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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政执法是水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流域管理机构水政监察队伍有效开展水行政执法工

作是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本文对基层流域管理机构水政执法工作进行了研究和探

讨,在简要分析基层水政执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就如何解决基层水政执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针

对性的解决建议,旨在为促进基层水政执法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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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administration enforc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water administration work.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water administration enforcement by the water administration supervision team of watershed 

management agencies is the need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This paper studies and discusses the water administration enforcement work of grass-roots watershed 

management agencies. On the basis of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grass-roots water 

administration enforcement, some targeted solutions are put forward on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grass-roots water administration enforce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grass-roots water 

administration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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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

明理念在国家的发展规划中占有突出地位,牢固树立新发展理

念,以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为主

要任务。而流域管理机构水政监察队伍有效开展水行政执法工

作,对流域内博斯腾湖管理范围内存在的破坏水土保持、擅自取

水、水资源污染等违法行为进行有效遏制,是保护好水资源水环

境、实现流域内生态平衡确保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目标的实

现和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1 基层流域管理机构水政执法部门职责概述 

地方流域机构所属的管理单位水政监察队伍由地方流域机

构批准成立,流域水行政执法责任人由经授权的流域管理机构

和委托承担水行政执法任务的水政监察队伍构成,水政监察人

员是实施水政监察的执法人员。塔里木河流域包括塔里木河干

流区和源流区,源流区由开都-孔雀河、阿克苏河等九大水系组

成,博斯腾湖属于开都-孔雀河流域。流域管理机构水政执法部

门主要职责是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水法规,依法

管理博斯腾湖 新划定岸线范围内的水资源、水土保持、水工

程、生态环境等设施,对水事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维护正常水事

秩序,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水法规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其他行政措施；配合和协助公安、司法部门查处水事

治安和刑事案件；受水行政管理部门委托,办理行政许可和征收

行政事业性规费等有关事宜。 

2 现阶段博斯腾湖管理处水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 

自1988年第一部《水法》实施以来,水利事业走上法制轨

道,随着《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水政监察工作章程》

水利部《关于全面推进水利综合执法的实施意见》等法规的

陆续实施,流域机构逐步建立了水政执法体系有利打击了各

类水事违法行为,维护了水事秩序。通过基层工作的不断实践,

发现目前水政执法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

下机个方面： 

2.1水政执法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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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政监察队伍在开展工作中与其他行业部门接触较多。直

接面向社会和公众,与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在执法过程中

的表现直接影响外界对执法部门形象的认知。执法队伍自身综

合素质的提高是流域管理机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环

节、是增强公共服务能力的保证。基层水政执法人员存在涉

水利、法律专业的人员较少,持执法证上岗人员较少,执法过程

中因涉及的水法规较多,需要专业性较强的工作人员,而基层执

法人员半路出家的较多,自身掌握涉水法律法规欠缺,在查处水

事违法案件时对具体的违法行为套用那些法律条款把握不准,

不好界定处罚尺度,一些笔录、处罚决定等法律文书书写不规范,

对办案效率和质量造成影响,一旦水事案件进入法律程序,就会

对流域水政监察机构带来被动,同时水事违法案件的多样性和

复杂性会对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带来挑战。 

2.2体制机制及执法装备尚需完善 

基层水政执法机构受流域管理机构委托,开展水政巡查执

法工作,这种基于委托关系的执法权限,限制了基层水政执法机

构的独立性、自主性,降低了执法的时效性和快速反应能力。当

基层水政执法人员遇到水事违法行为时,在做好询问笔录、取

证、下达责停责改等法律文书后,需及时向上级流域机构报告事

件基本情况,由上级流域执法监察部门针对事件性质研究、审批

确定是否立案,以及套用何种法律处罚条文, 后进入水行政执

法程序。水事违法行为从立案到结案耗费较长时间。执法过程

中执法人员及没有统一的执法着装,缺乏正规性,降低了水政执

法的威慑力。 

2.3地方涉河项目审批环节不规范对水政执法造成影响 

根据《水法》、《新疆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相关

条款的规定,在河湖管理范围内的涉河工程项目建设方案和洪

水影响评价报告应经流域管理机构审查同意,地方政府在一些

涉河湖项目审批时不按程序,项目未向经流域机构报批审查,就

允许项目开工,这种行为对水政执法工作开展带来困扰,造成执

行公务事难做案难办,即便有些采用是补办手续,有些也是补不

全, 后只能不了了之, 后导致有法难依,违法难究,影响涉水

法规权威性和政府公信力。 

2.4河湖管理范围的划定对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影响给执

法工作开展带来难度 

博斯腾湖岸线管理范围划定后,一些景区、村民的房屋、草

场、鱼塘被划入河湖岸线保护范围,结合2021年水利部办公厅

《关于开展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精神、

结合“四乱”问题清理整治,在排查中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

矛盾凸显出来,一些临河房屋、景区及码头建设年代久远,无审

批手续,土地权属及性质复杂,地物拥有人涵盖个人,私企、国

企、政府部门机构,这些问题如何界定性质、如何清理整治给基

层流域管理机构水政执法工作带来困难。 

2.5博斯腾湖周边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部分排污

口的设置不合理造成基层水政监察工作执法难 

博斯腾湖周边一些乡场由于农田地势较低,农田排水面临

着过湿地排水和盐碱地排水两大任务,以达到除涝、防渍、土壤

脱盐碱、为作物创造良好的水土环境的目的,但一些乡场农田排

碱渠废水扬排站规划设置不合理,将农田排碱渠产生的废水直

接排入博斯腾湖小湖区,对博斯腾湖小湖区水质造成破坏,对政

府力争实现博斯腾湖水质达到Ⅲ类标准的努力带来挑战。向湖

区排放废水是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与相关水法规保护水资源

的精神相悖,由于排污口的设置管理权限由当地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负责,而流域管理机构行使权限内的水资源管理职责,

无权管理排污口设置,使得流域机构水政监察人员在面对地方

乡场扬排站排放废水时,无能为力,只能向地方政府反映,而地

方以农田排水系统暂未立项改造,不排水,湖区周边农民土地无

法耕种为由继续向湖区排放废水,导致水政执法工作无法开展。 

3 加强水政执法工作的几点建议 

水政执法是水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重视和加强水政

监察,是贯彻落实国家“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十六字治水方针的重要举措。按照水利部“执法队伍专职

化、执法管理信息化、执法行为合法化、执法文书标准化、考

核培训制度化、执法统计规范化、执法装备现代化、监督检查

经常化”的目标要求,必须进行规范化建设, 使基层流域管理机

构水政监察执法工作适应新时代。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现提出

以下几点意见： 

3.1健全机构,加强领导  

理顺水政执法工作开展工作中行政管理主体和执行主体之

间的关系,明确权责。认真贯彻水利部提出的“水利工程补短板,

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改革发展总基调,进一步增强依法治水、管

水观念,把强化水政执法体系建设作为“强监管”的重要抓手,

建立健全专职水政监察队伍。特别是加强基层队伍建设,根据执

法任务配足配强专职水政监察工作人员。流域管理机构水政监

察部门要加强对基层水政执法工作的领导、指导和监督, 同时

对一些疑难问题加强同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协调,必要时联合

执法,从根本上提高办事效率,降低执法成本,逐步建立统一、规

范、高效的监察执法体系,提升水政执法在“强监管”中保障水

法律法规得以落实的目的。 

3.2加大宣传水法律法规,努力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在实际的水行政执法过程中,不断增强周边广大群众的水

法律法规意识是提高水行政管理、水行政执法和贯彻实施各项

水法规的基础,只有群众法律意识提高了,利用水资源的同时自

觉履行相关义务的自觉性提高了,违法行为才能相应减少,水行

政执法的目的才能水到渠成。具体的讲应该从地方机关、乡村

等角度入手、结合中国水周、世界水日等,开展针对性宣传,提

高法制意识和环保意识,促使地方规范涉河项目审批,避免建设

项目绕过流域管理机构先建后批、合理规划建设农田排水系统,

杜绝废水直排博斯腾湖以达到保护博斯腾湖水资源的目的。在

乡村把一些典型违法水事案件做重点宣传,让法治理念深入人

心,争取群众对水政执法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3.3组织培训,提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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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健全机构和配备专职人员的基础上,要切实加强对

执法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定期组织执法业务培训,不断提高水

政监察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执法能力。具体措施：一是积极推进

执法资格考试和认证工作,使所有水政执法人员取得相关机构

颁发的行政执法证,持证上岗。二是面向社会通过公开招聘方式,

积极引进法律专业人才使执法队伍专业结构趋向合理,便于规

范执法；三是对现有在岗人员,通过边学边干、专题培训、等方

式组织学习定期考核,提升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提高执法效果

和工作效率。四是引入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确保执法责任得到

有效的实施和保障,从而推进水利建设法制化。 

4 结语 

水政执法是水利管理工作的重要支撑,加强队伍建设工作

有助于更好的提升整体水平,同时也要客观地认识到,水政执法

队伍建设工作的开展 也是一项长期、系统性的工作。基层水政

执法伍必须要对国家赋予的权力进行正确履行,切实做到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必依,为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升及

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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