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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水务局文件 
 

云水〔2022〕59 号 
 
 

 

云浮市水务局关于印发 2022 年云浮市 
水土保持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县（市、区）水务局（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水土保持有关工作部署，扎实做好2022

年我市水土保持各项工作，我局结合实际制定了《2022 年云浮

市水土保持工作要点》，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云浮市水务局 

                               2022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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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云浮市水土保持工作要点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涵要求，科学推进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依法严格监管人为水土流失，推动新时期我市水土

保持工作上新台阶，促进我市水利高质量发展，为我市生态文明

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全力做好水土保持考核评估 

1.做好 2021 年度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实施情况评估和广东省

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有关工作，配合水利部、省水利厅的抽查

复核。部署做好我市 2022 年度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实施情况评估

和广东省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有关准备工作。 

2.开展本级水土保持考核。对各县（市、区）政府开展 2021

年度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工作，推动县级政府落实水土保持工

作责任。建立部门间沟通协作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和分工。

推动林业、农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配合水利部门完成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任务，并及时主动提供各项资料。 

二、依法强化水土保持监督管理  

3.强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全链条全流程闭环管理。严格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审批；对已准予行政许可的企业

投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开展质量抽查，每年检查比例不

低于本级当年准予行政许可审批数量的 20%；加强对水土保持方



 

- 3 - 
 

案实施情况的跟踪检查，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方式，督

促生产建设单位落实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加大自主验收核查

力度，核查比例不低于当年报备总数的 10%。市级对县级审批的

水土保持方案和接受报备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进行抽查，每

县（市、区）不少于 2个。建立监管动态台账，全面强化水土保

持事中事后监管，对存在较大水土流失风险的生产建设项目，要

纳入重点监管名单，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和频次，督促生产建设单

位落实水土保持措施，全力将水土流失风险降至最低。 

4.做好 2022 年度水土保持遥感监管工作。按照上级部署完

成 3次卫星遥感监管。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本辖区图斑

的现场复核、认定、查处和整改工作。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对县级已复核、认定的图斑开展审阅，督促县级完成查处和整改

销号，对进度滞后和查处不力等问题的单位进行通报。建立完善

水土保持遥感监管市县联动、行政监管与水政执法协调等工作机

制。 

5.突出抓好监管发现问题整改。建立水土保持监管发现问题

台账，明确提出限期整改要求，实行对账销号，确保水土流失问

题查处到位、整改到位。全面完成 2019-2021 年度遥感监管发现

问题整改销号，对 2022 年度遥感监管和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实

行动态清零。 

6.加大水土保持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特别是对遥感监管

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生产建设单位，要以法律文书形式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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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对逾期未完成整改的，各地要坚决依法立

案查处并进行责任追究，形成闭环管理。对有案不立、立案不查、

该列入水土保持“两单”而未列入等问题突出的县（市、区），

将采取发提醒函、约谈、重点督办、通报批评等方式督促整改落

实到位。 

7.强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管理。加大对建设单位监

测工作开展情况检查力度，督促建设单位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对存在未按时报送监测季报、监测季报不符合规定、作出不

实三色评价结论以及监测未按有关规定开展等情形进行责任追

究。 

8.实施水土保持信用监管。贯彻实施水利部关于水土保持信

用监管“两单”制度的有关规定，以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监测、

验收报告编制等技术服务单位为重点，实施水土保持“两单”认

定，开展水土保持信用监管，实行联合惩戒。对照水利部关于水

土保持问题分类和责任追究标准，对存在问题的相关单位实施责

任追究。 

三、科学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9.切实抓好水土保持治理任务落实。各县（市、区）要按照

下达的 2022 年度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任务要求，积极统筹协

调，开展辖区水土流失治理，确保完成年度水土流失治理任务。  

10.全力抓好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罗定市、郁南县

要严格按国家和省的时间节点要求，全力推进 2宗国家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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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程建设，加快资金支付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国家和省下达

的 107 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的约束性任务；落实工程项目

全过程监管，开展项目图斑精细化管理。  

11.大力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各县（市、区）要把生

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作为助力乡村振兴和水利高质量发展的一项

重要任务，切实加大工作力度，以山青、水净、村美、民富为目

标，因地制宜打造一批生态清洁小流域。提前做好各项前期工作，

建立生态清洁小流域储备项目库。 

12.抓好水土保持项目竣工验收工作。要建立已完工项目验

收台账，按要求逐宗销号；及时做好在建项目各环节验收准备工

作，切实做到“完工一宗、验收一宗”。 

四、扎实抓好水土保持信息化 

13.做好水土保持监管数据录入与共享。要按照统一的数据

标准，及时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日常监督检查、遥感监管及验

收报备、核查和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信息化监管等数据录入全

国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系统，做到及时更新、共享共用。 

14.抓好信息化应用与管理。要进一步加大无人机、移动终

端等技术手段在生产建设项目和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现场检

查中的应用力度，及时规范录入各类水土保持数据，不断提升信

息化管理水平。 

五、着力夯实水土保持基础支撑  

15.加强水土保持制度建设。要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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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水土保持制度体系。研究在水土保持部门协调、水土保持工

程建设、水土保持投融资政策、农林开发活动监管、水土保持诚

信体系与信用评价等方面建立相关机制并出台文件。

16.抓好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创建。有序推进示范创建工作，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开展水土保持示范

县、科技示范园、示范工程创建，做好 2022 年度国家水土保持

示范申报工作，着力打造一批高标准的水土保持示范样板，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

17.做好水土保持宣传工作。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宣传

部门及新闻媒体沟通联系，充分利用党的二十大召开、水土保持

法颁布实施日等时间节点，围绕水土保持重点工作，加强水土流

失防治成效、先进典型宣传报道，加强水土保持普法宣传，营造

良好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