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决打赢水利扶贫攻坚战（转）

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 鄂竟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党全国全社会

发出了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的总攻令，强调要坚决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

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为我们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

动力。水利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支撑和保障，水利扶贫在国家脱贫攻坚总体布

局中肩负重要使命。水利部党组认真学习、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

要论述特别是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打赢水利扶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今年以来 9 次专题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召开全国水利扶贫工作座谈会和水利定点扶

贫工作座谈会，制定水利扶贫工作要点，建立工作台账，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

更好作风，查找差距、补齐弱项、巩固成果，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入推

进贫困地区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加快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一鼓

作气打赢水利扶贫攻坚战，为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

强有力的水利保障。

紧盯目标任务，确保如期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全面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是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

重要内容，是水利扶贫的硬指标、硬任务，决不能有丝毫含糊。“十三五”以来，

经过努力已累计提升 2.27 亿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其中解决 1707 万贫困人口饮

水安全问题，但还有一些扫尾工程需要完成，有的地方安全饮水不稳定，还存在季



节性缺水问题。必须紧紧咬定全面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的目标任务，加快推

进扫尾工程建设，强化工程运行管护，确保工程建得成、管得好、群众长受益。一

是按时解决剩余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对尚未完成建设任务的地区，以县为单位

安排水利部机关司局“一对一”挂牌督战，建立到村到户台账，倒排工期、节点控

制、抢抓进度，确保今年 6 月底前全部完成建设任务。同时，通过水源置换、净化

处理、易地扶贫搬迁等方式，加快解决饮水型氟超标问题。二是全面加强农村饮水

工程运行管护。以贫困群众能长期稳定饮用放心水为根本，狠抓农村饮水工程管理

维护。抓住水费收缴这个“牛鼻子”，层层压实农村饮水安全地方人民政府主体责

任、水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监管责任、供水管理单位运行管理责任，完善和落实农村

饮水工程运行管理机构、运行管理办法、运行管理经费，确保工程良性运行、长期

发挥效益。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加快推进水源保护工作，确保供水工程水质。三是深

入排查防止出现问题反弹。建立贫困地区县级农村饮水应急预案，建立常态化排查

机制，对已解决饮水安全问题的贫困人口动态调整，及时发现和解决因自然灾害、

水源变化、运行管护等原因引起的动态新增饮水安全人口问题，防止出现问题反弹。

对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等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肃整改，

确保问题得到真正解决。

聚焦短板弱项，加快补齐贫困地区水利基础设施短板

农田灌排、防洪抗旱、水土保持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密

切相关。近两年，水利部党组举全行业之力推进贫困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贫困

地区水利条件明显改善。但也要看到，贫困地区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状况有的还没有

得到根本扭转，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是最难啃的“硬骨头”。收官



之年要总算账、算总账，必须针对短板和差距，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持续加大支持

力度，优先安排深度贫困地区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着力解决瓶颈制约问题，筑牢脱

贫攻坚水利基础。一是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农田灌排工程建设，完成贫困地区规划内

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建设任务，做好灌溉供水保障服务，促进群众增产

增收。二是大力开展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中小型水库建设和山洪灾

害防治，加强山洪灾害预警监测和发布，不断提高贫困地区防灾减灾水平。三是深

入实施贫困地区小流域综合治理、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等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推动

生态保护与群众脱贫有机结合。四是组织实施好云南滇中引水、贵州夹岩及黔西北

调水等贫困地区在建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确保早建成、早受益。抓紧做好拟建重大

水利工程前期论证，争取早日开工。五是扎实推进农村水电扶贫工程建设，按比例

足额上缴投资收益，帮助更多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益。六是落实水库移民脱贫攻坚政

策，拓宽移民增收渠道，推动水库移民与全国人民同步实现全面小康。当前，要针

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有针对性地精准施策，切实解决好项目审查审批、材

料供应、人员和机械进场等问题，加快水利扶贫项目复工复产。

发挥行业优势，大力助推帮扶地区加快脱贫攻坚

按照中央安排，水利部承担了重庆市和湖北省 6 个县（区）定点扶贫、滇桂黔

石漠化片区联系以及有关地区对口支援任务。水利部充分发挥行业优势，与相关地

区密切协作，推动各项帮扶措施落地并发挥作用，6 个定点扶贫县（区）已基本实

现脱贫摘帽，其他地区也都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但是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还有“硬

骨头”要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必须突出重点、明确目标、发

挥优势，确保帮扶任务圆满收官。一是针对定点扶贫地区，继续大力实施水利行业



倾斜支持工程、贫困户产业帮扶工程、贫困户技能培训工程、贫困学生勤工俭学帮

扶工程、水利建设技术帮扶工程、专业技术人才培训工程、贫困村党建促脱贫帮扶

工程、内引外联帮扶工程等“八大工程”，积极帮助争取有利于增强地方经济发展

的项目和资金支持，加大产业帮扶力度和公共基础设施帮扶力度，积极做好就业扶

贫和消费扶贫工作，强化人才智力帮扶，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二是认真履行

片区联系单位职责，协调片区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加大对片区的支持力度，帮助

片区解决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易地扶贫搬迁、石漠化治

理，以及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加快推动片区区域发展

与扶贫攻坚规划实施。三是继续大力落实对口支援地区水利扶贫实施方案，在项目、

技术、信息、资金、人才、政策等方面给予倾斜，通过综合性帮扶措施，进一步改

善有关地区水利面貌。

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加强贫困地区水利行业监管

贫困地区水利改革发展相对滞后，既有水利基础设施不足、历史欠账较多的问

题，也有水利行业管理薄弱、监督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必须围绕贫困地区涉水管理

存在的突出问题，强化专项监督和日常监管，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巩固拓展

扶贫成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一是突出抓好江河湖泊管理。发挥好河长制湖

长制作用，推动河湖“清四乱”规范化常态化，将“清四乱”整治范围由大江大河

大湖向中小河流、农村河湖延伸，实现河湖全覆盖，解决农村河湖垃圾乱堆乱放、

违法私搭乱建房屋、违法种植养殖等问题，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二是全面加强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小型水库、农村供水工程、灌区“最后一公里”工程运行管理

直接关系贫困群众生产生活，要督促地方全面落实水利工程管理责任、健全管理制



度，加强对工程管护主体、管护人员、管护经费落实情况的监管，建立良性运行机

制，确保水利工程有人管、有钱管、管得好。今年水利部将以供水工程水费收缴为

重点开展大规模暗访督查，制定专门问责办法，力争 2020 年底实现农村集中供水

工程基本收费、用水户基本缴费的目标。此外，通过水利行业强监管，推进基层水

管队伍建设，创造更多公益性管理服务岗位，吸纳更多贫困人口就业，开辟稳定收

入渠道，帮助贫困家庭脱贫。

发扬务实作风，不断提高水利扶贫攻坚工作质量

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决胜关头，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

不能放松，必须以务实作风把各项工作抓紧抓实。一是攻坚责任必须压实。保持决

战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恒心和韧劲，层层压实责任，各项任务都明确时限、

要求，各项责任都落实到岗、到人。水利部领导班子成员将分别带队，到“三区三

州”深度贫困地区，实地对接水利工程和有关扶贫项目。水利系统各级党组织主要

负责同志作为水利扶贫攻坚第一责任人，要亲自研究部署、亲自推动落实。二是支

持政策必须落地。各项水利支持政策要继续向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加快分解下达中央水利投资，积极协调省级财政加大投入，贫困县水利投资总体上

只增不减。认真落实贫困地区人才队伍建设帮扶工作方案，抓好水利扶贫干部培训

和人才培养。加大水利科技扶贫力度，帮助贫困地区开展技术攻关和新技术应用。

三是基础工作必须做实。以贫困地区水利扶贫政策落实、资金使用管理、项目实施

进展、脱贫攻坚成效等为主要内容，组织“一对一”水利扶贫工作监督检查，做好

水利扶贫统计，确保水利扶贫质量经得起检验。深入开展水利扶贫政策研究，提出

2020 年后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长效机制的水利保障思路和措施，与乡村振兴战略



有效衔接。充分发挥“12314”水利监督举报服务平台作用，及时收集群众反映的

问题。四是作风建设必须紧抓。持续推进水利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进一步减少开会发文和填表报数，凡是水利部机关能梳理的材料不要求基层提供，

主要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开展调研督导和监督检查，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

（来源：水利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