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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水利厅文件 
 

浙水农〔2012〕62号 
 

 

关于印发《浙江省基层水利站建设 

标准（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水利（水电、水务）局： 
为加强基层水利站能力建设，更好地履行基层水利公共服务

职责，根据水利部、中央编委办、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

基层水利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水农〔2012〕254 号）、省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加快水利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浙政办

发〔2012〕49号）等文件精神，我们制定了《浙江省基层水利站
建设标准（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各地在执行过程中若有问题和建议，请及时与省农村水利局

联系。 
联系人：董浩，联系电话：0571-87826534。 

浙江省水利厅 
2012年 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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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基层水利站建设标准（试行） 

1 总    则 

1.1为推动基层水利站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建立人员稳定、

经费保障、职能明确、运行高效的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结合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改革有关要求，制定本

标准。  

1.2基层水利站承担水资源管理、防汛抗旱、农田水利建设管

理和水利科技推广等基层水利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公益职能，按公

益一类事业单位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1.3本标准作为基层水利站人员配备及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

设、技术装备配置的依据。 

1.4本标准适用于由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管理的

流域、区域水利站。其他类型的水利站可参照执行。 

2 管理制度建设 

2.1 水利站的水利员实行定编、定岗管理。按平原、海岛每

10～20 平方公里流域面积配水利员 1 名，丘陵、山区每 30～50

平方公里流域面积配备水利员 1名，核定县域内水利员编制数，

根据各水利站管辖的流域、区域所承担的水利工作任务合理调剂

配备。 

2.2 水利员须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和管理能力，具有所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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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业务相应的专业学历，水利员队伍中水利专业人员应达 80%

以上。 

2.3 按照国家事业单位政策，落实水利站人员住房公积金、

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保障制度，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2.4 建立水利员岗位竞聘、年度考核及人事管理等规章制度。

设置水资源管理、防汛抗旱、农田水利建设、水利科技推广、涉

水法律法规宣传、水事处理等岗位及相应职责，推行一人双岗、

一岗多能。水利员须申领《水利员证》，持证上岗，自觉接受水行

政主管部门业务指导、继续教育培训及工作考核。 

2.5 建立辖区内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施、设备的监测、维修、

养护及技术装备的保养、管护制度。负责指导农民水利合作组织

及村级水务员队伍建设。  

2.6 建立档案管理制度。设立专用档案室或专用档案柜，明

确档案管理人，做好档案收集、分类，排列和整理工作，定期整

理、汇编。档案主要包括：水利管理规章制度；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管理、维修养护资料；水利项目申报、设计、实施、验收等

文件材料；技术设备采购、使用养护记录等；其他有利用和保存

价值的文献资料等。 

3 水利站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装备 

3.1 水利站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应根据岗位人员、工作任务、

技术服务范围和要求，结合水利发展规划确定。 

3.2水利站基础设施建设应满足防洪防台等要求。保障工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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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筑物安全及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沿海及海岛的水利站，

其基础设施需满足抵御台风、潮汛等相关规范规定要求。 

3.3水利站基础设施应达到开展正常管理、工作、生活的标准

和要求。水利站站房外观及周围环境应与新农村面貌相协调，达

到站房整洁、环境优美的要求。 

位于城市或风景区内的水利站站房，在满足水利管理要求的

前提下，应按城市（景区、园区）规划要求进行建设。 

位于偏远地区的水利站，可建设职工宿舍。其建设标准按国

家和当地政府的规定执行。 

3.4 根据水利站工作内容，遵循因地制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

配置工程测绘、工程检测等仪器设备。 

3.5 根据水利站承担的工作任务和人员规模，配置现代办公、

通信、绘图等办公信息化设备，提高技术装备和工作效率。 

3.6 根据水利站坐落位置、管理范围、技术服务内容等配置

必要的工作车辆。对承担特殊管理任务的水利站按实际需求配相

关设备。 

4 水利站基础设施建设标准 

4.1水利站基础设施一般由生产、管理和生活等用房及供电设

施、给排水设施、通信及其他设施等构成。 

4.2 水利站的用房主要包括生产、工作用房、生活用房、防

汛用房、辅助用房等。水利站各类用房的划分及建设标准，可参

照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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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对偏远地区及有存储防汛物资要求的水利站，应根据县

（市、区）防汛抗旱部门的统一要求，建设 100平方米～300 平

方米的防汛物资仓储用房，其建设标准可适当降低。 

4.4 水利站根据需要可建设配电室、低压供电线路等供电设

施。不通电或电源保障率低的地区，应配备自备电源并符合下列

规定： 

a) 自备电源应满足照明、通信、持续记录仪器的要求，除燃

油发电系统外的电源系统应具备稳压、在线切换及缺电报警功能。 

b) 自备电源系统的功率按电器最大电力消耗功率的 1.5～2

倍配置。不间断电源系统容量按提供防汛、通信仪器设备满负荷

工作要求的必须时间容量配置。 

4.5水利站根据防汛及管理需要，可建设专用防汛通信设施。

可根据生产、生活用水需要和供水条件，建设给水、排水设施。 应

建设安全、消防等设施。 

5 水利站技术装备 

5.1 为满足管辖区域（流域）内小型水利工程勘查、施工检

测、技术服务需要，水利站应配备小平板仪、水准仪、全站仪、

GPS测绘系统等工程勘测设备。GPS测绘系统可以县（市、区）

为单位配置。 

5.2 有重要防汛任务的水利站，可结合县（市、区）防汛专

用无线信道的建设，并配备相应防汛信息传输专用通讯设备。 

5.3 水利站可根据管理范围、当地经济状况、人员规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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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任务等情况，配置工作车辆。位于平原水网区、河湖区的水利

站可配置交通船、救生艇等；配有船只或具有水中防汛抢险任务

的水利站应配备必要的抢险救生器具。 

5.4 水利站应配备微型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等

办公设备。有防汛值班要求且地处偏远的水利站应配电视机和卫

星接收天线等设备。为配合水利执法及水事处理等，应配备数码

摄像机、数码相机等记录设备。有绘制工程图纸要求的水利站，

宜配宽幅（A3）打印机或绘图仪等输出设备。 

5.5 有过水流量观测的水利站应配置小型测流设备；有气象、

降水要素观测任务的水利站应配温度计、湿度计、风向风速仪、

气压计、百叶箱和雨量筒、自计雨量计、水位观测仪等设施。   

5.6 根据水利站管辖范围、人员规模、管理的水利工程数量

和类型、技术服务任务等情况，配备相关技术设备。对配备的技

术装备制定操作规程、检查维修养护制度，并落实责任人。水利

站各种仪器、设备的配置基本标准，可参照附表二。 

 

附表一： 水利站管理、生活用房建设标准 

附表二： 水利站技术装备配备标准 

 

 

浙江省水利厅办公室                       2012年 11月 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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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水利站管理、生活用房建设标准 

                                          单位：m
2 
 

项目 用途名称 
编制 

12～8人 
编制 

7～4人 
编制 

< 4人 

 
生产 
工作等 
用房 

生产工作室  10/人 10/人 10/人 

技术工作室 
（技术培训、工程展示、

项目公示） 
50～60 

防汛值班室兼会议室 30～40 30～40 30 

档案资料室 15～20 10～15 10～15 
防汛抗旱物资临时储备

仓库 
30～50 

生活 
辅助等 
用房 

值班人员休息室  80 60 40 

食堂 30～40 20～30 20 

卫生间  15～20 10～15 10 

辅助用房  60 45 30 

车库 20 
 

合 计 410～
510 

315～
405 

250～
315 

 
注：1. 表中面积数值均为使用面积； 

2. 辅助用房包括：配电、杂物、供水等用房； 

3. 偏远山区水利站应考虑建设相对独立职工家属宿舍，其面积

可按 50 m
2／（套）-80m

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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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水利站技术装备配置标准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单

位 
配备数量 

备注 
≥4人 ＜4人 

 基本配置 

1 水准仪  台 2～3 1  

2 全站仪  台 2 1  

3 GPS系统 套 1 
每县（市、区）至少配置 1
套。 

4 对讲机  台 3 2  

5 小平板仪 台 2 1 可根据使用情况配置。 

6 信息化设备  套 1～2 
包括传真机、微机、打印机、

扫描仪、数码照相机等；计

算机按 1台/人配置。 

7 工作车辆 辆 1 
日常管理、工程巡查、防汛

检查、技术服务。 
 推荐配置 

8 工程绘图仪 台 1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酌情配

置。 
9 防汛救生船只  艘 1 根据防汛任务酌情配置。 

10 燃油发电机  台 1   

11 流量监测设备  套 1～2 
根据水文水利任务酌情配

置。 

12 
小型防汛抢险、

除草等机械设

备 
套 1～2 根据使用情况酌情配置。 

注： 1. 基本配置为必须做到的配置； 

2. 推荐配置为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