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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水利科学研究院、黑龙江省农村水利水电保障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柏、刘长荣、郑文生、周翠宁、孙艳玲、张鹏飞、高士军、李铁男、孙雪梅、

任磊、朱海滨、黄彦、孟德宝、栾岚、于艳梅、张晓雨、朱伟峰、高汝江、李佳民、候松岩、杨奇鹤、

曹程鹏、张浩、冯子珈、刘淑艳、于振良、任安、于婷、王璐（女）、彭化伟、朱丽娟、李鑫、王璐（男）、

李娜，贾宇飞、郝新宇、姜冠哲、刘永吉、岳国峰、任孝海、周广华、孙淑玉、袁安丽、高英伟、富刚、

佟涛、汤梁、赵书丰、樊林生、徐仁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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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大中型灌区标准化规范化 

管理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黑龙江省大中型灌区标准化规范化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组织管理、安全管

理、工程管理、农业节水与供用水管理、信息化管理、经济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黑龙江省设计灌溉面积1万亩及以上的大中型灌区标准化管理创建、评估、考核等，

小型灌区可参照本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 

GB/T 21303  灌溉渠道系统量水规范 

GB/T 28714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 

GB 50201  防洪标准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GB/T 50363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标准 

SL 13  灌溉试验规范 

SL/T 246  灌溉与排水工程技术管理规程 

SL 252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 715  水利信息系统运行维护规范 

SL/T 722  水工钢闸门和启闭机安全运行规程 

SL 725  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监测设计规范 

SL/T 789  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通用规范 

SL/T 803  水利网络安全保护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灌区管理单位 

主要负责灌区骨干工程日常运行、管理和维护、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水利工程专业管理机构。 

 3.2 

http://www.jsgg.com.cn/Index/Display.asp?NewsID=2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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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标准化管理 

为满足大中型灌区工程运行要求，针对灌区组织管理、安全管理、工程管理、农业节水与供用水管

理、信息化管理、经济管理等活动，按法律、法规和规定开展规范化、制度化、专业化管理工作。 

4 基本规定 

灌区管理单位应开展灌区标准化管理工作。 4.1 

应明晰权利职责、明确管理体制、优化人才队伍，落实党建工作。 4.2 

应建立健全灌区安全生产、安全检查、安全评估、安全警示等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4.3 

应明确灌区工程安全运行、日常巡查、维修养护和档案管理等制度。 4.4 

应健全灌区骨干工程运行管理、日常巡查、工程维修养护和档案管理等制度。 4.5 

应严格执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明确灌区供水、用水管理制度，统筹调配灌区水资源。 4.6 

应分步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建立灌区工程管理信息平台。 4.7 

应积极争取资金投入，保障灌区正常运行管理经费和工程维修养护经费。 4.8 

应完善大中型灌区标准化管理评价体系及评价指标内容。 4.9 

5 组织管理 

灌区管理单位 5.1 

5.1.1 应从灌区层面明确标准化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 

5.1.2 应健全灌区标准化管理制度，落实管理机构、管理职责，编制标准化管理工作手册。 

5.1.3 应按照规定设置岗位和配置人员，建立职工培训制度，落实年度培训计划。 

5.1.4 应建立健全党建工作制度体系，制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5.1.5 应制定管理标准化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计划、组织、沟通、检查、考核等措施。 

5.1.6 应加强对基层用水组织技术指导和行业管理。 

基层用水组织 5.2 

5.2.1 应负责维护灌区田间工程运行与维修。 

5.2.2 应向灌区管理单位提出年度农业灌溉用水计划。 

5.2.3 应协助灌溉管理单位调解水事纠纷，维持灌溉秩序。 

5.2.4 应协助灌区管理单位收取水费。 

6 安全管理 

安全生产 6.1 

6.1.1 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灌区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6.1.2 应落实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明确工程安全检查制度、工程养护制度和水事

巡查制度。 

6.1.3 应对骨干工程设施、设备进行定期检查、检修，每年开展灌溉前、汛前安全检查，保证工程安

全供水。 

6.1.4 应编制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培训和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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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灌区安全生产遭受特大暴雨、有感地震、极端天气等可能严重影响工程安全运行的情况或发生

险情时，在落实已批复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的同时，应报水行政主管部门。 

6.1.6 安全生产应按照 SL/T 789的规定执行。 

防汛抗旱与应急管理 6.2 

6.2.1 应健全防汛抗旱组织体系，建立预报预警机制，明确防汛抗旱责任制度。 

6.2.2 应制定防汛抗旱抢险应急预案、险工险段事故处理应急预案。 

6.2.3 应组织应急求援、消防、防汛抗旱应急演练。 

6.2.4 应储备必要的防汛抢险、抗旱保障等物资、器材、设备等。 

6.2.5 应确保防汛抗旱道路畅通、通信条件可靠、电力供应稳定等。 

6.2.6 水利水电工程防洪应按照 GB 50201-2014第 11 章和 SL 252-2017第 5章的规定执行。 

安全鉴定 6.3 

6.3.1 应按水利工程安全鉴定管理办法、安全评价导则，开展隧洞、渡槽、水闸、渠道（险工险段）

等工程安全鉴定、评估。 

6.3.2 应根据工程安全鉴定、评估成果，落实有效应对措施，指导工程安全运行管理。 

6.3.3 应定期排查灌区工程隐患，明确除险加固方案、更新改造规划或年度维修计划。 

安全标识标牌 6.4 

6.4.1 应在灌区重要工程设置工程简介牌、责任人公示牌、制度规程牌等标识标牌。 

6.4.2 应明确标识标牌基本信息、责任主体、管理范围等。 

6.4.3 应在灌区工程设施、重要保护地段、危险区域（含险工险段）等部位设置防护栏、警示桩、施

工提示等标识标牌。 

6.4.4 应明示重要工程设施、重要保护地段、危险区域等禁止的行为活动。 

6.4.5 标识标牌的使用、检查与维修应按照 GB 2894-2016第 9章和第 10章的规定执行。 

7 工程管理 

工程确权划界 7.1 

7.1.1 应完成工程管理范围确权、划界、公告等工作。 

7.1.2 应明确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设置界碑、界牌、保护标志等。 

7.1.3 应明确各类确权划界管理标志的管理责任。 

设施管理 7.2 

7.2.1 应落实设施设备管理责任制，明确管理人员、管理职责。 

7.2.2 应保持工程设施设备整齐有序、环境整洁、绿化美化的工程面貌。 

7.2.3 应完善管理用房及配套设施，满足工程运行管理要求。 

7.2.4 应禁止损毁水利工程、通讯设施，禁止工程管理范围内私建乱建、垦荒种植等。 

7.2.5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施管理应按照 SL/T 246的规定执行。 

运行维护 7.3 

7.3.1 应制定工程维修养护计划，规范项目实施过程，确保工程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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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应编制骨干工程引（提）水、输水、配水设施设备运行操作规程。 

7.3.3 应明确工程日常管理制度、工程维修养护管理制度，落实工程管理和维修养护责任制。 

7.3.4 应明确工程巡查制度，落实工程日常检查、定期检查和专项检查的时间、人员、内容、路线等

记录。 

安全监测 7.4 

7.4.1 应制定关键工程安全监测方案，明确工程监测制度。 

7.4.2 应开展骨干工程供水远程控制、闸门远程启闭、渠道水位流量等安全监测。  

7.4.3 应保证安全监测记录数据清晰完整、可靠有效。 

7.4.4 应开展监测设备校验和比测，定期对自动化监测项目进行人工比测。  

7.4.5 应建立工程运行管理考核机制，根据工程安全运行监测结果对工程完好率、老化程度、输配水

效率等进行安全评价。 

7.4.6 工程监测设施的布置与数量应按照 SL 725的规定执行。 

档案管理 7.5 

7.5.1 应明确档案管理制度、档案管理人员、档案管理过程。 

7.5.2 应明确建设资料、工程资料、检查资料、验收资料等管理内容。 

7.5.3 纸质件、磁介质、光介质等数据资料应规范齐全、分类清楚、存放有序、及时归档。 

7.5.4 灌区骨干工程应及时登记造册，登记信息完整准确，更新及时，险工险段信息要按规定上报、

更新。 

7.5.5 应实行纸质档案电子化处理，逐步实现档案管理数字化。 

7.5.6 电子档案的建立与归档管理等应按照 GB/T 18894的规定执行。  

8 农业节水与供用水管理 

用水计划管理 8.1 

8.1.1 应按取水许可用途取水配水。 

8.1.2 应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用水总量指标细化分解到用水主体。 

8.1.3 应制定年度引（用）计划或调度方案，明确动态用水计划管理措施，按规定申请批复或备案。 

8.1.4 应按批复或备案的年度用水计划或调度方案统一管理。 

8.1.5 应按调度运行计划和指令取水、输水、配水，调度运用记录及时归档。 

8.1.6 应对基层用水组织进行技术指导，实时掌握供用水量。 

水量计量管理 8.2 

8.2.1 应根据灌区需求设置用水计量设施设备，配备量测水技术人员。 

8.2.2 应在灌区渠首、重要断面、骨干与田间交接断面设置取（供）水计量设施设备。 

8.2.3 应明确用水计量系统管护制度与标准，定期检测或率定水量计量设施设备。 

8.2.4 样点灌区应开展农业灌溉用水量、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监测和测算工作，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测算方法应按照 GB 50288-2018第 3.2节规定执行。 

8.2.5 供水计量还应按照 GB/T 28714和 GB/T 21303的规定执行。 

节水管理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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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应明确节水管理制度，落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策和成果，制定节水宣传方案。 

8.3.2 应制定年度节水目标任务，推行节水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基层用水组织落实节水任务。 

8.3.3 应推行骨干工程管理节水技术和工程节水技术，指导基层用水组织推行农业节水技术。 

8.3.4 应结合灌区基础条件和管理水平，积极开展工程节水、农业节水、管理节水等试验研究。 

8.3.5 节水灌溉工程管理应按照 GB/T 50363-2018第 7章的规定执行。 

8.3.6 与节水灌溉相关的灌溉试验应按照 SL 13的规定执行。 

农业水价改革 8.4 

8.4.1 应明确农业水价成本核算方案。 

8.4.2 应明确水费征收和管理制度，理顺供水管理体制。 

8.4.3 应建立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8.4.4 应建立灌区工程管护机制。 

9 信息化管理 

应用省（部）级管理信息平台填报灌区信息，并对灌区基本信息进行审核，确保灌区基本信息与9.1 

灌区名录一致。 

应建立灌区工程信息化管理系统，与省（部）级管理信息平台对接，实现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功9.2 

能。 

应明确灌区工程信息化管理平台接入的关键信息，实现在线监管和自动化控制功能。 9.3 

灌区工程信息化管理系统应预留接口，满足接入上级主管部门管理系统及后期功能拓展的需求。 9.4 

应逐步将数字技术应用到灌区运行管理中，推动数字孪生灌区建设。 9.5 

应明确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建立网络安全防护措施体系。 9.6 

水利信息系统运行维护应按照 SL 715的规定执行。 9.7 

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应按照 SL/T 803的规定执行。 9.8 

10 经济管理 

10.1.1 应明确灌区财务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财务会计制度等，规范管理流程。 

10.1.2 应按规定编制灌区财务年度预算，按国家规定执行单位年度预算。 

10.1.3 应明确国有资产管理措施，明示资产管理台账。 

10.1.4 应积极落实工程运行管理经费和维修养护经费。 

10.1.5 应足额兑现灌区人员工资，按规定落实职工养老、失业、医疗生育、工伤等各种社会保险。 

10.1.6 灌区人员基本支出和工程运行养护等经费使用及管理应符合财务管理规范。 

10.1.7 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水价政策制定灌区水费计收管理办法。 

10.1.8 应指导基层用水组织规范管理经费，督促基层用水组织按规定标准收取水费。 

10.1.9 应督促基层用水组织落实田间工程维修和人员费用。 

11 标准化管理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11.1 

a) 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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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安全管理 

c) 工程管理 

d) 农业节水与供用水管理 

e) 信息化管理 

f) 经济管理 

二级指标 11.2 

11.2.1 组织管理包括管理体制、标准与制度体系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精神文明、标准化实施 5个二

级指标。 

11.2.2 安全管理包括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管理、保护管理、安全鉴定、安全标识标牌 5个二级指标。 

11.2.3 工程管理包括工程面貌与环境、骨干工程状况、管理设施、登记造册、工程划界、工程巡查、

安全监测、维修养护、操作运行、档案管理 10个二级指标。 

11.2.4 农业节水与供用水管理包括取水许可、用水计划管理、控制运用、水量计量管理、节水措施、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灌溉试验和技术推广 7个二级指标。 

11.2.5 信息化管理包括信息化平台建设与应用、自动化监测预警、网络安全管理、数字孪生建设 4

个二级指标。 

11.2.6 经济管理包括财务与资产管理、经费保障、基层用水组织费用管理、国土资源利用 4个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11.3 

11.3.1 组织管理、安全管理、工程管理、农业节水与供用水管理、信息化管理、经济管理包括 132

个三级指标。 

11.3.2 三级指标包括标准化管理基本要求、评价内容及要求等信息。 

大中型灌区标准化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参照附录 A。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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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大中型灌区标准化管理评价指标体系 

表A.1 大中型灌区标准化管理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评价内容 三级指标评价内容 

组织管理 

管理体制 

管理主体和责任明

确，岗位设置和人员满

足运行管理要求 

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基层用水组织参与管理，管理体制顺畅 

管理机构明确，岗位设置与职责清晰 

管理人员明确 

运行管护机制健全，实现事企分开、管养分离 

引入社会资本开展灌区运行维护 

标准、制度

体系建设 

编制管理标准体系，

完善关键管理制度和

规程 

编制符合相关标准及文件要求或实际的标准化管理工作手册，细化标准

化管理工作手册，管理工作手册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执行性强 

管理制度完善、健全，修订及时 

管理制度针对性和操作性强，执行效果好 

明示关键制度和规程 

人才队伍建

设 

关键岗位配备专业

技术人员，职工定期培

训 

灌区人员结构合理 

定期开展业务培训 

人员专业技能满足岗位需求 

精神文明 

基层党建工作扎实，

领导班子团结，职工爱

岗敬业 

领导班子成员没有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上级主管部门对单位领导班子的年度考核结果合格 

单位秩序好，精神文明和水文化建设成效佳 

标准化实施 
标准化工作实施措

施明确 

有标准化实施计划，实施的管理机构明确，有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

等资源保障 

沟通机制健全，跟踪评估标准体系运行与实际工作状况一致 

有督促检查、考核等工作计划，计划合理、按计划执行，每次检查、考

核有记录 

安全管理 

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责任制明

确，安全生产隐患排

查，安全生产应急预案

明确 

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六项机制”健全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及时，隐患整改治理彻底，台账记录规范 

安全设施及器具齐全、正常使用，安全警示标识、危险源辨识牌设置规

范 

编制、报备安全生产应急预案 

按要求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培训和演练 

年度内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防汛抗旱管

理 

防汛抗旱抢险应急

预案明确，配备必要防

汛抗旱物资，预警、预

报信息畅通 

防汛抗旱组织体系健全，防汛责任制落实到位 

有防汛抗旱抢险、重要险工险段事故处理应急预案，防汛抗旱抢险应急

预案编制质量高、可操作性强，定期开展演练，落实防汛抗旱抢险队伍组

织、人员、任务、培训 

开展汛前、灌溉前检查 

抢险工具及器材配备完备、大宗防汛抗旱物资存放方式或调运线路明

确，物资管理资料完备 

预警、报汛、调度体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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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评价内容 三级指标评价内容 

保护管理 

工程管理范围和保

护范围巡查，工程保护

范围内无违规建设 

开展水事巡查工作，巡查工作到位，记录规范  

发现问题及时有效制止，报告投诉、配合调查取证、查处有力 

工程管理范围内不存在违规建设行为或危害工程安全活动 

工程保护范围内不存在危害工程安全活动 

安全鉴定 
工程安全鉴定、评

估，落实问题处理措施 

在规定期限内开展安全鉴定、评估 

鉴定、评估承担单位，工作程序、内容、成果符合规定 

鉴定、评估成果用于指导工程安全运行、更新改造和除险加固等 

末次安全鉴定中不存在问题，整改到位，有遗留问题已整改或落实整改

措施 

安全标识标

牌 

重要工程设置简介、

责任人公示牌、安全标

识标牌 

有主要工程简介、保护要求、宣传标识清晰有序 

责任人公示牌内容详实、完整清晰 

安全标识标牌布局合理、埋设牢固 

工程管理 

工程面貌与

环境 

工程整体面貌较好，

工程管理范围整洁有

序、水土保持良好 

工程形象面貌较好 

工程管理范围整齐，不存在垃圾杂物堆放问题 

工程管理范围宜绿化区域绿化率达 80%以上 

管理范围不存在水土流失现象，水生态环境较好 

骨干工程状

况 

骨干工程无重大安

全隐患、满足运行要求 

工程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能正常运行 

渠（沟）道完好率在 90%以上 

渠系建筑物完好率在 90%以上 

管理设施 

管理设施满足运行

管理和防汛抗旱抢险

要求 

雨水旱情测报、安全监测设施稳定、可靠 

视频监视、警报设施设置充足，稳定、可靠 

防汛抗旱道路路况好、通信条件可靠、电力供应稳定 

管理用房能满足运行管理需要 

登记造册 
工程设施设备登记

造册 

按规定登记造册 

登记造册信息完整、准确 

登记造册信息变更及时，信息与工程实际无差异 

险工险段信息上报更新及时 

工程划界 

工程管理范围划界，

工程保护范围和保护

要求明确 

完成工程管理范围划定 

工程管理范围界桩和公告牌设置合理、齐全 

工程保护范围划定率在 50%以上 

工程不动产登记证书（含土地使用证）领取率高于 60%  

工程巡查 
工程巡查，巡查记录

完整，问题及时处理 

开展工程巡查 

巡查路线、频次和内容符合规定 

巡查记录规范、准确 

巡查发现问题处理及时、到位 

安全监测 

关键工程安全监测，

监测数据记录、整编、

分析工作完整有效 

开展安全监测 

监测项目、频次、记录等规范 

数据可靠，整编分析及时 

监测设施考证资料齐全或可靠，定期开展监测设备校准，定期对自动化

监测项目进行人工比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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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评价内容 三级指标评价内容 

维修养护 
落实工程维修养护，

记录维修养护清晰 

开展工程维修养护 

维修养护及时、到位 

制定工程维修养护计划，实施过程规范，按计划完成 

维修养护工作验收标准明确 

大修项目有设计、审批，验收及时 

维修养护记录齐全、清晰 

操作运行 

工程设施设备操作

规程明确，档案管理人

员明确 

设施设备有操作规程 

操作规程明示，按规程进行操作，操作人员固定，能定期培训 

记录规范，操作完成后按要求及时反馈操作结果 

编制详细操作手册 

档案管理 

档案设施完好，档案

资料规范齐全，存放管

理有序 

档案管理制度健全，管理规范，设施满足存放要求 

档案管理人员明确 

档案内容、资料完整 

工程档案信息化程度较高 

农业节水

与供用水

管理 

取水许可 

取水许可手续规范

完善，推行总量控制与

定额管理 

办理取水许可手续 

多水源（主要水源）取水许可手续齐全 

推行用水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 

按取水许可用途配水 

用水计划管

理 

实行计划供水，供用

水行为规范 

编制灌区水量调度方案及年度（取）供水计划，按批准的灌区水量调度

方案及年度（取）供水计划实施 

水费收缴公开透明 

年度供水结束后，统计分析灌溉面积、作物种植结构、灌溉用水量等 

控制运用 

大中型灌排工程批

复或备案供用水计划

或调度方案，并按调度

运行计划和指令执行

到位 

有取水、输水、配水控制运用计划或调度方案 

按规定报批或备案控制运用计划或调度方案，控制运用计划或调度方案

编制质量好，调度原则、调度权限清晰，修订及时、调度指标和调度方式

变动履行程序 

按计划或指令实施取水、输水、配水控制运用，调度过程记录完整、规

范等 

水量计量管

理 

取水、分水、配水等

重要节点水量有计量，

定期检测和率定计量

设施设备 

主要水源取水口有进行水量计量 

重要节点配备水量计量 

取水、分水、配水等重要节点计量设施设备完备 

冬季计量设施设备运行维护及时、到位 

配备专兼职计量人员 

计量精度达标，定期检测和率定 

节水措施 

采取工程、管理、宣

传等措施推进灌区节

约用水，开展灌溉用水

效率测算分析 

采取工程节水措施 

开展节水宣传工作、加强节水管理 

开展灌溉用水效率测算分析 

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 

有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措施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推进 

执行水价达到运行成本水价 

落地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水费收取率达到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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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评价内容 三级指标评价内容 

灌溉试验和

技术推广 

试验站开展灌溉试

验，应用灌溉试验成果

指导灌溉，推广节水灌

溉技术 

建立灌溉试验站的灌区进行灌溉试验，完成下达的灌溉试验任务 

应用灌溉试验成果指导灌溉 

推广应用先进灌溉技术 

信息化管

理 

信息化平台

建设与应用 

应用管理信息平台，

实现工程信息动态管

理 

建立灌区工程管理信息化平台 

实现在线监管或自动化控制 

推动供用水工程控制、调度、计量、水费收缴等方面的信息化管理 

工程信息全面、准确，及时更新，信息与省（部）相关平台信息共享 

自动化监测

预警 

监测监控信息录入

相关平台，监测监控出

现异常时及时处理 

雨水情、墒情、安全监测、视频监控等关键信息已接入信息化平台 

数据异常时，自动识别险情 

出现险情时，及时预警预报 

网络安全管

理 

制定并落实网络安

全管理制度 

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健全 

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无漏洞 

数字孪生建

设 

结合信息化建设，推

动数字孪生灌区建设 

开展数据底板、模型库和知识库建设 

开展灌区管理业务智能化应用 

经济管理 

财务与资产

管理 

财务管理规范，有国

有资产管理措施 

建立健全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 

单位预算编制合理 

收入到位，支出未超预算 

财务制度健全，资金使用效率高 

国有资产管理、使用合理，建立资产管理台账，不存在流失现象 

对单位经济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 

经费保障 

工程运行管理经费

和维修养护经费满足

工程管护需要，人员工

资足额兑现 

工程维修养护、人员等经费能及时按预算足额到位 

运行管理、维修养护等经费使用规范 

人员工资按有关规定按时发放，福利待遇不低于管理所属地的平均水平 

按规定缴纳职工养老、失业、医疗等各种社会保险 

基层用水组

织费用管理 

指导基层用水组织

规范管理经费 

督促基层用水组织制定水费收取、公开等管理办法，按规定标准收取水

费或采用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完成水费收缴 

指导水费合理用于田间工程维修养护和人员费用支出 

国土资源利

用 

合理利用管理范围

内的国有资源，提高利

用率 

管理范围内的国有资源利用对工程防洪安全、运行安全和生态安全无影

响 

管理范围内的国有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或能保值增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