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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2021_2022__E5_9B_BD_E

5_AE_B6_E5_85_AC_E5_c26_26580.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

试是对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

能力、文字表达能 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

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

“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经专家鉴定，贵州全

省共有病险水库918座，其中，中型22座、小 (一)型209座、

小(二)型687座，占现有水库总数的47~48%。每年因此影响农

田灌溉近10万公顷，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众多的病险水库

凸现水利管理体制“软肋”。大批病险水库不仅没有发挥应

有效益，在汛期还时刻威胁着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汛期病库存隐患水管部门难敷出 贵州省水利厅副厅长涂集说

，由于受特殊地形、地质条件限制，水库工程规模小、投资

大，且大部分水库都建于五六十年代，其坝体建设质量较差

，设计洪水标准偏低，年久失修，老化严重，这些水库库小

坝高，大多位于城镇或村寨上游，一旦溃决失事，将对水库

下游造成严重灾害。目前仍有许多水库带病运行，即使是已

除险加固的水库，也大多没有经过高洪水位的考验，这给防

汛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兴建了一大批

水利工程，初步建成了防洪、灌溉、供水、发电、排涝等水

利工程体系，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利用

和防洪安全保障。但是，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的管理体制不

顺、职能不清、权责不明，管理单位事企不分、机制不活、

管理粗放，运行管理和维修养护经费不足，水价偏低等问题



导致了大量水利工程老化失修， 积病成险，效益衰减，严重

影响了水利工程的安全运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贵州省水

利厅水管局局长杨春友指出水利部门的调查显示，贵州水利

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重建轻管，重

用轻管现象普遍存在，供水水价偏低。大量公益性水利工程

维修、养护、运行管理经费严重不足。据普查，全省现有554 

个小(一)以上水管单位中，全额拨款54个，定额拨款5个，差

额拨款56个，自收自支(无拨款)388个。8个中型和43个堤防管

理单位现尚无拨款。全省由财政负担的水管单位目前仅有115

个，仅占全部水管单位的20.76%，无拨款的水 管单位439个，

占79.24%。 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资金缺口大。按照国家水利部

拟定的维修养护定额标准测算，全省近7000 处小(二)型以上

的蓄、引、堤水利工程，每年约需1.4亿多元维修养护资金，

然而，由于财 力有限，各级财政投入水利工程的维修养护经

费甚少，与实际所需差距较大。 水管单位内部机构和岗位设

置不科学，素质偏低，专业人员严重短缺。据统计，全省水

管单位具有高、中级职称的技术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1.43%，

技术力量薄弱。贵州水利工程多处 偏僻山区，工作条件差，

效益差，基本生活无保障，人员外流十分严重。 水管单位入

不敷出。2002 年全省小(一)型以上国有水管单位经营收

入6009.99万元，支出 7430.44万元，收支结余为负1420.45万元

，多数工程未提折旧费，实际亏损超过30 00万元，95%的水

管单位入不敷出，无法进行简单再生产，水管单位该拿的钱

没处拿，该收的钱没有收或无法收。据调查，有的水管单位

职工最高月工资仅 250元，最低月工资仅有80 元，远不及最

低生活保障的一半。 水管单位社会保障程度低，职工福利待



遇差。80%的水管单位无力为职工缴纳养老保险，80%的职工

未参加社会保险，导致人员流失，职工整体素质偏低，工程

管理水平不高， 部分工程无人管护或临时聘请当地农民看管

，许多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已严重影响了工程的正

常运行。 据介绍，建国以来，贵州共建成各类水利工程8.9万

余处，水利工程每年为全省工农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供

水60多亿立方米，有效灌溉农田67万公顷。 三、申论要求 1.

请用不超过150字的篇幅，概括出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 2.用不超过350字的篇幅，提出解决给定资料所反映问题的

方案。要有条理的说明，要体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3.就给

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用1500字左右的篇幅，自拟标题

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

。 参考答案 1.观点提炼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省兴建了许

多水库。但由于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的管理体制不顺、职能

不清、权责不明，管理单位事企不分、机制不活、管理粗放

，运行管理和维修养护经 费不足，水价偏低，不计收益等问

题导致了大量水利工程老化失修，积病成险，效益衰减，严

重影响了水利工程的安全运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2.对策

分析 （1）建立和完善职能清晰、权责明确的水利工程管理

体制。 （2）建立管理科学、运营规范的水管单位运行机制

。 （3）建立专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体系。 （4）加大水价改革力度和建立有效的水费计收方式

。 （5）建立规范的资金投入、使用、管理与监督机制。 （6

）建立保障有力、配套完善的政策、法规、规章支撑体系。

3.参考文章 水库大坝安全不可忽视 我国是世界上洪水危害严

重的国家之一，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两千多年间，发生



较大 的洪水灾害1029次，平均每两年就发生一次。在这漫长

的岁月中，我国劳动人民为防御洪水 ，减轻灾害进行了艰苦

的斗争，付出了大量的劳役，但是仍然难以避免洪水灾害。

因此，洪水灾害一直被认为是我国人民的心腹之患。 当我们

对现有水库发挥巨大防洪和兴利效益的同时，应该清醒地看

到已建的大部 分水库是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和60至70年

代“文革”动乱时期兴建的，当时由于技术力量和经验不足

，缺乏科学态度，多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情况下进行

的，建成后防御洪水标准低、施工质量差、工程运行管理滞

后，在遭遇大洪水中垮坝失事，损失严重。部分水库建成后

成为病险水库，不能按设计正常运用，这些水库直接关系到

水库下游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1963 

年河北省海河流域发生了大暴雨洪水，垮了5座中型水库大坝

，93座小型水库大坝，死亡1464人，造成约60亿元的经济损

失。1975年河南省淮河和长江流域发生了大暴雨洪水，垮了2

座大型水库大坝，2座中型水库大坝，60座小型水库大坝，其

中大型水库板桥垮坝，损失最为惨重，死亡达26万人，受伤

达9万多人，造成国民经济损失约达100亿元，堪称近代水利

史上的一次重大灾难。即便是小型水库，由于库容量较小，

但有的大坝较高，一旦垮坝，损失也很大。 1993年8月，青海

省共和县沟后水库，库容量330万多m3，但大坝高达71m，水

库下游地广人稀，大坝失事后，仍然死亡320多人(全县共约3

万多人)，造成国民经济损失达153亿元。小型水库数目多，

星罗棋布，遭遇暴雨洪水机遇大，垮坝数量多，总计起来损

失是很大的，也不可忽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艰巨，责

任重大，为此，建议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要提高全社会和



各级政府领导对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的认识。从河南1975

年大洪水水库垮坝后，群众说：“修好水库是个宝，垮了水

库不得了”，“水库管好用好，如母鸡下蛋，大坝隐患如定

时炸弹，垮坝决口是大灾大难”。从这些话中，说明了水库

安全的重要性。因此，要从思想上重视起来，然后才能付诸

行动。水利部门各级领导要彻底改变重新建工程，轻已建除

险加固工程，提高病险水库加固的紧迫感和责任心，积极主

动地做好宣传工作，从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社会

稳定的大局出发，提高全社会对病险水库危害性的认识，争

取各级政府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 (2)建立除险加固

行政领导责任制。按照1991年国务院公布的《水库大坝安全

管理条例》的要求，水库大坝安全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领

导负责制。要按分级负责的原则，划分事权 ，分清责任，落

实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行政领导负责制。 (3)在中央加大投入的

同时，各地要争取出台资金投入政策，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步伐 。要转变过去的“等、靠、要”思想，多渠道筹集资

金，加大投入。 (4)要加强病险水库加固的前期工作。各地要

认真做好病险水库安全鉴定工作，查清工程存在的问题，要

全面考虑，按照轻重缓急和投入能力，做好除险加固规划，

安排好加固项目的先后次序，优化加固方案，提高设计质量

，严格设计审批。 (5)要规范除险加固建设管理工作。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已纳入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

、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各地

要加强对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的建设管理，加强项目监督，在

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节约资金。 (6)当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完成时，要认真进行工程验收，然后才能投入运



行管理。在工程管理中，要按时检查观测，发现问题，及时

地进行养护维修，保证工程完整和安全；合理进 行水库水量

的调度，确保工程安全运行，充分发挥防洪和兴利效益，为

早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