河道“清四

乱”，全面实施“自己的河道自己

管护”。

完成 5

水利工程项

目建设推进

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

做好争资争项工作

在规定时间节点

内完成项目建设

任务

6

实施通扬运河（如皋段）整治工程、

农村生态河道建设工程、焦港幸福

河湖建设、如皋市水系连通及水美

乡村试点县、沿江生态景观带二期

工程等项目工程。

完成 6

水利工程监

督管理

强化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
全年“零事故” 4

加强项目工程的监督管理，制定内

控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工程招投标

制度，严格落实工程质量安全、施

工安全制度，全年无安全事故。

完成 4

三峡移民后

期扶持工作

完成2022 年度后扶项目实

施、直补等工作

完成移民后扶工

作
4

按时发放移民直补资金、传统节日

慰问、困难救助等；完成后期扶持

项目建设任务。

完成 4

效益

经济效益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完成 6
实施农村生态河道、农业综合水价

改革等项目，提高农村灌溉条件
完成 6

社会效益 防汛抗旱减灾 完成 8 统筹防洪抗旱与生态调水 完成 8

生态效益 改善水环境 完成 7
开展河长制、水环境整治及督查、

片区化治理。
完成 7

可持续影响
民生水利、水资源、水生

态的可持续
完成 7

实施水利工程建设、水资源管理、

水环境整治等
完成 7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

意度
群众满意度 ≥90% 10 按比例记分 ≥90% 10

合计 100 100

绩效等级 优



主要成效

2023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水务局上下一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顺利完成年度各项工作任务。全国平

原水网建设示范项目焦港幸福河顺利建成并通过国家级复核评估，全国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项目快速推进，获评

省级生态清洁小流域两个，焦港闸高分通过水利部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评价验收，全市 15 个市考以上断面优Ⅲ类比例继续保

持 100%。

（一）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取得新进步

一是水旱灾害防御基础更加坚固。坚持将功夫下在汛前，做足防汛备汛准备，组织专业力量对沿江堤防和 20 座闸站、涵

洞以及长江沿岸 78 家重点企业、93 个低洼易涝点和 77 栋危房进行全面排险，开展张靖皋大桥建设工程度汛专项检查、主城

区地下空间专项检查和防洪工程白蚁等害堤动物隐患专项整治，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举办全市防指联络员防汛抗旱防台

工作培训班，组建 5 支 105 人的水利防汛抢险专业救援队伍，切实打牢水旱灾害防御坚实基础。二是全域引江调水效能持续

释放。统筹做好控导工程自动化改造，落实 66座控导工程管理责任，打通与通州交界的退水通道，推进水利工程运管规范化、

一体化。截至目前，我市三座中型闸共引水 414 潮次，引水量 47412.4 万方，排水 31潮次，排水量 34835 万方。焦港泵站开

机历时 12070.4 台时，提水量 50284 万方，确保全市主要河道水位保持在 2.5 米左右，有效保证全市农业灌溉用水需求，重

点断面水质持续达标。成功防御“7·6”强降雨，有效缓解城市内涝和农田积水情况。三是险工险段防御成为全省样板。针

对我市防汛特情和重要点位实情，研究修订细致有效的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和防御台风应急预案，创新形成简便实用的“一张

图、一张表”。成功举办长江联防片区度汛风险隐患重点防御工作现场会，以长青沙西南缘险工险段防御为示范点，持续开

展防御应急预案实战演练，全力构筑险工险段安全坚固屏障。此项工作被省水利厅高度肯定，并推广为全省风险隐患重点防

御的经验范本。

（二）重要水利工程建设斩获新成果

一是生态河道覆盖率有提升。根据《2023 年农村水利工作实施意见》文件要求，狠抓生态河道建设工程监督管理，快速

推进工程高品质建设。全年完成总投资 3000 万元，建设农村生态河道 77.4 公里，原生态河道提升 26公里。截至目前，经省

水利厅审核通过的全市生态河道覆盖率达 44.8%，预计今年全市生态河道覆盖率将达 50%。二是示范河道建设效果明显。对照

江苏省幸福河湖评价办法和评分标准，大力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年底前建成幸福河 139 条（段）。全国平原水网建设示范项

目焦港幸福河已经全面完工，并通过水利部和江苏省水利厅的联合验收，成为全国首批、江苏唯一的幸福河湖项目。以焦港

幸福河建设为示范，推动如皋全域幸福河建设，同时在全省范围内，推广焦港幸福河建设过程中总结的好做法、好经验，为

江苏幸福河湖建设贡献如皋智慧。全力推进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项目建设，全年完成总投资 14434 万元，整治河

道 151.6 公里，建设水美乡村 4 处，改建吴窑镇水文化公园 1 处。三是骨干河道整治稳步实施。实施通扬运河（如皋段）整

治工程，工程总投资 19591 万元，疏浚河道 36.7 公里，新建护岸 49.6 公里，新建、改造涵洞 149 座，目前已通过合同工程

完工验收。如泰运河（如皋西段）接通工程已完成审计，沿江生态景观带二期工程已完工验收。沿江生态景观带二期续建工

程丝渔涵闸至长江大桥间 2.3 公里已招标落实总承包单位，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四是黑臭河道实现动态清零。围绕农

村人居环境提升，不断深化与攻坚办、人居办协同配合，深入组织农村黑臭河道排查整治。2023 年，共排查农村黑臭河道两

条，目前已经通过南通市河长办验收，正在准备等级以上农村黑臭河道治理存量动态清零公示，接收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监

督。

（三）行业综合监管水平有了新提高

一是水资源管理节约高效。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坚守用水“三条红线”，紧盯高质量考核用水量指标，强化水

资源规范化管理与保护，持续开展非法取水专项整治，组织重点用水单位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工作培训，大力推进省级节水载

体创建工作。2023 年，成功创省级建节水型企业两个、节水型小区两个，行政取水许可企业 4家。二是全市涉水监管正规有

序。强化水土保持赋权审批，截至目前，全市水土保持审批项目 60个，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 252.59 万元；狠抓水土保持图

斑存量销号，2023 年完成核查水利部、水利厅交办水土保持图斑 65 个，水土保持自主验收项目报备 21 个。持续保持长江及

内河非法采砂高压态势，严格码头疏浚报批监管，牵头推进河湖保护专项执法行动。今年以来，开展联合巡查 22次，立案查

处案件 9 起，其中非法取土 4 起，共拆除非法采砂机具 4套。开展水利部交办遥感图斑核查，已完成全部 959 项图斑的核查

工作，共排查出 3项需整改项目。已通过省级审核长江岸线图斑 41 项，其余 961 项内河图斑，计划年底前完成整改。三是行

业安全风险平稳可控。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紧盯水利工程建设运行关键节点，开展监督检查 28 轮次，督促整改各类问题

隐患 375 个。着力提升水利系统整体本质安全水平，开展“四进”安全常识宣讲活动 22场次，组织 60 余名安全管理人员参

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专项培训，落实闸管运行等各类应急演练 9 场次。开展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巡查和质量提升活动 20 余次，

发放质量检查意见 10 余份，确保在建水利工程质量可控。

存在问题 1、绩效目标需进一步细化、量化。2、项目支出未达到预期目标。

整改举措
1、开展预算绩效目标个性化的研究，进一步完善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设置，确保绩效目标设定更加科学 、合理。2、积极争取

项目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