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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监督安全巡查工作概述

1.1巡查对象

水利监督安全巡查的对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水库、水文站和水文设施：巡查水库的坝体、坝

基、溢洪道、放水口等，确保安全运行和防洪效果。

（2）防洪设施和排涝设施：巡查河道、堤坝、泵站等，

检查堤防、河道的完整性和排涝设备的运行情况。（3）

水闸和水门：巡查水闸、水门的开闭情况，确保运行正

常，防止水灾。（4）渠道和灌溉设施：巡查渠道、渠首、

渠尾等，检查渠道的通畅性、渗漏情况和灌溉设备的运

行情况。（5）水力发电设施：巡查水电站的水轮机、发

电机组等关键设备，确保安全运行和发电效率。

1.2工作方式和工作流程

水利监督安全巡查通常按照以下方式和流程进行。

（1）定期巡查：根据设施类型和运行情况，制定巡查计

划，定期对巡查对象进行巡查。通常根据具体情况，可

以是每天、每周、每月或每年的巡查频率。（2）不定期

巡查：除定期巡查外，根据需要进行临时或突击巡查，

以检查特定设施的安全状况和运行情况。（3）巡查内

容：根据巡查对象的特点，进行细致全面的检查，包括

设施的完整性、安全性、运行状态、设备性能等方面的

评估。（4）巡查记录：对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

进行详细记录，包括具体情况、位置、责任单位等，并

进行分类和整理。（5）整改措施：对发现的问题和隐

患，及时提出整改建议，并通过相关部门协调，确保

问题及时得到解决。（6）汇报和总结：根据巡查记录

和整改情况，撰写巡查报告，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汇

报，并进行经验总结和问题反馈，以完善巡查工作的

效果和质量。

2　水利监督安全巡查发现问题分析

（1）设施安全隐患：巡查中可能发现水利设施存在

潜在的安全隐患，如水坝裂缝、泄漏、设备损坏等。这

些问题可能会导致设施的功能失效、不稳定或发生事故。

（2）运行异常：巡查时可能发现水利设施的运行状

况异常，如水泵失效、闸门异常、阀门泄漏等。这可能

会影响设施的正常运行，导致供水、排水、调水等问题。

（3）管理不当：巡查中可能发现相关管理措施不到

位或不科学，如监测设备失效、巡查记录不完整、维护

保养不及时等。这可能导致监管和维护工作的缺失，增

加设施故障和事故的风险。

（4）自然灾害影响：巡查过程中可能发现自然灾害

（如洪水、地震、风灾等）对水利设施造成的损害或破

坏。这种情况下，需要及时评估灾害影响，采取紧急措

施修复设施，以确保设施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5）沿河水土流失：针对河道巡查，可能发现沿岸

水土流失的问题，如滑坡、岸线退缩、土壤侵蚀等。这会

对河道的稳定性、生态环境和水资源产量产生负面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水利监督安全巡查需要及时发现、

记录、报告，并采取合适的措施进行整改和修复。巡查

人员应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辨认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并与相关部门协调合作，确保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从而维护水利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3　水利监督安全巡查发现问题监管建议

3.1加强部门协同监管，铸牢安全生产网

在水利监督安全巡查中，各相关部门应加强合作与

协调，形成联防联控机制，铸牢安全生产的网。加强与

相关部门（如水利、环保、交通等）的沟通与协作，确

保信息共享和资源互通。同时，建立巡查问题的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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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解决机制，及时解决跨界问题，防止责任推诿和信

息壁垒。

3.2探索安全监管模式，完善第三方协助监督机制

借鉴先进的安全监管经验，积极探索引入第三方机

构参与水利监督安全巡查。第三方机构可以提供独立客

观的监督和评估意见，加强对水利设施安全运行的监管

力度。同时，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监管和评估，确保其

公正、透明及专业能力。

3.3加大新法规标准宣传力度，确保新法规新标准执

行到位

随着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的不断更新和完善，需要

加大对新法规新标准的宣传力度，确保相关人员深入了

解和掌握。通过举办培训、发布通知、开展专题宣讲等

形式，提高相关人员对新法规新标准的知晓度和理解度，

并推动其落地和执行。同时，建立健全法规执行的监督

机制，对未按照要求执行的单位予以处罚和追责。

3.4其他措施

（1）及时整改和修复：对于巡查发现的问题，相关

部门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和修复。确保问题得到及

时解决，防止问题进一步扩大或导致事故发生。

（2）加强监督和检查：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对

整改和修复工作的监督和检查。确保整改措施的有效实

施，防止问题反复发生。

（3）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加强对水利设施管理人

员和相关人员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其对水利设施安全管

理的认识和意识。增强他们对巡查发现问题的重视，并

提高其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加大对水利设施管理的

法规执行力度。制定严格的监督和执行规定，对未按照

要求进行整改的单位进行严肃处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

责任。

（4）推行预防性维护：加强设施的预防性维护，定

期检修和保养，防止设施出现潜在的安全隐患。加强设

施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提前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进

行处理。

（5）加强合作与信息共享：各相关部门之间加强协

作与合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通报巡查发现的问

题，确保问题能够得到全面关注和处理。

结语

综上所述，水利监督安全巡查发现问题后的监管应

加强部门协同，增加第三方参与，加大新法规宣导力度。

这些举措可以提升水利设施安全监管的效果，降低事故风

险，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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