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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贯彻落实重庆市水文条例有关事项的通知

渝办发〔2010〕28 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水文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 200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为全面贯彻落实《条例》，促进水文事业健康发展，

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快水文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水文事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公益事业，对科学合

理保护和开发利用水资源、维护水生态安全、防灾减灾、应对突发

性公共事件和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技术支撑作用。

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市水文事业欠账多、基础弱，加之全球气候变

化导致洪旱灾害及其他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生日益频繁，当前水文

工作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全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

务必高度重视，正确认识加快水文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增强紧迫感

和责任感，深入学习贯彻《条例》，促进水文事业健康发展。

二、进一步理顺水文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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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水文工作的领导，理顺管理关系，将水

文管理工作纳入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职能。市水行政主管部

门要切实履行全市水文工作主管部门的职责，其直属的市水文机构

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水文管理工作。市发展改革、国土房管、城乡建

设、环保、交通、气象、测绘等部门要依法配合市水文机构做好水

文监测站网的统一规划、水文监测资料的汇交与使用审查、专用水

文站点审批、水文情报预报的分析发布等工作。各区县（自治县）

水行政主管部门要设立水文管理机构，配备专业技术人员，按照分

级管理的原则依法履行水文管理职责，具体承担流域面积在 1000

平方公里以下河流的水文水资源监测与调查评价及预警预报工作，

依法对本区县（自治县）管理的水功能区、城乡饮用水水源地、小

型水库、重要取水口、入河排污口的水量和水质状况进行动态监测

和分析评价。

三、逐步完善水文事业投入机制

全市各级政府要依法将水文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实行预算单列，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逐步增加对水文事业的投入，确保水文机构正常运行，加

快水文事业发展。要按照《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460 号）、《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费使用管理办法》（财农

字〔1999〕238 号）、《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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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有关规定，从防汛抗旱经费、水利建设基金、水资源费、水

土保持费等规费中适当安排经费支持水文监测自动化、水情预警预

报、水资源和水土流失监测与分析评价等工作。

四、规范水文测站的建设与管理

全市水文测站建设应当按照流域与区域相结合、区域服从流

域，合理布局、防止重复，兼顾当前和长远需要的原则，纳入全市

水文事业发展规划，由市水文机构统一编制规划，报市水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后，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程序组织实施，不断完善

水文监测网络，并实现资源共享。争议较大或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

要影响的水文测站建设规划，应报市政府批准后按有关规定组织实

施。大中型水库、水电站、航运枢纽、城乡防洪工程和易发洪水灾

害的旅游景区，其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重庆市水文监测站网布

设技术导则》、《重庆市水文技术装备标准》和《重庆市水文监测

设施土建施工设计图集》的有关要求，配套建设满足流量、水位、

雨量、泥沙、蒸发等监测项目要求的专用水文测站或设置水文监测

设施，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预警预报平台。依法需要配套建设专

用水文测站或设置水文监测设施的工程中，现已建成的工程应在

2010 年年底前完成建设任务，在建工程应当在工程竣工前完成建

设任务，新开工建设的工程应当将专用水文测站或水文监测设施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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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扎实做好水文监测资料汇交和管理工作

水文监测资料实行统一汇交和管理的制度。市水文机构要依法

做好全市水文监测资料的汇交工作，妥善存储和保管汇交的水文监

测资料，加快建设市级水文数据库，构建全市水文信息共享平台，

为社会公众查询和获得水文信息提供便利服务，将重要灾害性水文

信息及时通报有关江河管理部门。气象部门的雨量、墒情等资料，

国土部门的地下水监测资料以及交通（航运）、电力等部门的有关

水文监测资料，要依法按照《重庆市水文资料采集整编及汇交标准》

的要求进行整编后，汇交市水文机构。各专用水文站管理单位要对

审批的水文监测项目，按照《重庆市水文资料采集整编及汇交标准》

的要求整编水文监测资料，并汇交至所在区县（自治县）或市水文

机构；区县（自治县）水文机构负责其管理水文站点的水文监测资

料整编，并及时汇交市水文机构。其他各类涉河工程施测的河道地

形图、河道横纵断面图以及为工程设计开展的暴雨、洪水调查等资

料、图件，其建设及经营管理单位要在工程竣工后及时汇交市水文

机构。

六、高度重视水文工作队伍建设

全市各级政府要主动关心和大力支持水文机构的工作，特别是

体谅水文监测职工所处的艰苦环境和恶劣条件，积极帮助解决工

作、生活中的具体困难，稳定水文工作队伍。要适时引进一批水文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

- 5 -

专业高等院校毕业生和中青年技术人才，改善水文工作队伍结构。

加强水文工作人员岗位技能培训，逐步推行水文监测人员持证上岗

制度。市水文机构要认真制订全市水文工作人员培训计划并组织实

施，重点就各类水文测验方法、设备仪器维护、水文资料整编、水

情预警预报、水文相关标准规范和法律法规、自动化仪器设备应用

等进行培训。

七、切实加强《条例》宣传贯彻工作

全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

等媒体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条例》的立法宗旨和主

要内容，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水文工作的认识，为贯彻落实《条例》

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各级水行政部门、政府法制部门和水文机构

要组织开展集中宣传和咨询活动。加大水文执法力度，对我市多发

的破坏水文监测断面、损害水文监测环境、损毁水文监测设施等违

法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和惩处，为水文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

好的环境。

二〇一〇年二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