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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单位）整体支出预算绩效目标表
（      2021    年度）

部门（单位）名称 井研县水务局 下属预算单位个数 无

部门职
责

⑴.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水务行政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县水务管理规范性文件
并监督实施。
⑵.编制全县城乡水务发展规划；组织拟订全县水资源总体规划、流域规划和专业规划；制定全县和跨乡镇中
长期供水计划和年度供水计划、水量分配方案和旱情紧急情况下用水调度预案并监督实施。
⑶.组织有关全县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及重大建设项目的水资源利用和论证工作；组织实施取水
许可、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发布全县水资源公报。
⑷.负责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兼顾和保障，实施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编制全县节约用水
、计划用水规划；监测河库水质、水量；审查排污口的设置和改扩建；会同有关部门拟订水功能区划；审核水
域纳污能力，提出限制排污总量的意见。
⑸.组织编制全县供水规划；组织制定全县供水行业的服务标准并实施监督检查；组织城市非居民用水超定额
加价收费管理工作；指导全县供水、再生水利用等基础设施建设；对全县供水运营单位实施行业管理；监督管
理城镇自备井。
⑹.组织拟订水务行业经济调节措施，研究提出水务行业有关价格、税收、信贷、财务等经济调节建议；指导
编制全县水务行业建设项目资金计划；受委托监管县级水务行业国有资产。
⑺.指导全县水利基本建设并实施行业监督管理；负责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审批，初审、转报中型水利建设项目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组织实施具有控制性或跨乡镇的重要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依法负责水利
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组织指导水库大坝等水利工程的安全监管；组织实施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的监督，指
导水利建设市场的监督管理。
⑻.指导农村水利工作。组织协调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指导小型水利工程移民工作；承担县政府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指挥部日常工作。
⑼.负责防治水土流失。拟订水土保持规划并监督实施；负责水土保持预防监督；指导水土流失监测、综合防
治和水利工程绿化工作。
⑽.组织指导、协调监督全县防汛抗旱和水务应急管理工作，对主要河道和重要水利工程实施防汛抗旱调度；
承担县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日常工作。
⑾.指导水政监察、水行政执法；负责水务行政复议的受理和行政诉讼的应诉工作；查处重大涉水违法事件协
调、仲裁跨乡镇水事纠纷。
⑿.指导农村水能资源开发和全县河道的综合治理与开发；负责河道采砂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
⒀.指导全县有关水务项目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组织指导全县重大水务项目对外合作和交流。
⒁.指导全县水务行业发展、改革、稳定工作及队伍和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水务行业劳动保护、安全生产工作
。
⒂.承担县政府公布的有关行政审批事项。
⒃.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⒄.贯彻执行国家移民工作方针政策，负责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后扶规划编制、政策落实；对移民实施政
策扶持、项目扶持和技能培训；解决移民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做好移民信访
维稳工作，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年度履
职目标

（一）推进水利规划建设。全力推进岷茫水系一期工程暨白井干渠工程前期立项工作，力争立项并开工。推进
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等水利建设项目。推进大佛水厂片区乡镇供水管网建设，对接长征渠规划修编工作
。
（二）深化河湖长制工作。巩固河湖“清四乱”成果，确保各项水质达标。开展河湖管理保护示范县建设。
（三）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始终绷紧安全度汛这根弦，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底线，保障防洪和供水安全。
（四）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结合机构改革和职能划转，与行政审批局对接，严格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严格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强化取水许可管理。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推进节水型示范县建设。
（五）开展水利扶贫专项行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水利扶贫专项行动，着力解决贫困户饮水安全问题。
（六）抓好水利安全工作。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水利安全监管基础，深化水利安全风险防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

年度重
点任务

内容
主要内容（重
点工作计划）

资金构成 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执行率

人员支出
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
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
的人员支出

一、部门整体预算总额（万
元）

57,577,680.51 57,577,680.51 100.00%

公用支出
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
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
的公用支出

1、资金来源：（1）财政拨
款

57572762.71 57572762.71 100.00%

山洪灾害防
治县级非工
程措施项目
运维费用

自动雨量站、水位站、
水位雨量站、视频站、
简易雨量站、简易水位
站等野外监测站点、管
护人员劳务费、会商中
心运维费、通讯费等。

             （2）其他资
金

4,917.80 4,917.80 100.00%

国管水利工
程渠系维修

国管水利工程渠道水毁
修复。

2、资金结构：（1）基本支
出

8,608,285.56 8608285.56 100.00%

防汛工作经
费

防汛工作业务及值班、
误餐补贴。

             （2）项目支
出

49,405,335.13 49405335.13 100.00%

岷茫水系工
作经费

推进岷茫水系工程所需
经费

二、年末在职人数： 58 内设机构数 5

分解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职工编制人数 54（单位：人） 54（单位：人）

办公面积
469（单位：平方
米）

469（单位：平方
米）

电脑台数 65（单位：台） 65（单位：台）

打印机台数 9（单位：台） 9（单位：台）

公务车辆数 4（单位：辆） 4（单位：辆）

复印机台数 1（单位：台） 1（单位：台）

涉及河道总长度
308.6（单位：公
里）

308.6（单位：公
里）

涉及河道总面积
13622.9（单位：
亩）

13622.9（单位：
亩）

国管水利工程 17（单位：座） 17（单位：座）

灌区面积 23（单位：万亩） 23（单位：万亩）

山洪灾害监测点管护
人数

99（单位：人） 99（单位：人）

通信传输线路 29（单位：条） 29（单位：条）

自动站点 23（单位：站） 23（单位：站）

防汛抗旱面积
840（单位：平方公
里）

840（单位：平方公
里）

防汛值班天数 184（单位：天） 184（单位：天）

防汛值班人数 20（单位：人） 20（单位：人）

岷茫水系连通工程总
长度

24.77（单位：公
里）

24.77（单位：公
里）

岷茫水系连通工程受
益乡镇

17（单位：个） 17（单位：个）

岷茫水系连通工程受
益人口

21.58（单位：万
人）

21.58（单位：万
人）

政府纪要分流人员退
休生活补助

1（单位：人） 1（单位：人）

一河一策编制 10（单位：套） 10（单位：套）

城乡一体化供水工程
管网长度

29（单位：公里） 29（单位：公里）

质量指标

保障单位的正常运
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365（单位：天） 365（单位：天）

完成井研县境内合同
范围内所有河道的保

365（单位：天） 365（单位：天）

渠系维修质量合格，
确保灌区人民生产生

工程质量合格、确保
灌区人民用水

工程质量合格、确
保灌区人民用水

确保山洪灾害防治县
级非工程措施项目建

保障设备设施的正常
运行

保障设备设施的正
常运行

购置管护防汛储备物
资，保障应急抢险需

采购储备物资达到相
关要求

采购储备物资达到
相关要求

做好汛期值班值守，
确保信息上传下达，

值班值守、上传下达
、安全度汛

值班值守、上传下
达、安全度汛

积极对接国家水利部
、长江勘测院、省、

力争完成项目的前期
准备工作

力争完成项目的前
期准备工作

水利工程建设、方案
编制等

符合国家相关行业标
准和部门要求

符合国家相关行业
标准和部门要求

时效指标

国管水利工程渠系维
修

2020年5月1日前 2020年5月1日前

防汛
2020年5月1日至2020
年10月31日

2020年5月1日至
2020年10月31日

水利工程建设、方案
编制等

按合同约定执行 按合同约定执行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实现了全县河道整洁
巩固井研县城乡环境
综合治理成果

巩固井研县城乡环
境综合治理成果

促进农民粮食增收
巩固井研县产粮大县
地位

巩固井研县产粮大
县地位

灾害点对人员、财产
损失

减轻或避免灾害造成
的人员、财产损失

减轻或避免灾害造
成的人员、财产损

促进水库、河流水质
进一步好转。

全面消除劣Ⅴ类水
体，全县水环境质量

全面消除劣Ⅴ类水
体，全县水环境质

带动社会投资 1300（单位：万元）
1300（单位：万
元）

社会效益指标

水资源保障
确保我县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可靠水资源

确保我县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可靠水

改善全县河道、水库
水质

通过河（湖）长制工
作督导，进一步督促

通过河（湖）长制
工作督导，进一步

河道管理范围
明确河流管理范围，
利于河道管理。

明确河流管理范
围，利于河道管理

安全饮水受益人口 3.8（单位：万人） 3.8（单位：万人）

河道垃圾打捞 改善城乡卫生环境 改善城乡卫生环境

灌区生产生活用水
提高灌区人民生活水
平

提高灌区人民生活
水平

安全度汛
最大程度保障受地灾
威胁人员的生命财产

最大程度保障受地
灾威胁人员的生命

引水量的增加
改善生活、生产环
境，提升县域经济，

改善生活、生产环
境，提升县域经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全县河道、水库
水质

全面消除劣Ⅴ类水
体，全县水环境质量

全面消除劣Ⅴ类水
体，全县水环境质

污染原由
分析成份，识别污染
因子，找到污染防治

分析成份，识别污
染因子，找到污染

河道垃圾打捞、引水
量的增加

提高茫溪河水质，改
善茫溪河生态环境。

提高茫溪河水质，
改善茫溪河生态环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主管部门满意度 ≥90% ≥95%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