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2

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局 2021 年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1.部门机构设置

本部门由局本级和 14 个下属事业单位构成，下属事业

单位分别是：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广州

市增城区供排水管理中心、广州市增城区增塘水库管理所、

广州市增城区水利设施管理所、广州市增城区河湖库管理

所、广州市增城区水务技术中心、广州市增城区百花林水库

管理所、广州市增城区联安和白洞水库管理所、广州市增城

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广州市增城区水库移民服务中心、广

州市增城区水务建设管理所、广州市增城区初溪拦河坝管理

所、广州市增城区正果拦河坝管理所和广州市增城区大封门

水库管理所。局机关内设 9 个科室，分别是：办公室、规划

与水政法规科、水资源与供水管理科、建设管理科、水利管

理科、排水管理科、计划财务与审计科、执法监察大队和机

关党委。

2.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水务工作的法律、法

规、规章，制定水务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指导水利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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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组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水利保障工作,指导水利改

革创新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

（2）统筹城乡水务发展总体规划。根据本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本区水务中长期发展规划，

并组织实施;组织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及重大建设

项目中有关水务的论证工作;负责水务科技应用推广、对外

合作交流和水务信息化工作。

（3）负责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组织编制全区

水资源综合规划、重要江河湖泊流域综合规划、防洪排涝规

划、供排水规划等水务规划;组织编制并实施水资源保护规

划;实施全区水量分配方案;组织实施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

和防洪论证制度;指导实施水资源费有偿使用工作。

（4）负责本区供水行业管理和节约用水工作，组织实

施供水行业特许经营管理制度;指导供水企业制定年度建设

计划并监督实施;负责供水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并指导镇

街和供水企业组织实施;监督检查公共供水和自建设施供水

单位的供水水质;统筹农村通水、改水工作。负责节约用水

工作。拟订节约用水政策，组织编制节约用水规划并监督实

施，组织制定有关标准。组织实施用水总量控制等管理制度，

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

（5）负责排水行业管理。组织实施排水行业特许经营

管理制度;指导排水行政审批工作;指导监督城镇排水设施

运营情况;指导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以及再生水利用工

作;指导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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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负责水政监察和水务行政执法工作及有关的行政

复议、行政诉讼应诉工作。

（7）负责水土保持工作。指导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工作，

组织编制水土保持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水土流失监测，按

照权限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并监督实施。

（8）指导监督水利工程设施的运行管理。制定水利工

程设施的运行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监督指导水库、堤防、

水闸、泵站、水电站工程、中型灌区灌排工程、补水工程等

水利工程设施的运行管理。

（9）负责水务工程建设管理;组织制定水务工程建设管

理制度并组织实施;组织水务工程建设程序监督管理工作;

指导水务建设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水务工程质量和安

全评价工作。

（10）负责水务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拟订水务行业

安全生产制度并监督实施;负责水务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

指导水务行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

（11）负责全区河道、湖泊、水库等河湖的监督管理，

组织实施水域及其岸线、河口滩涂的治理、综合利用和保护;

组织指导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指导监督河道采砂管理工

作;指导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河湖生态流量水量管理以

及河湖水系连通工作。

（12）负责编制水务年度建设资金计划并组织实施;监

督水务资金的使用;负责区级权限的水务工程项目审核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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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作,提出水务建设投资安排建议并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

管理;负责水务工程绩效评价、水务综合统计工作。

（13）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洪水

干旱灾害防治规划、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协调水情旱情监

测预警工作;组织编制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

水抗御旱灾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防

御洪水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指导城市内涝抢险应急管

理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负责台风防御期间重要水工程调度

工作。

（14）指导本区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和省属水库、三峡水

库移民安置管理，制定后期扶持的政策、工作规划并组织实

施。

（15）指导镇(街)水务工作，组织、协调中型灌区灌排

的干渠及其附属建筑物的建设、维护。

（16）完成区委、区政府和上级相关部门交办的其他任

务。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1 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州市水务

局的指导和支持下，我局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统筹做好疫情防控、防汛抗旱和水环境治理，紧紧围

绕大敦断面水质达标，推动系统实施城乡污水收集管网建

设、防洪排涝补短板、万里碧道建设、海绵城市建设、城乡

供水改造等工作，坚决打好“十四五”开局之战，实现增城

水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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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我局坚决落实“第一议题”制度，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有关治水工作精神，

深入推进模范机关创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全面加强

党风廉政建设，坚持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围绕“三个转变”

“七个成果”扎实推动整改工作，把推动水务工作高质量发

展作为实现“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

2.多措并举，统筹做好水务系统疫情防控工作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统筹科学防控。成立了以局党组书

记、局长为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局系统防控

工作实施方案并严格落实。二是建立健全“防控台帐”机制。

建立区水务局系统职工、水务重点行业（供水企业和污水企

业）从业人员、在建水务工程项目工人疫苗接种情况台账；

建立水务工地疫情防控台帐，对工地人员进出情况做到底数

清、去向明。三是加强内部防护防控。要求局工作人员戴口

罩上班，勤洗手，讲卫生；加强办公场所内外消毒工作；在

单位门口配置热成像测量体温设备，对进入单位的人员严密

检测，严格落实扫码通行，发现异常立即报告处理。四是加

强水务工地防控。共出动 460 余人次，检查在建水务工程 159

宗，现场签发整改通知书 47 份，提醒函 11 份。五是有呼必

应，火速支援。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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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斗堡垒作用，第一时间组织了 100 名党员干部职工组成

的突击队伍，两次支援永宁街全员核酸检测一线工作。

3.扎实推进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推动大敦断面水质稳

定达标

2021 年东江北干流大敦断面水质达到国考Ⅱ类水质，多

项指标同比 2018 年明显好转，断面水质呈现出逐年提升的

良好态势。其中，溶解氧浓度为 6.58 毫克/升（Ⅱ类水质要

求≥6 毫克/升），同比 2018 年上升 31.8%；化学需氧量浓度

为 10.4 毫克/升（Ⅱ类水质要求≤15 毫克/升），同比 2018

年下降 19.4%；氨氮浓度为 0.101 毫克/升（Ⅱ类水质要求≤

0.5 毫克/升），同比 2018 年下降 79.1%；总磷浓度为 0.086

毫克/升（Ⅱ类水质要求≤0.1 毫克/升），同比 2018 年下降

12.6%。同时，增江口断面 2019 年以来水质类别均为Ⅱ类，

优于国家Ⅲ类考核目标要求。纳入市总河长 10 号令的 16 条

劣Ⅴ类一级支流以及东江北干流 33 条一级支流已全部消除

劣Ⅴ类。主要做法如下：

（1）攻坚 26 宗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项目。按照《增城区

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 年）》

要求及系统治理的思路，实施 26 宗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项目，

目前总进度完成约97%，累计完成新建污水管网约1723公里、

管网清淤约 680 公里。新增污水收集约 18 万吨/天，挤出外

水约 21 吨/天，污水集中收集率约 89%。2021 年 11 月份，

实现新塘、中新、正果污水处理厂晴天 COD 进水浓度稳定达

到 190mg/L 以上，同比 2018 年同期提升约 36%；氨氮进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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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稳定达到 28mg/L 以上，同比 2018 年同期提升约 58%，处

理效能稳步提升，污水处理系统逐步实现健康化、高效化、

经济化运行。

（2）加快完成合流渠箱清污分流工作。《广州市总河

长令（第 9 号）》下达我区 43 条合流渠箱共 36.77 公里改

造任务，分别纳入增江街、中新镇、朱村街、新塘镇等 4 个

镇街 7 个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项目中实施，通过源头截污，打

开末端截污闸，疏通河道水脉，减少山水、河湖水、雨水等

进入污水系统，实现“污水入厂、清水入河”，解决雨季溢

流和排水不畅问题，目前 43 条合流渠箱均已完成工程任务，

全部通过市河长办清污分流效果达标评定。同时，制定内涝

点“一点一策”方案，解决 53 个历史易涝易浸点，实现污

涝同治，按照“具备条件的全力揭盖，不具备条件的分段揭

盖”原则，对山羌涌、上邵涌等条 5 条暗渠进行全面揭盖复

涌，直面历史问题，引导群众监督，表明治水决心，发挥标

杆作用。

（3）全面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自然村全覆盖。因地

制宜采用四种治理模式全面完成全区 251 个行政村（含 1738

个需治理自然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其中 69 个接入

市政污水系统的行政村共处理污水 4.4 万吨/天，其他分散

式处理站点的行政村共处理污水 3.7 万吨/天。同时构建“四

维”管理模式，压实区、镇、村和维管单位各级管理责任，

推动以行政村为单元的网格化、以巡检 APP为手段的智慧化、

以外观和功能使用的标准化和“区排水公司+农户”的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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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四化”维护模式，全区 806 个农污设施常态化运行，并

顺利举办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和集中供水现场

推进会,会上省领导高度肯定了增城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

效，对增城区推行的“区排水公司+农户”的运维模式表示

赞赏，将增城区作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点在全省推广。

（4）全面铺开我区排水单元达标创建。全区排水单元

共 1712 个，面积约 62.4 平方公里。截止 12 月底，已完成

排水单元达标 1565 个，达标面积约 57.72 平方公里，达标

率约 93.1%，提前完成市第 4 号总河长令和《广州市 2021 年

水务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及征地拆迁任务书》中 2021 年完成

排水单元达标面积 75%的年度目标。

（5）加快排水证审批，强化证后监管。简化排水许可

证办理流程，免费为餐饮、农贸市场、洗车档等排水户提供

摸查、设计等技术服务，实现 2021 年办证 1033 个，是 2020

年办证总数的 3 倍；开展排水证后监管约 400 户，针对发现

的问题已现场要求排水户整改，有效规范了排水户排水行

为。

（6）保持水行政执法高压态势。全年累计拆除涉水违

法建设 474 宗，拆除面积约 39.3 万平方米；处理各类水事

违法行为 324 余宗，立案查处 48 宗（含 2020 年结转 7 宗），

作出行政处罚 343.67 万元；对造成较大水土流失问题的项

目进行立案查处 8 宗，对典型排水户、无证排水等立案查处

15 宗。

（7）积极提升公共排水设施管理水平。一是区排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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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累计接收排水管网约 3000 公里，并划分五个片区共 109

个网格实施网格化管理。累计修复管道结构性缺陷 2400 个、

功能性缺陷 2800 个，修复各类排水设施点 14000 处，封堵

外水 230 处，减少外水约 13 万吨/日。二是以新塘镇为试点，

探索智慧排水管理系统的建设工作，形成了“广州增城区新

塘镇全生命周期智慧化排水管理”的典型案例，有效诊断了

20 余万个管网数据问题，支持区排水公司开展 40 余次应急

抢险工作，实现城市内涝抢险智慧化指挥调度的目标。该案

例入围 2021 年第十五届中国智慧城市大会成功案例。三是

按照污水系统“一盘棋”联调联控思路，对全区各污水处理

系统，逐个编制“厂网河”调度方案，明确晴雨天调度原则，

合理调控各泵站送水量和河涌水位，系统管理、精准开闸、

压实责任。

4.防洪排涝补短板、水利工程强监管

一是全力推动“十四五”防洪排涝建设方案 78 宗项目

建设，目前已完工 38 宗项目建设，完成 2021 年建设任务计

划。二是着力解决城市内涝顽疾，针对区域常年水浸黑点，

急群众之所急，谋划并实施的凤凰城-翡翠绿洲片区防洪排

涝综合整治工程、永和河调蓄区建设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建

设，在 2021 年汛期发挥功效，水浸黑点均未出现明显积水。

三是推进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构建了“区管安全和

技术+镇街管防汛和维护+村居管灌溉和巡查”的三级运行机

制，落实了维修养护经费和责任人，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

管护模式，保障了水库安全和效益发挥，2021 年我区小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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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深化小型水库管

理体制改革样板县。

5.高标准打造万里碧道，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一是高标准建设增江碧道，探索打造“碧道+”模式。

增江碧道荔湖湿地、政务中心广场、立体碧道等景观节点已

成为市民“网红打卡点”，群众美好生活好去处。其中立体

碧道建设属全省首创，形成广东碧道“增城样板”，成为激

发老城市新活力、“出新出彩”的重要内容。小楼镇邓山村

碧道和开发区雅瑶河碧道等成功打造“碧道+乡村振兴”和

“碧道+产业振兴”模式，已成为增城的亮丽名片。二是推

动完成 2021 年 75.2 公里碧道建设任务，目前均已完工验收。

三是推动海绵城市建设。市下达我区 2021 年海绵达标建成

区面积任务 16.2 平方公里，截至目前已完成 17.13 平方公

里，超额完成考核任务。

6.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保障供水安全

一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持续推动节水管理和县域

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2021 年我区成功创建国家县域节水型

社会示范区。二是完成了纳入十件民生实事的 20 宗农村供

水改造工作，以及供水服务到终端工作年度任务。三是合理

调配水资源，迅速开展抗旱防咸保供水工作。通过完成荔城

第二水厂建设并投产，新增供水约 15 万吨/日，可向黄埔区

新增供水约 8 万吨/日；加强水利工程科学调度，保障增江

水源；积极谋划大封门水库扩容工程以开发新供水水源等方

式，将干旱和咸潮影响降到最低。



11

7.以人为本，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一是今年汛期期间，我区共发布水务系统应急响应 68

次，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加强对全区

水务设施的运行调度，响应期间累计出动布防抢险人员 5840

人次，车辆 1286 台次，液压动力站 150 台次，龙吸水 68 台

次，布防物资一批，对内涝点及其它积水点加强巡查及布防

1827 次。二是建立抢险救援队伍，做好抢险备勤。建立 4 支

共 480 人的机动防汛抢险队伍，各镇街也建立 13 支共 260

人的抢险队伍，并落实好抢险演练培训，扎实做好抢险备勤。

8.安全生产事故零容忍

一是今年共开展 37 次应急演练，18 次安全生产业务知

识培训，受教育人数 7556 人次，提高了水务职工安全生产

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2021 年增城水务在建工程 143 项，未

发生一例安全生产事故。二是创新思路，从水务系统、提质

增效项目的施工、监理单位抽调党支部书记、技术人员组成

10 个交叉检查组，对全区在建水务工程进行安全生产、文明

施工现场交叉检查，累计出动 904 人次，检查工地 1015 宗

次，发现问题 2362 个并进行整改，通过交叉检查，有效解

决了我区水务力量不足以及安全隐患和工程质量问题。

（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2021年预算完成情况：全年预算数 49.49亿元，全年执

行数 48.972亿元，完成率为 98.95%。

（四）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

2021年我局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指标设置和完成情况：



2.履职效能指标方面。 我局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设置了7

个二级指标和 19个三级指标，三级指标绩效评价得分58分 ，

其中： 一是碧道建设任务，推动完成 75.2公 里碧道建设任

务， 均已完工验收，得 8分； 二是广州市防洪排涝补短板行

动方案建设任务， 按计划完成80 宗， 完成率 95.24%, 得9

分； 三是完成农村生活污水查漏补缺项目验 收工作，2021年

完成 252个行政村新建农污设施移交运维工作，得 9分；四

是全力推进30个农村供水改造项目，按年度计划完成20个

农村供水改造项目，得 6分； 五是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

作，管网错混接整改率达到92%,完成工程量百分比达到97%,

达标单元创建 26.67平方公里，得 7分； 六是排水单元达标

创建工作，按年度计划完成单元摸查设计工作 800个， 完成

单元验收挂牌工作 500个， 得 10分

1.管理效能指标方面。 我局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设置了6 

个二级指标和 15个 三级指标，三级指标绩效评价得39.5分，

其中： 财 政拨款预算完成率4.5分 、 财政拨款收入预决算差

异率3 分、 财政拨款结转结余率 3分、 部门预算及财务管理

制度健全性3分、 政府采购执行率2分、 预决算信息公开合

规性2分、 绩效信息公开情况2分、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2 

分、 资产账务核对情况2分、 固定资产利用率2分 、 公用经

费控制率 3分、“三公” 经费控制率3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2 

分、 绩效指标明确性2分、 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开展情况4 

分。

。

二、 综合评价分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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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评结论综述。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我局部门 2021 整体

支出绩效自评结果为 97.50 分，达到“优”等级。

（二）各项工作任务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管理效能指标方面，15个三级指标年度设置 40分，指

标绩效评价得 39.5分，被扣 0.5分，扣分原因是：财政拨款

预算完成率为 98.95%，未能达到 100%，被扣 0.5分。

履职效能指标方面，17个三级指标年度设置 60分，指

标绩效评价得 58 分，被扣 2 分，扣分原因是：一是广州市

防洪排涝补短板行动方案建设任务，推进建设防洪排涝补短

板项目数实际完成指标值为 80宗，未能达到年度指标 84宗，

被扣 1分；二是农村生活污水查漏补缺项目验收工作，农村

生活污水达标排放实际完成指标值为 77.28%，未能达到年度

指标 85%，被扣 1分。

（三）主要工作成效。

2021年国考大敦断面水质均值达Ⅱ类标准,多项指标同

比 2018 年大幅提升，我区地表水环境质量指数全市排名第

一，水环境持续向好；农村污水治理、农村供水改造等助力

我区 2019、2020 年度连续两年位列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

考核工作珠三角片区第一；增江碧道荣获“WLA 世界景观建

筑奖”，被水利部评为“美丽河湖，幸福河湖”；2021 年增城

区深化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样板县创建工作被水利部确

定为全国第二批样板县；增城区节水型社会创建达标工作被

水利部评为第四批达标县；增城区新塘智慧化排水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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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中国智慧城市大会二等奖，我区水务高质量发展取得阶

段性成效。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未能较好突出重点。部分项目绩效目

标设置未做到与资金规模相匹配，缺少相应的前瞻性和挑战

性，也未能较好体现项目年度主要产出和核心效果。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应充分考虑和体现政策意图、年度工

作任务、工作内容和预期效益。目标设置应按照“通过做什

么，实现什么目的（效果）”的思维进行考虑，同时结合预

算资金、时间限制等全面、完整地设置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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