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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库大坝（水
闸）安全鉴定
意见审定

行政
确认

【行政法规】《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大坝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大坝定期安全检查、鉴定制度。
【规范性文件】《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第三条：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大型水库和影响县城安全或坝高50m以上中型水库的大坝安全鉴定意见；市(地)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
定其他中型水库和影响县城安全或坝高30m以上小型水库的大坝安全鉴定意见；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其他小型水库的大坝安全鉴定意见。
				第四条：大坝主管部门(单位)负责组织所管辖大坝的安全鉴定工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属的大坝安全鉴定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以下称鉴定组织单位)。水库管理单位
协助鉴定组织单位做好安全鉴定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大坝实行定期安全鉴定制度，首次安全鉴定应在竣工验收后5年内进行，以后应每隔6～10年进行一次。运行中遭遇特大洪水、强烈地震、工程发生重大事故或出现影
响安全的异常现象后，应组织专门的安全鉴定。
【规范性文件】《水闸安全鉴定管理办法》第三条：水闸实行定期安全鉴定制度。首次安全鉴定应在竣工验收后5年内进行，以后应每隔10年进行一次全面安全鉴定。运行中遭遇
超标准洪水、强烈地震、增水高度超过校核潮位的风暴潮、工程发生重大事故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如出现影响安全的异常现象的，应及时进行安全鉴定。	
			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所辖的水闸安全鉴定工作的监督管理。流域管理机构负责其直属水闸安全鉴定工作的监督管理，并对所管辖
范围内的水闸安全鉴定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按分级管理原则对水闸安全鉴定意见进行审定（以下称鉴定审定部门）。
				省级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大型及其直属水闸的安全鉴定意见；市（地）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定中型水闸安全鉴定意见。	流域管理机构审定其
直属水闸的安全鉴定意见。

项目管理单位
建设与管理科
（0991-4889113）

乌鲁木齐市水务局

直接实施责任：
1．规范完善审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
主动公示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
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
文本等，便于申请人阅取。
2．依法审定其它中型水库和小型水库的大
坝安全鉴定意见及中型水闸安全鉴定意见。
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
3．监督责任。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对被许
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对未
经行政许可，擅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依法采
取措施予以制止。
指导监督责任：
4．指导县级行政许可实施主体完善规范审
批标准、程序等具体规定。
5．对县级行政许可实施主体实施行政许可
进行监督指导。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
人；
3.单位法定代表
人或分管领导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批准申请不予
受理、批准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相关技
术要求予以批准的；
3．在审批批准中未认真履行职责，
影响工程设施安全的；
4．在监管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行
为。

2
对水利工程质
量事故处理方
案的审定

行政
确认

【部门规章】《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规定》第五条	水利部负责监督管理全国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工作。
　　水利部所属流域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流域管理机构）负责监督管理其管辖范围内的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在职责范围内负责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工作。
　　第七条	水利工程质量事故按直接经济损失、事故处理所需合理工期，分为特别重大质量事故、重大质量事故、较大质量事故、一般质量事故。
　　（一）特别重大质量事故，是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人民币，下同）以上，或者事故处理所需合理工期6个月以上；
　　（二）重大质量事故，是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或者事故处理所需合理工期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
　　（三）较大质量事故，是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或者事故处理所需合理工期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的事故；
　　（四）一般质量事故，是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或者事故处理所需合理工期15日以上1个月以下的事故。
　　不构成一般质量事故的，按照《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和有关技术标准处理。
　　前款所称直接经济损失，是指事故处理所需的材料、设备、人工等直接费用；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第八条	发现质量事故后，项目法人和相关事故单位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扩大并进行拍照、录像，严格保护现场，妥善保管现场重要痕迹、物证；因事故救援等
原因需移动现场物件时，应当作出标志、绘制现场简图并书面记录；及时封存相关记录、检测、检验等证据资料。
　　第九条	质量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和项目法人。项目法人应当在质量事故发现2小时内，向负责项目监督管理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以下统称项目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并在24小时内报送事故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迟报、谎报、瞒报。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应当及时续报。
　　第十条	事故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工程概况。主要包括工程名称、工程等级、建设地点、主要功能、批复工期，项目法人及其主要负责人姓名、电话；
　　（二）质量事故情况。主要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工程部位、事故发生的简要经过以及相应的参建单位；
　　（三）事故发生原因初步分析；
　　（四）估算事故等级。主要包括初步估算的直接经济损失、事故处理所需合理工期、事故等级；
　　（五）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及事故控制情况；
　　（六）其他应该报告的情况。
　　第十一条	项目监督管理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及时指导项目法人和相关事故单位做好现场处置等相关工作，核实事故情况，初步判断事故等级，并按照以下规定逐级上
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初步判断为特别重大、重大质量事故的，应当立即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并逐级报告至流域管理机构、水利
部；初步判断为较大质量事故的，应当逐级报告至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每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
　　流域管理机构初步判断为特别重大、重大质量事故的，应当立即报告水利部。
　　第十二条	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接到质量事故报告后，应当加强对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跟踪、督促、指导。

项目管理单位
建设与管理科
（0991-4889113）

乌鲁木齐市水务局

直接实施责任：
1、执行自治区级制定的行政确认标准规
范，结合本地实际，细化、量化行政确认的
具体标准。
2、依法依规实施本级行政确认事项。
指导监督责任：
3.加强对下级相关部门行政确认中指导和监
督检查。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
人；
3.单位法定代表
人或分管领导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批准申请不予
受理、批准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相关技
术要求予以批准的；
3．在审批批准中未认真履行职责，
影响工程设施安全的；
4．在监管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行
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