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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述法报告

银川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董建华

2024 年，在市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市

委、政府各项安排部署，将法治建设贯穿到水利工作全过程，推

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现将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

任人职责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提高政治站位，稳步推进水利法治体系建设

坚决扛牢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统筹部署全市水务领域

法治建设各项任务，着力解决水务系统法治建设重点、难点问题。

加强理论武装，持之以恒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建立健全本

单位“1+2+X”学规学法制度清单体系，严格落实会前学法制度，

依托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组会等集中学习《习近平法治

思想学习纲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 11 次，举

办法律法规专题讲座 2场，带头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地

下水管理条例》等涉水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党员干部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意识进一步增强。梳理细化年度工作要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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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市水务局法治政府建设“八大行动”和提升工程落实台账，部

署依法治水重点工作，明确任务分工，切实做到法治建设与业务

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确保法治建设有效有序推进。

（二）坚持法治开篇，夯实法律法规制度基础

坚持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对水利工

程管理、水资源管理等关键领域制定更完善、更具有针对性、更

具有实操性的法规细则，确保各环节有法可依。制定《银川市水

资源配置规划（2023-2030）》《银川市城市防洪规划》等重点

规划，完善城市水网规划体系。建立健全“四水四定”试点市体

制机制，印发《银川市城市再生水利用管理办法》《银川市再生

水置换收储交易管理办法》等管理办法，持续织密水资源管理体

系。出台《2024年银川市河湖长制工作要点》《2024 年银川市

河湖管理进驻式检查工作方案》等，进一步明确河湖长工作职责，

确保各级河湖长履职尽责。

（三）严格规范执法，不断提升依法治水效力

坚持寓服务于执法，“刚”“柔”并行而驱，提高执法质量。

全面推行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处罚制度，严格执行 2 人以上

“亮证执法”规定，以现场批评教育和普法宣传为主，构建和谐

稳定的水利工作环境，切实提高执法工作整体质效。扎实开展农

村供水工程督导检查 30余次，下发督办函 4次、警示单 1次，

持续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督促 3家煤矿企业对未办理取

水许可手续违法取水问题进行整改，严控违法用水行为。排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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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洗车行私打自备井、违规取用水问题 33 个，持续推进洗车行

规范化用水。深入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制定水土保持

情况监督检查等 11项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部门联合随机抽查

事项清单；水工程安全管理监督检查等 7项部门双随机抽查工作

计划和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进一步完善双随机抽查的制度机

制，规范双随机抽查监管行为，提高检查质量，加强检查结果运

用，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

（四）提升管理效能，持续优化水利营商环境

坚持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强化改革思维，创新改革举措。

纵深推进用水权改革，开拓城市“第二水源”，启动编制《银川

市第二第四污水处理厂片区河湖生态补水用水权置换可行性论

证报告》，有力推动生态再生水利用置换黄河用水权认定。进一

步优化服务质量，简化交易审核流程，完善用水权交易市场体系

搭建，编制《银川市用水权交易收益分配细则》《银川市用水权

有偿使用费管理办法》等 2项制度，新增用水权交易 15 笔（含

跨区域交易 5笔），累计交易水量 957.11万立方米 322.506万元。

农业拟出让水量 2529万立方米，工业拟受让水量 780.99万立方

米，积极引导农业节余用水权向工业流转，有力推动了“水资源”

向“水资产”转变。

（五）强化普法宣传，着力提升全民法治意识观念

坚持法治宣传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强化水利系统法治宣传教

育，常态化开展任前考法、旁听庭审、宪法宣誓等活动，增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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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习教育的实效性。印发《银川市建设“四水四定”试点市全

民宣传工作方案》《银川市建设四水四定试点市规范标准汇编》

等，在中国水利报、银川日报等媒体平台刊登宣传 80余篇，开

展专题培训 6场次。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结合“宪

法宣传周”“习近平总书记 3·14 重要讲话十周年成果展”“全

国城市节水宣传周”等活动 20余场，提升群众对政策法规的社

会知晓度。

（六）上年度存在问题整改情况

2023 年我局法治建设工作还存在领导干部法治思想意识有

待提高、普法宣传次数不够多、法治学习教育形式不够丰富等不

足，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不断健全完善规章制度，组织党员干部

旁听庭审现场，积极开展学法用法交流研讨，使水利系统各级领

导干部法治观念不断增强，法治意识逐步深入，把法治要求贯穿

到水利行业全过程、各环节中，坚决守牢法律红线。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年来，我局法治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以下不

足：一是学法深度有待提高。部分干部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仅停

留在“学了”的层面，学以致用做的还不够，在工作中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能力仍有不足。二是法治队

伍建设有待强化。机构改革后没有设立法制审核工作机构，法制

审核完全依赖于法律顾问，且现有执法人员缺乏足够的系统化、

专业化培训，执法人员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不够高，法治建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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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整体偏弱。三是法治建设创新有待加强。在法治政府制度建设、

法治宣传、行政执法等方面工作满足于按部就班执行落实，缺乏

运用新媒体、新方法、新举措谋划创新。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下一步，我将坚决贯彻市委、政府决策部署，担当作为、履

职尽责，针对水利法治建设工作薄弱环节，突出重点、补齐短板，

全面提升水利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一是坚持学用结合。在“学”

上下功夫，重点抓好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习，进一步教育引导党

员领导干部严格遵循“依法办事、依法履职、依法用权”基本原

则，牢固树立法治观念。二是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围绕“世界水

日”“中国水周”“宪法宣传周”等重要水事节点开展普法宣传，

举办知识竞赛、“法律讲堂”等特色活动，持续提升群众法治素

养，推动法治观念形成。三是提升水行政执法质效。深入推进提

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健

全以日常巡查监管为基础、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重点、

以信息化管理手段为补充的复合监管机制，强化行政执法人员培

训，加大涉水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对供水、节水、排水、水利工

程建设、安全生产、河道管理等重点领域执法全覆盖，确保行政

执法质量和效能实现“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