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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全省规划计划工作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践行“十六字”治

水思路，围绕全省水利中心工作，突出补短板，支撑强监管，奋

力走前列。现制定年度工作要点如下： 

一、组织编制重大规划 

一是高标准谋划水安全战略。以保障浙江高质量发展、“两

个高水平”建设为目标，突出水安全战略保障，强化水资源刚性

约束，对标最高标准，组织编制浙江省水安全战略规划、钱塘江

河口水资源配置规划，完善全省水资源节约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

规划。 

二是高起点编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对标“两步走”战

略目标，围绕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四大建设等重大战略决策，聚

焦满足新时代治水需求和解决历史欠账等老问题，组织做好“十

四五”规划以及专项规划的编制。9 月底前各市完成规划初稿，年

底前完成全省规划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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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扎实做好水利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规划。充分认识空间规

划的重要性，以省水域保护规划、钱塘江干流岸线保护与利用规

划等为支撑，开展全省水利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规划编制。各地要

组织开展水利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规划，及早高质量完成水域调查，

及时衔接同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力争 3 月底前完成涉水生态空

间、重大水利工程落图；6 月底前完成全省规划。高质量做好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浙江片区）水利规划编制。 

四是深入做好各类水利专项规划。指导做好杭州城市防洪规

划、椒江流域防洪规划、温瑞平原防洪排涝规划、南太湖等新区

水利综合规划，积极开展创新示范，因地制宜打造一批水利高质

量创新发展样板，各试点县要扎实推进农村水系综合整治方案。

完善杭嘉湖区域防洪规划和钱塘江河口治理规划。 

五是不断提高规划管理水平。开门编规划，提高规划编制透

明度和社会参与度，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充分发挥厅科

技委指导作用。加快水利规划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完善水管理平

台的水发展规划功能，试点单位先行先试，推动省市县规划数据

互联互通。 

二、扎实推进重大工程 

一是启动实施海塘安澜千亿工程。按照“一次规划、分期实

施”的要求，力争 3 月底前完成海塘安澜千亿工程规划和行动计

划，6 月底前沿海各市、县（市、区）完成“一县一方案”，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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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级政府审批。全面开展工程前期工作，对其中存在病险、列入

三年加固提升计划的项目，力争 10 月底前完成可研审批。 

二是扎实推进重大水利项目前期。组织各地完成加快建设方

案，争取 5 月完成全省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方案并印发。积极

对接国家有关部委，力争完成开化水库、环湖大堤后续等可研批

复并年内开工。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原则上完成建设类可研审

批、储备类可研审查；其他列入全省水利“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

原则上年底前完成可研审查，对确难以推进的项目，重点分析制

约因素，研究提出替代方案或落实非工程措施。 

三是切实保障前期工作质量。各级水利部门和重大项目前期

责任单位要细化前期工作方案，制定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表，

逐项落实责任，创新方式，进一步提高效率；重视水文、地勘、

测量等基础工作，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和规程规范，融合“安全+

全理念，注重与水文监测预报和水利数字化等结合，确保项目前

期工作质量和深度。强化部门沟通协作，充分利用部门联席协调

机制，加大协调力度，形成工作合力。 

四是积极谋划重大水利项目。推进莲湖水库、镜岭水库等重

大水利工程前期研究，争取列入全国“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

对表防汛抗旱问题短板，特别是“利奇马”台风中暴露的问题，研

究提出一批防汛抗旱能力提升工程；聚焦历史遗留问题，研究提

出一批规划安排方案的替代工程。各级水利部门加大前期工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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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力度，形成“建设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滚动接续机制。 

三、强化投资计划执行 

一是加快形成有效投资。以海塘安澜千亿工程、防洪排涝等

重大水利工程为抓手，深入开展“三服务”“三百一争”专项服务，

加快补齐水利短板，确保全省年度水利投资完成 500 亿元，力争

超额完成 10%以上；其中海塘安澜千亿工程等重大项目完成水利

投资 230 亿元。各地要对标对表倒排计划，逐级分解到项目、到

月、到人，抓实抓细投资计划执行；积极商同级财政、发改等部

门按要求及时分解、转达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中央财政专项资

金和省级资金，加快投资执行进度。 

二是完善投资计划管理。加强水利专项资金绩效管理，推进

省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组织编制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预算，

开展 2019 年中央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全力配合重大水利项目审

计。省级建立完善重大水利项目库，市、县水利建设项目实现储

备库入库公示和项目实施完成情况公开全覆盖，未经入库公示的

项目不得申报省级专项资金。完善水管理平台投资计划全过程管

理系统，试点市县积极配合，贯通省市县三级项目库。 

三是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加大水利投入，

积极申请地方政府债券、乡村振兴基金和政策性金融信贷，总结

推广典型做法，努力保障水利建设资金需求。加强与金融机构对

接，动态掌握信贷政策，做好水利发展政策、规划和重点项目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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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规范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推动盘活水利资产，

吸引市场主体参与海塘安澜千亿工程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四、做好水利综合管理 

一是加强水利统计工作。按照水利统计责任体系严格落实统

计责任，坚持“数出一源”，运用好各类稽查、检查成果，加强数

据审核和评估，确保统计数据客观真实反映各地水利改革发展进

展。坚持水利设施投资与全口径水利投资两手抓，加强与同级统

计部门衔接沟通，应统尽统，确保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 10%。扎

实做好水利综合统计、水利建设投资统计、水利服务业统计年报

工作。抓好月度、年度水利投资统计分析监测，掌握水利投资动

态。开展水利投资统计指导服务，强化统计业务培训，持续提升

水利统计队伍的业务能力。 

二是加强结对帮扶和对口合作。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和水利部 2020 年扶贫要求，扎实做好开化县洪村村扶贫结对帮

扶工作，承担好开化帮扶团组长单位职责。做好水利援藏、援疆

和与吉林省对口合作等工作。加大支持力度，加快推进加快发展

县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