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水利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 

办水保〔2021〕143 号 

部直属有关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行政管理机构，

各计划单列市水利（水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搞好水土保持、防治水土流失是治水事业的一项根本性措施，也是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一项紧

迫而长期的战略任务。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做好水利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是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项目落实还存在对水土保持重视程度不够、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执法偏于“宽松软”等“灯下黑”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进一步加强水利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项目水土保持工作 

  项目法人要带头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带头履行水土保持各项法定义务，带头严格执行

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将水土保持要求贯穿到工程选址选线、规划设计、建设施工、竣工验收、运行

管理等全过程各环节，进一步深化前期工作水土保持论证，强化施工过程水土保持管理，及时落实水土流

失防治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地表扰动、弃土弃渣和植被损坏，做好表土保护和土石方综合利用，切实控制

和防治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充分发挥水利建设项目对保护改善生态的重要作用，为保障国家水

安全、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各级水利部门要对项目法人加大水土保持政策宣传教育力度，落实其水土保持职责，明确其水土

流失防治义务；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要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协同联动机制，采取有力有效

措施，着力解决和防止“灯下黑”问题，督促指导项目法人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各项工作，全面提升水土保

持工作水平。 

  二、深化项目前期水土保持论证 

  （一）强化水土保持方案约束作用。项目应在施工准备前编制完成水土保持方案，并按规定报送

具有相应审批权限的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部门审批，以利于“五通一平”等工作。水土保持方案要严格落实

水土保持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要求，明确水土流失防治的范围、目标、措施和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

阶段要对工程选址选线、建设布局等按照水土保持要求进行比选论证和优化，并将水土保持投资足额列入

工程投资估算。 

  （二）加强初步设计阶段水土保持设计。初步设计阶段要全面落实细化水土保持方案及其批复要

求，深化开展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初步设计阶段水土保持措施和弃渣场选址较可行性研究报告阶段发生变

化的，要在初步设计报告水土保持篇章中作出单独说明。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报告水土保持篇章，与水土保

持方案一并作为水土保持后续工作、监督检查和设施验收的依据。 



 

 

  初步设计审查单位在开展审查时要同步对水土保持篇章内容进行审查，并在审查意见中明确水土

保持结论意见。初步设计审查应邀请水土保持方案审查或审批单位参加，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报告及其审查

意见要抄送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单位。 

  （三）严格水土保持审查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报告审查单位要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

范要求，把好水土保持相关内容审查关。水土保持方案审查单位要重点围绕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及责任范围、

水土保持措施、弃渣场选址是否合理可行等，明确提出审查意见，并对审查意见负责。对不符合水土保持

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的，水土保持方案一律不予通过审查审批。 

  三、强化项目建设水土保持管理 

  （一）压实项目法人水土流失防治主体责任。项目法人是水土流失防治的责任主体，要严格执行

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要求，将水土保持纳入工程建设管理体系，建立健全水土保持全过程管理制

度，明确责任部门及参建各方水土保持职责要求，保障资金投入，建立奖惩机制，确保水土保持措施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二）明确参建各方水土保持责任。项目施工单位要做到绿色文明施工，切实规范施工行为，优

化施工工艺，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严格控制施工扰动范围，加强施工临时防护，

坚决杜绝乱挖乱弃及超范围扰动等。水土保持监理单位及人员要全面实施驻场监理，强化与主体工程监理

的协调联动，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各项水土保持要求和措施。水土保持监测单位要尽早进场，并重点围绕水

土流失“过程控制”和“定量分析”开展工作，按规定开展监测三色评价，为建设单位防治水土流失和水

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监管提供依据和支撑。 

  （三）严格控制水土保持重大变更。项目法人应当严格落实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初步设计报

告水土保持篇章，加强水土保持组织管理，严格控制重大变更。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应履行变更程序。

与初步设计阶段相比，在建设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或弃渣场选址发生变化的，应按相关规定

在变更前履行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审批手续。 

  四、加强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一）落实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项目法人要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标准规范等确定的验收标准和

条件，组织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并在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前完成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按照相关

规定需要开展导（截）流、下闸蓄水等阶段验收和完工验收的，应同步进行相应阶段的水土保持设施专项

验收。 

  （二）加强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监管。各级水利部门要加强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监督检查，督促

指导“应验未验”的项目尽快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进一步加大验后核查力度，对核查中发现的水

土保持违法违规行为要严格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五、进一步做好项目移民安置水土保持工作 



 

 

  （一）明确移民安置前期工作水土保持要求。涉及移民安置的水利建设项目，在编制水土保持方

案时应根据移民安置规划进行水土保持措施典型布设，估算投资并提出水土保持要求。初步设计报告水土

保持篇章应结合移民安置相应深度进一步深化水土保持内容。农村移民安置、城（集）镇迁建工程、工矿

企业迁建、专项设施迁复建等移民安置工程，涉及需要单独立项的，应按立项要求单独办理水土保持方案

编报审批手续；不需单独立项的，应及时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二）落实移民安置工程水土保持责任。项目法人与移民安置工程实施部门之间要明确移民安置

水土保持责任和要求。移民安置工程实施部门要落实水土流失防治主体责任，切实防治因移民安置造成的

水土流失。需要单独立项实施的移民安置工程，应按照规定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及验收工作。 

  （三）加强移民安置水土保持监管。各级水利部门要把移民安置水土保持工作情况作为水土保持

监管的重要内容，在开展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跟踪检查时，对移民安置工程水土保持情况同步进行抽查

检查。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移民安置管理机构，共同做好移民安置水土保持日常监管与指导。 

  各流域管理机构和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依法履职尽责，全面加强水

土保持监督管理，对发现的水土保持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进行责任追究、信用惩戒和执法查处，推动在全社

会形成水利建设项目带头尊法守法、保护生态的良好氛围。 

  水利部办公厅 

  2021 年 5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