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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势提能担使命 勇争一流创实绩
全力支撑保障湖北水利高质量发展

——写在湖北省水利事业发展中心成立三周年之际

一部湖北发展史，也是一部治水史。
水之于湖北，一方面是最大的资源禀赋，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支撑、基础保障，另一方面也承受着水安全风险，荆楚安
澜，必先治水。

牢牢守住水安全底线，是湖北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使命
担当。

自2021年7月成立以来，湖北省水利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讲政治
作为第一要求、抓党建作为第一责任、重实干作为第一导向、促
团结作为第一境界、谋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充分发挥党委领导
核心作用、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把坚
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到全过程、各方面，推动组

织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
围绕流域综合治理、湖北现代水网先导区建设、重大水利

工程谋划推进等大局大势，全面提升支撑保障能力，全力服务
水利现代化建设，在防汛抗旱、项目建设、运行管理、质量监督、
稽察督查等方面谋深谋实谋细，努力当好全省水利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智囊团”“冲锋队”。

千湖之省，百川之地，如何与水共融共生，始终
是湖北的一道必答题。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加快建设全国构建新
发展格局先行区，并将“科学谋划建设‘荆楚安澜’现
代水网”纳入省级战略部署。

省水利事业发展中心深度参与编制的《湖北省
“荆楚安澜”现代水网规划》，成为首个通过水利部审
核的省级水网规划。我省水网先导区建设启动以
来，省水利事业发展中心组建工作专班，全程参与实
施方案讨论、起草、修改等工作，助力湖北省在实施
方案竞选中名列前茅，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省级水
网先导区。

放大“水之优”，破解“水之忧”。眼下，作为首
批国家现代水网建设省级先导区，湖北正扎实推
进流域综合治理，高效构筑“荆楚安澜”现代水网，

加快建设引江补汉沿线输水、姚家平水利枢纽
等多项重大水利工程，牢牢守住水安全底线，实
现水资源的永续利用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目前，全省各地增发国债水利项目正抓紧
建设，确保年内完工。省水利事业发展中心站
位全局、立足职能、主动作为，参与增发国债水
利项目领导小组各专班，主要承担领导小组会
议、调度会议、情况通报等综合性文稿起草，同
时参与全省增发国债水利项目管理系统研发，
协同做好项目建设管理、综合调度等工作，深度
参与国债水利项目前期，具体承担部分省级审
批项目的技术审查和把关，为项目实施提供强
力支撑。

把准大势“谋”、聚焦重点“参”、锚定方向
“干”。围绕全省水利中心工作，省水利事业发展

中心充分发挥建言献策作用，积极参与全省重大水
利项目建设调度、水利建设“五大开门红行动”、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五大攻坚战”、稳住经济大盘水利
十条措施等重点任务，承担起水利高质量发展技术
支撑和服务保障的重要职责，部分综合性文字材料
转化为水利行业指导性文件，在更高层次、更高水
平上当好参谋助手。

服务数字化流域建设。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
准，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不断锻造忠诚干净担
当的水利铁军，增强干部队伍整体效能。组建水利
专家库，为全省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队伍支
撑。围绕数字赋能，组织研发、基本建成全省质量
监督服务平台、质量检测管理系统、水利稽察工作
平台，实现对在建项目的动态监管，不断提升水利
信息化、智慧化水平。

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
提出：“坚决守住流域安全底线”，并将其置于坚决
守住湖北加快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的
安全底线之首。

重点工程建设是湖北流域治理的大动脉、主筋
骨。作为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领域，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对稳住经济基本盘具有重大意义。

省水利事业发展中心自成立以来，全力配合重
大项目谋划和推进，组织制定4个牵头重大水利项
目推进工作方案，完成项目法人组建。截至目前，
长江干流堤防（湖北段）提质升级工程、洞庭湖四口
水系综合整治工程项目、丹江口水库库滨带治理工
程已基本完成可研报告编制；汉江及其他重要支流
治理工程已全部完成前期工作。

一边谋划推进重大项目，一边加快法人项目竣
工验收。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2021年，省水利事业发
展中心成立荆江大堤综合整治工程竣工验收工作
专班，组织环保和水保专项验收，压茬推进相关工
作。当年12月，总投资18.43亿元的荆江大堤综合

整治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这是我省“十三五”期
间开工建设的全国172项重大水利项目之一，也是
我省首个通过验收的“十三五”期间建设的全国重
大水利项目。

湖北省洞庭湖区四河堤防位于长江中游荆江
河段南岸，范围包括松滋河、虎渡河、藕池河、调弦
河等4条在湖北省境内的主河道、部分串河和支流
河道的堤防以及荆江涴市扩大分蓄洪区围堤涴里
隔堤，堤防总长706.035公里。洞庭湖区四河堤防
加固工程总投资38.4亿元，于2010年 1月开工，
2018年3月主体工程完工。省水利事业发展中心
成立洞庭湖区四河堤防加固工程验收工作推进专
班，强力推进竣工验收。2023年完成项目水保、环
保专项及档案验收及备案，今年1月，项目顺利通过
完工验收，正抓紧推进移民省级终验和工程竣工验
收，有效发挥重大工程强功能、保安全、惠民生的重
要作用。

相对于主要江河，中小河流串联的城市、乡村、产
业和人口更多，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联系更为密切。

适应中小河流治理新形势新要求，省水利事业
发展中心牵头起草《湖北省高质量推进中小河流系

统治理工作方案》，组织编制中小河流系统治理规
划指南，推进以流域为单元的中小河流系统治理，
增强中小河流应对洪涝灾害和防控风险能力，并持
续推动中小河流建设进度。组织蕲春蕲水、黄陂滠
水、黄州长河、远安漳河等项目技术审查，赴襄阳、
黄冈、咸宁等地督导中小河流项目进度，累计完成
151个项目建设任务。此外，近年来，推动三峡后续
河道治理项目实施，完成治理长度26.09公里、中央
投资3.16亿元。

防汛历来是湖北“天大的事”。每年汛期，省水
利事业发展中心树牢底线思维、主动担当作为，全
员参与值班值守，全程参与防汛会商，全力配合检
查指导。2022年，全面开展长江、汉江崩岸风险排
查，完成仙桃鄢湾崩岸应急整治技术审查和现场指
导等工作；2023年汉江秋汛恰逢国庆期间，全员返
岗参与秋汛防御工作，汛后迅速赴汉江中下游沿线
开展水毁排查和调研指导。今年以来，已组织对17
座跨省跨市水库（水电站）及3座省管泵站防汛预案
进行技术审查。近年来，对40座水库（水电站）、14
个水闸开展安全评价，各项技术支撑为完善全省流
域防洪工程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水利事业发展的深入推进，全国水利建设呈现一
片繁荣景象。

如何全面做好水利工程建设质量管理，长效保障水利工程功能稳定，
是当前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任务。针对新形势新要求，省水利事业发展
中心不断加强质量管理制度建设，强化质量监督检查、项目稽察和日常检
查工作，持续压实质量责任，工程实体质量明显提高，全省水利工程质量
管理水平取得显著进步。2023年，全省5项工程获得中国水利工程优质
（大禹）奖，获奖数量位列全国前列，28项工程获得湖北省水利工程优质奖
（江汉杯）。

提成色，质量监管“实”起来——
聚焦省管项目发力。省水利事业发展中心现场指导鄂北地区水资源

配置工程等重大项目质量管理工作，为鄂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工程全线通
水和初期运行打下坚实基础。对新开工省直水库和灌区改造项目，精心
组织首次进场质量监督。紧盯质量管理薄弱项目、薄弱环节，采取“常检+
专检+突检+巡检”工作模式，积极推行分类监管和差别化监管。近年来，
深入施工现场对26个项目开展全方位现场监督112次，实现省管项目全
覆盖，质量监管效能不断增强。

聚焦质量飞检强基。采取“一事一委托”办法，随机派员监督现场飞
检，开展水利枢纽、调水、分蓄洪、水库、泵站、堤防、中小河流、灌区等8大
类76个项目飞检工作。印发《质量飞检情况专报》，督促相关问题整改，全
省水利工程质量稳中有进、总体向好。

增亮色，履职巡查“严”起来——
抓紧省内巡查。每年组织开展质量监督履职巡查工作，对全省17个

市州及13个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开展巡查，现场抽查水利项目，印发质量
监督履职巡查“一市一单”，地方能力建设、制度建设、监督实施等更加规
范；强化履职巡查结果运用，将其纳入质量考核排位，引导地方进一步落
实监督机构、人员和经费，县级“接得住”“管得好”的效应不断释放。

抓好部级巡查。做好水利部质量巡查和质量考核迎检工作，我省质量
监督履职情况特别是首创质量监督政府购买服务以及率先推行质量终身责
任制的做法，获水利部充分肯定，考核结果连续多年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显特色，标准体系“立”起来——
编制出台地方标准。为适应扩权赋能强县新形势、新要求，提升基层

质量监管标准化水平，组织编制《水利工程质量监督规程》，通过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评审，作为地方标准发布实施，填补我省水利建设领域标准空
白。

构建定额管理体系。组织开展水利行业造价定额管理工作调研，形
成《湖北省水利工程定额管理规划项目调研报告》，服务领导机关科学决
策；组织编制《湖北省水利工程定额管理规划》，我省水利工程定额管理体
系逐步构建。

铸底色，稽察内功“强”起来——
扎实推进省内自主稽察。坚持监督检查和指导帮助并重的原则，开

展水利工程前期、建管、进度、资金、质量和安全等“多维稽察”，近年来，分
期分批高效完成128个项目稽察和监督检查，及时提交相关成果，督促问
题整改。

建强用好稽察专家队伍。省水利事业发展中心每年举办全省水利稽
察专家培训班，邀请专家讲、组织学员谈，深入推动水利稽察规范化和专
业化建设，为确保全省水利工程“四个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回望过去，省水利事业发展中心在全心服务保障水利事业高质量发
展上迈出坚实步伐，交出一份合格答卷。展望未来，省水利事业发展中心
将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勇
担发展之责、多行务实之举、激发成事之能、推动水利之进，为奋力谱写中
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水利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堤防是重要的水利基础设施，在保障防洪、供
水、灌溉、经济和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千湖之省如何树立堤防管理标杆、筑牢“安全
堤坝”？

——推进堤防标准化管理。省水利事业发展中
心严格落实水利部《关于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
的指导意见》，指导各级堤防管理单位编制标准化工
作手册，组织各地和厅直单位编报堤防管理单元，为
标准化管理提供基础支撑。按照《湖北省堤防工程
标准化管理评价办法》，推动27个堤防工程单元通过
标准化管理省级评价，7个堤防工程单元通过水利部
评价省级初评，堤防工程管理不断提档升级。

——开展堤防运行管理检查。按照“双随机一
公开”的原则，省水利事业发展中心多次赴荆州、黄
冈、鄂州、咸宁、襄阳和省汉江河道管理局等地区
（单位）管理一线，检查堤防运行管理情况，督促整

改提高；结合省级河长委托开展的长江巡查工作，
组织巡查长江武汉段、咸宁段、鄂州段，发现和报送
河道管理问题，借力河长制，解决管理难题。

湖北坐拥千湖，两江交汇，境内长江干堤1557
余公里，汉江干堤727公里，全省江河干堤长度居全
国第一。如何加强岸线管控、全力守护绿色长江？

——推进全省河流“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和省河湖长制办公室关于深入
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的有关要求，指导
各市（州）常态化开展河道“四乱”问题排查和清理
整治工作，对水利部推送的3.4万余个遥感图斑进
行全面核查，指导完成563个“四乱”问题整改销
号。扎实推进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和妨碍河道
行洪突出问题排查整治行动，对有关问题进行全面
排查，致力保障河湖生命健康，打造“幸福河湖”。

——严控岸线利用项目管理。严格按照长江、

汉江、主要支流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长江经济带
发展负面清单指南》湖北省实施细则、《湖北省涉河
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技术细则》等要求，严把涉
河建设项目安全关。近年来，及时组织对281个涉
河建设项目开展洪水影响评价及补救措施技术审
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主动对接业主、报告编制
单位及地方水利部门等有关各方，提高项目审批效
率。严格事中事后监管，督促项目单位按照批准的
涉河建设方案实施，对长江委、省级及地方已审批
的项目实施情况开展检查，严厉查处未批先建、批
建不符等问题，保障防洪安全。

——完善长江大保护生态保护屏障。全面推进
江河湖库护岸林生态体系建设，近年来累计完成堤
防、库坝等护岸护堤林种植面积8.74万亩、各类林木
425万株。分年度分阶段对“老、烂、稀”护岸护堤林
进行统筹采伐更新，着力打造江河两岸生态廊道。

凸显“智囊”作用 倾心服务水利大局

荆南四河虎渡河口荆南四河虎渡河口。。（（艾国臣艾国臣 摄摄））

守牢安全底线 全心保障项目建设

践行绿色发展 精心强化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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