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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政发〔2023〕3 号

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泰安市泰山区创建国家水土保持

示范县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

《泰安市泰山区创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实施方案》已经第

5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

2023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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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泰山区创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

实 施 方 案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水土保持的重要

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全区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根据《水利部关

于开展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创建工作的通知》（水保〔2021〕11 号）

要求，结合泰山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创建目标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

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以综合防治水土流失为主线，在

“安家庄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被命名为“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

范园”、泰山区作为全省唯一县（市、区）受到水利部发函表扬

等成绩的基础上，成功创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

二、创建标准

1.区政府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

领导协调机制和工作机制，有水土保持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与技

术人员，编制水土保持规划，开展目标责任考核。

2.水土保持规划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好，水土流失治理规模

大、质量标准高、保存良好、成效显著，县域内水土流失面积及

强度持续下降，水土保持率明显高于全省同期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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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法严格履行水土保持监管职责，辖区内生产建设活动得

到有效监管，“三同时”制度全面落实，人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

控制。近年来未发生较严重的水土流失危害事件。依法依规落实

水土保持补偿费政策。

4.县域内无违法新开垦陡坡耕地，法定禁垦坡度以上陡坡耕

地已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坡耕地 80%以上得到治理。

5.县域内形成较为完善、有效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水

土流失综合防治模式符合泰山区实际，可在同类地区复制推广。

6.建立完善的水土保持工程管护机制，管护责任明确，管护

经费有效落实，治理成果能长期发挥作用。

7.通过水土流失治理，为乡村振兴及特色农业发展提供重要

支撑，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8.重视水土保持科普和宣传，全社会水土保持意识明显增

强，全社会参与和支持水土保持形成良好氛围。

三、进度安排

（一）全面启动阶段（2023 年 4 月上旬—4 月中旬）

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创建实施方案，召开创建动员

会议，细化分解任务，各街道镇、区直有关部门落实责任，认真

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二）创建实施阶段（2023 年 4 月中旬—4 月下旬）

各街道镇、区直有关部门：一是按照创建指标要求和任务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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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逐项落实，确保实效；二是建立创建活动档案，做到资料真

实齐全，数据准确可靠；三是把握工作进度，创建工作材料 4

月 30 日前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申报迎检阶段（2023 年 5 月上旬—2023 年 5 月中下

旬）

区水利局会同各街道镇、区直相关部门，高标准完成创建申

请报告、创建成效总结、影像资料等申报材料和现场准备工作，

提请上级对泰山区创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工作进行验收。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区直

有关部门、各街道镇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

公室设在区水利局，负责创建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研究

解决工作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

（二）统筹协调推进。区水利局发挥牵头作用，研究创建措

施，严格创建责任时限，做好情况汇总和督促落实。相关成员单

位强化责任意识，主动认领创建任务，密切协作配合，确保创建

工作落到实处。

（三）加强资金保障。区财政局加大对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

建设的投入力度，将示范县创建及小流域治理项目配套经费列入

区级财政预算，同时积极鼓励多元化社会资本投入，落实和完善

水土保持激励政策，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支持全区水土保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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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

（四）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

多种媒体，广泛深入宣传创建工作的重要意义、相关政策、法律

法规等，普及水土保持科普知识，增强全民水土保持意识，营造

全社会参与水土保持工作的良好氛围。

附件：1.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创建责任分解表

2.泰山区创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领导小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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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创建责任分解表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内容 责任单位

组织领导
（30 分）

政府重视

水土保持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有专项资金支
持；示范创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
日程，有创建规划或实施方案

区政府办公室、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财政
局、区水利局

协同机制
成立水土保持工作委员会或领导
小组，建立政府统一领导、多部
门协作的水土流失防治机制

区政府办公室

制度建设
制定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与管理相
关制度

区水利局

机构人员 有水土保持管理机构和专职人员 区委编办、区水利局

水土保持规划
编制县级水土保持规划并印发实
施

区水利局、区规划服务中心

责任考核 实施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 区委组织部考核办、区水利局

宣传科普
开展多形式水土保持宣传教育和
科学普及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综合防治
（30 分）

治理保护任务
宜治理水土流失面积基本治理完
成并得到有效保护，或近 3 年新
增水土流失治理任务全部完成

区水利局、省庄镇

防治体系 形成有效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

区发展和改革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
商务局、区交通运输局、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区自然资源局、区规划服务中心、
区文化和旅游局、区农业农村局、市生态
环境局泰山分局、区林业保护发展中心、
区水利局，街道镇、泰山经济开发区、泰
安农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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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规模
近 3 年实施水土流失治理相关项
目，规模大、效果好

区财政局、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区发展
和改革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商务局、
区审批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泰山区分局、
区林业保护发展中心、区水利局，街道镇、
泰山经济开发区、泰安农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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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内容 责任单位

综合防治

（30 分）

治理工程质量
有运行管护机制，近 3 年水土保

持重点工程质量督查结果好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商务局、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文化和旅

游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林业保护发展中

心、区水利局，各街道镇、泰山经济开发

区、泰安农高区

坡耕地整治

坡耕地治理度 80%以上，禁垦坡

度以上陡坡耕地采取水土保持措

施比例高

区农业农村局、区林业保护发展中心，泰

前街道、省庄镇

生产建设

项目监管

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方案审

批、事中事后监管和设施自主验

收等

区工信局、区商务局、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农业农村局、区

文化和旅游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林业保

护发展中心、区水利局，各街道镇、泰山

经济开发区、泰安农高区

水土保持监

测和信息化

应用

县本级审批的生产建设项目及国

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相关信息录

入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

省级及以上水土保持监测站点运

行良好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区水利局

治理成效
（40 分）

生态效益

水土保持率较高或近 3 年明显提

高，村容村貌整洁，人居环境良

好

区农业农村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水

利局，各街道镇、泰山经济开发区、泰安

农高区

经济效益

通过水土流失治理形成特色产业

或集约化经营，农村居民收入显

著提高

区农业农村局、区林业保护发展中心、区

水利局，各街道镇

社会效益

形成有特色的水土流失防治模

式，水土保持相关工作获得表彰

或奖励，全社会水土保持意识明

显增强

区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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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泰山区创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领导小组

名 单

组 长：周鹏飞

副组长：叶春霞

成 员：孙一国 区政府办公室

胡继峰 区委组织部

宋洪锦 区委宣传部

刘长江 区委编办

曹 磊 区科技局

于继锋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武永明 区财政局

陈学刚 区自然资源局

吴广庆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杨洪柱 区交通运输局

李永荣 区水利局

张允峰 区农业农村局

周 涛 区商务局

赵刚平 区文化和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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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大伟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任成军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姜 勇 区发展和改革局

孙业存 市生态环境局泰山分局

胡 斌 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肖 博 区林业保护发展中心

苏 成 区规划服务中心

王国然 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

郑志刚 山东泰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桑金玲 泰安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姜 剑 财源街道办事处

徐 刚 岱庙街道办事处

刘 魁 泰前街道办事处

张 永 上高街道办事处

张 鹏 徐家楼街道办事处

季秀华 省庄镇人民政府

马少亮 邱家店镇人民政府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水利局，李永荣兼任办公室主任。该

领导小组属于阶段性工作机制，不属于新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

任务完成后自行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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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监委，

区法院，区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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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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