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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水利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

法规，制定全市水利管理政策措施并监督实施。 

2.组织拟订全市水利现代化建设总体规划、水利中长期

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组织编制区域水利综合规划和防洪、

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河道整治等专业规划，并监督实施。

组织对有关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及重大建设项目的

水资源和防洪的论证工作。 

3.负责市水利建设资金的计划、使用、管理及内部审计

监督。研究提出有关水利的价格、收费、税收、信贷、财务

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指导市水利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工

作。 

4.统一管理和保护全市水资源。组织拟订全市水中长期

供求规划、水量分配方案并监督实施。拟订节约用水政策，

编制节约用水规划及有关标准，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

工作。 

5.编制水资源保护规划。组织水功能区的划分和监督实

施，监测江河的水量、水质，审定水域纳污能力，提出限制

排污总量的意见。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指导地下水开

发利用和城市规划区地下水资源管理保护工作。指导入河排

污口设置并参与水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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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组织、指导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工作，查处重大涉

水违法事件，协调水事纠纷。负责长江河道采砂管理和监督

检查工作。 

7.组织实施重要水利工程建设和质量监督。指导水利建

设市场的监督管理，编制、审查重点水利基本建设项目建议

书和可行性报告。依法负责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8.指导全市各类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与保

护。负责管理区域性的重要水利工程。对全市水利工程实行

行业管理。 

9.负责防治水旱灾害，组织、协调、监督、指挥全市防

汛防旱工作。负责城市防洪工作，对骨干河道和重要水利工

程实施防汛防旱调度及引江调水工作。 

10.指导全市农村水利工作。组织协调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指导农村饮水安全、乡镇供水、河道疏浚整治、节水灌

溉、机电排灌等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指导全市农村水利服

务体系建设。指导全市水土保持和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工作。 

11.负责水利科技工作。组织水利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

广。指导水利信息化工作。 

12.承担市河长制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组织编制

全市河长制管理保护规划，负责制定河长制工作制度和考核

细则，协调、交办、督促总河长、河长确定的事项，落实上

级河长制办公室交办事项。 

二、部门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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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

财务（审计）处、水资源处（政策法规处、行政服务处）、

规划与建设处（质量与安全监督处）、防汛防旱处、农村水

利（科技）处、河长制综合处，另按有关规定设立机关党委。

本部门下属单位包括：南通市水政监察支队、南通市节约用

水办公室、南通市水利工程管理站（城市河道建设管理中

心）、南通市供排水管理站、南通市节制闸管理所、南通市

九圩港水利工程管理所、南通市市区涵闸管理中心（南通市

任港闸管理所）、南通市新江海河闸管理所（南通市通海闸

管理所）。 

 2. 从决算单位构成看，纳入本部门2017年部门汇总决

算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计9家，具体包括：南通市水利局

本级、南通市水政监察支队、南通市节约用水办公室、南通

市水利工程管理站（城市河道建设管理中心）、南通市供排

水管理站、南通市节制闸管理所、南通市九圩港水利工程管

理所、南通市市区涵闸管理中心（南通市任港闸管理所）、

南通市新江海河闸管理所（南通市通海闸管理所）。 

三、2017年度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2017年，全市各级水利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按照省、

市部署要求，坚持以全面推行河长制为统领，大胆创新、开

拓进取，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各项水利工作取得新成效，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水利保障。 

（一）聚力绿色发展，实现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良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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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坚持以河岸共治为抓手，以三河三业为先行，高点定位、

统筹推进，着力打造全省河长制工作示范区。一是健全体系，

以“六个全覆盖”保障治水。圆满通过河长制工作省级验收，

并获得高度评价，实现工作保障“六个全覆盖”。市委市政

府召开了千人规模的动员大会，全市6476名河长全部到位，

设立113个四级河长制办公室，部省要求的6项制度全部到

位，“一河一策”、“一河一档”编制全面启动。各级河长

累计巡河15000余次，发现问题整改率达到90%。二是标本兼

治，以“八大工程”系统治水。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

研究制定了《河岸共治行动方案》，以16条市管骨干河道为

重点，实施违建拆除、非法排口查封、河网水系畅活等“八

大工程”，去年，全市共拆除违章建筑2472处27.5万平方米，

整治排口893 处，关闭畜禽养殖场6558家，入园进区企业19

家，转型升级企业112家，新建改建扩建24座污水处理厂，

新增污水管网477公里，新建村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182处，

河岸共治取得阶段性成效。海安县形成了“水上种植、水下

养鱼”的可复制、可推广新模式。开发区拆除通启运河62家

码头堆场，并对6公里岸线进行了生态修复。三是创新制度，

以“五大机制”合力治水。建立部门联动机制，有机整合河

长制办公室与“263”办公室要素资源和部门力量，统筹实

施“河长制”和“断面长制”以及农村环境“四位一体”长

效管护。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制定《南通市水环境区域生态

补偿暂行办法》，开展水环境区域双向生态补偿。建立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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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机制，将河长制工作纳入对各县（市、区）“四个全面”

的综合考核。制定了《市级河长联系部门河长制工作考核办

法》。建立舆论引导机制，先后在《求是》杂志、新华日报、

人民网等省级以上媒体，以及南通日报等市级主流媒体报道

320余次。去年12月11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报导南通河长

制工作，全省唯一。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启东市、海门市、

港闸区等地充分发挥党员河长、“巾帼”河长、“老舅妈”

河长、企业家河长、“银发”河长、志愿者河长等监督作用，

形成全社会支持参与的监督机制。 

（二）聚力项目建设，强化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项

目建设是水利行业的立身之本。2017年，南通水利现代化建

设完成投资20.7亿元，占年度计划的138%。一是加强前期研

究。编制了《南通市水利治理规划》，并印发实施。加快长

江防洪能力提升工程前期工作，形成了阶段性成果。完成了

3项长江治理专题研究成果。开展了沿江通吕运河、如皋市

焦港河建设提水泵站初步分析研究。二是狠抓重点工程。去

年，全市完成省水利重点工程建设投资1.25亿元，占计划的

105%。其中，启东市、如皋市、海安县等地建设任务全部完

成，九圩港提水泵站等4项工程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组织如

泰运河接通工程、长江干流江苏段崩岸应急治理工程省级申

报立项工作。积极上报了省级区域治理水利竞争立项工程5

项。三是推进城市水利。完成了《南通市城市水系规划修编》、

《南通市城市河道控制线规划》（初稿）。组织实施20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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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河道疏浚整治项目，以及13条为民办实事市区河道截污整

治项目。崇川区城市河道整治注重采用生态型驳岸，建设亲

水步行道和沿岸绿色景观。四是夯实农村水利。全市圆满完

成小农水重点县、新增千亿斤粮食田间工程、如海灌区续建配

套和改造等项目建设任务，更新改造小型灌溉泵站273座，新

建防渗渠道760公里，完成小沟以上建筑物7900座、中沟以上

建筑物1200座。疏浚整治县乡以上河道41条段，重点推进452

个行政村村庄河塘整治。在全省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绩效

考评中，如皋市、海安县、通州区、如东县获优秀等级。在全

省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绩效考评中，如皋市、海安县、启东

市、如东县获得优秀等次。五是实施引江调水。科学开展引

江调水、生态补水工程，有效改善城乡河道水环境。城市河

道实施“大贯通、小循环”区域调水方案，保持水体流动畅

活。据统计，全市沿江主要涵闸引水量达31亿方，沿海沿江

排水达33亿方。六是强化工程监管。加强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

质量安全与监督机构实现市（县）全覆盖，出台了《南通市水

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指导意见》和《南通市水利工程

建设质量工作考核评分细则》，在全省水利工程建设质量考

核工作中，我市获得全省考核优秀等级，安全生产工作经验

在全省推广。加强工程招投标监督工作，强化水利信用管理，

联合市信用办印发《南通市水利工程建设责任主体信用管理

实施细则》。通州湾示范区设立“涉建问题投诉（举报）箱”

制度，在建工程推行人脸识别智慧化考勤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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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力防汛保安，圆满完成防汛抗旱防台目标任务。

防汛保安全，责任重如山。去年，各地水利部门坚持立足于

最不利情况，准确研判，科学调度，继续保持我市“大雨不

涝、大风大雨大汛无大灾”。一是落实防汛责任。市防指全

面落实防汛防旱责任，并通过主流媒体向社会公示。抓实抓

牢重点部位巡查整改，针对长江防总检查发现的12处险工险

患问题，督促责任单位制定落实度汛措施和预案，并加强监

测。二是强化基础保障。组织实施2017年省级防汛项目，确

保汛期发挥效益。加快防汛防旱管理信息化建设，投资1000

万元升级改造市防汛指挥系统，全市防汛视频会商系统实现

了全覆盖。强化预案编制完善，及时增补物资储备。全市市

县两级共储备防汛编织袋139.44万只，块石3.6万吨，土工

布22.88万平方米，木材335立方米，钢管46吨。三是严格应

急处置。根据汛情，及时召集气象、建设、城管、海事等相

关部门专题会商，不断提升应急抢险能力，全市累计撤离各

类船只1839艘。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制度和值班制度，坚持24

小时值守，并延长至10月底。国家防总防台工作组充分肯定

我市台风防御工作。 

（四）聚力环境保护，持续推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落实。全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列全省第二，连

续四年获优秀等级，并被表彰为全国水资源管理工作先进单

位。国家级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建设进入总结验收阶段。一是

严格规划管控。制定出台了《南通市“十三五”最严格水资



 10  

源管理制度考核实施方案》、《南通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

护工作方案》等6项制度，全方位、多维度、高效率管控水

资源。二是严格达标建设。完成各县（市）区不达标水功能

区达标整治方案编制工作，率先通过省厅审核并通过当地政

府批复实施。全市31个考核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80.6%，

达到考核目标。老洪港应急水库水源地、长江狼山水源地、

如皋市长青沙应急水库水源地达标建设通过省级技术核查。

三是严格封井压采。全市地下水压采工作率先通过省厅评估

验收，共封井758眼，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四是严格排口监测。

在全市开展入河排污口摸底排查工作，两次对规模以上入河排

污口进行取样监测，发布监测通报，为下阶段规范入河排污口

管理做好前期基础工作。五是严格节水优先。54个节水型载

体通过省厅复查。创新指导企业实施节水技改项目6个。市

区地下水、地表水计划管理率100%，自来水计划管理率

92.4%。如东县、通州区建成国家级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县。

海门市建成省级节水型社会示范区。六是严格规费征收。全

市水资源费征收1.18亿元，占年度计划的196%；全市共征收水

利工程水费5727万元（其中农业水费3464万元），占年度计划

的115%。 

（五）聚力改革创新，加快补齐水利现代化发展短板。

改革创新是迸发活力的不竭源泉。通过改革创新，不断突破

制约水利发展瓶颈。一是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全面启动。各地

加快农业用水计量设施建设，在试点项目区积极推行“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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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户协会+用水户”的良性运行机制，实现节水与管控的

有机融合，如皋市建立“签订合同、收取水费、水费核算、

水费决算”的水费管理模式，改革经验在全省会议上作交流。

二是农村水利改革深入推进。着力推进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

制和农田水利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各县（市、区）全部完成

年度改革计划任务。强化农村河道长效管护，启东市、如皋

市、海安县在全省工作考核中获得优秀等级，成功创建了4

个水美乡镇、19个水美村庄。三是水文化载体建设取得突破。

成功创建启东圆陀角、如东小洋口省级水利风景区。启动全

市水文化遗产摸底调查工作，共梳理工程建筑类水文化遗产

174项，文献资料类22项，非遗类22项。南通濠河被推选为

江苏最美水地标——水景观，南通余东古镇被推选为最美水

地标——水聚落。四是水利工程代建工作稳步实施。探索重

点水利工程代建制，如东县、通州区、海门市分别进行推广

应用。同时抓好市区水利工程集中代建，目前，市区各项代

建工作已与市城建集团对接，并形成工作移交纪要。五是水

利科技推广取得重要成果。完成市本级水土保持规划编制，

积极应用计算机、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高新技术，促进水

土保持现代化。加强农田灌区智能化管理，通州区智能一体

化泵站受央视聚焦并被推介。 

（六）聚力依法治水，着力提升水利服务综合能力。我

们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理念，增强依法行政意识，

规范依法行政程序，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一是强化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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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工作。出台了我市第一部地方水法规《南通市水利工程管理

条例》，为全省设区市唯一，实现了我市水利工程综合管理水

平质的飞跃。二是强化工程管理。全市河道和水利工程划界确

权进展顺利。11家实施主体全部落实工作经费，完成划界长度

1698公里，现场埋设划界桩、公示牌11372个。三是强化执法

监管。联合开展河湖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和长江采砂管理清江行

动，绝大多数县（市、区）设立了长江河道采砂船舶集中停泊

点，同时严格监管，确保全市吹填采砂项目安全、规范、有序。

四是强化标准创建。开展水管单位创建工作，如皋港闸成功创

建省二级水管单位。南通市节制闸管理所成功创建全市水利系

统首家省档案五星级水管单位。着力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市直3家水管单位，以及全市10家水利二级总承包单位通

过省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审核。五是强化审批服务。重点对

崇启大桥至三和港长江岸线综合整治工程、横港沙二期综合整

治工程、苏通园区永嘉航母世界、招商局重工等近15个重点项

目进行了跟踪服务。 

 

第二部分 南通市水利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第三部分  2017年度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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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南通市水利局2017年度收入、支出总计7332.89万元，

与上年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441.56万元，增长6.41%。主

要原因是水利工程管理站增加了工作人员、新江海河闸管理

所自2016年8月移交南通市，2016年收入、支出仅包括8-12

月，2017年为全年数据。其中： 

（一）收入总计7332.89万元。包括： 

1．财政拨款收入7265.63万元，为当年从财政取得的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 与上年相比增加419.91万元，增长6.13%。

主要原因是水利工程管理站增加了工作人员、新江海河闸管

理所自2016年8月移交南通市，2016年收入、支出仅包括8-12

月，2017年为全年。 

2．其他收入0万元，为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

项收入。与上年相比减少6万元，减少100%。主要原因是2016

年的6万元为省补水利工程建设电子招投标系统资金，今年

无此项收入。 

3．年初结转和结余67.26万元，主要为局本级及各事业

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结余资金，例如：水政监察支队执

法专项资金的结余。 

（二）支出总计7332.89万元。包括： 

1．科学技术支出（类）15万元，主要用于江苏省水利

科技项目。与上年相比增加15万元。主要原因是今年增加了

江苏省水利科技项目经费支出15万。 

2．城乡社区支出（类）0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0.1万

元，减少100%。主要原因是2016年0.1万元为我局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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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培训费，本年无此项支出。 

3．农林水支出（类）6848.48万元，主要用于机构运转

及水利相关项目支出。与上年相比增加41.08万元，增长

0.60%。主要原因是虽然部分单位2017年压缩了项目经费，

但新江海河闸管理所自2016年8月移交南通市，2016农林水

支出仅包括8-12月，2017年为全年数据。 

4．交通运输支出（类）0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16.56

万元，减少100%。主要原因是上年用于其他车辆通行费安排

的支出，本年无此项支出。 

5．金融支出（类）支出11.02万元，主要用于水政监察

支队预发2017年绩效考评奖。与上年相比增加11.02万元，。

主要原因是去年下达这部分资金是通过农林水支出（类），

今年进行了细分。 

6．住房保障支出（类）支出382.19万元，主要用于住

房公积金及提租补贴。与上年相比增加382.19万元。主要原

因是上年此类支出被安排在农林水支出中。 

7．年末结转和结余76.20万元，为单位结转下年的项目

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主要为局本级及各事业单位本

年度预算安排的水资源省补经费等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

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使用的资金。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水利局本年收入合计7265.63万元，其中：财政

拨款收入7265.63万元，占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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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水利局本年支出合计7256.69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4892.79万元，占67.42%；项目支出2363.9万元，占

32.58%。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南通市水利局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决算7332.89

万元。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各增加447.56万元，

增长6.50%。主要原因是新江海河闸管理所自2016年8月移交

南通市，2016年收入、支出仅包括8-12月，2017年为全年。 

 

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反映的是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

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的总体情况，既包括使用本年从本级财

政取得的拨款发生的支出，也包括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和结余资金发生的支出。南通市水利局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

7256.69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与上年相比，财政

拨款支出增加438.63万元，增长6.43%。主要原因是新江海

河闸管理所自2016年8月移交南通市，2016年收入、支出仅

包括8-12月，2017年为全年数据。 

南通市水利局2017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6289.19万元，支出决算为7256.6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5.38%。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的主要原因是追加了目标考

核奖、在职及退休人员调增提租补贴等。其中：  

（一）科学技术支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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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用研究（款）社会公益研究（项）。年初预算为0

万元，支出决算为15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15万元为上年结转的省水利科技资金。 

（二）农林水支出（类） 

1．农业（款）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项）。年初预算

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10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

因南通市供排水管理站在2017年申请了省水利科技项目，财

政补助项目资金10万元。 

2．水利（款）行政运行（项）。年初预算为885.38万

元，支出决算为1154.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30.44%。决

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追加考核奖，以及追加在职及

离退休人员的调资结算等经费。 

3．水利（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年初预算为

63.4万元，支出决算为104.9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65.52%。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节制闸管理所、九

圩港水利工程管理所追加了经费。 

4．水利（款）水利行业业务管理（项）。年初预算为

174.25万元，支出决算为119.15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8.38%。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局机关厉行节约，压

缩项目相关费用，部分项目经费结余。 

5．水利（款）水利工程建设（项）。年初预算为67.4

万元，支出决算为133.3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97.89%。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追加新江海河闸管理所工

程款等。 

6．水利（款）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项）。年初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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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854.78万元，支出决算为2850.7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9.86%。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项目经费稍有结余。 

7．水利（款）水利执法监督（项）。年初预算为0万元，

支出决算为10.05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追加

了水利执法监督经费。 

8．水利（款）水资源节约管理与保护（项）。年初预

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40.21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

要原因追加2017年度省级水资源管理专项经费等。 

9．水利（款）防汛（项）。年初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

算为56.44万元。决算数大于（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

追加全市防汛防旱应急抢险演练费用等。 

10．水利（款）砂石资源费支出（项）。年初预算为212.89

万元，支出决算为174.95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2.18%。决

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部分项目经费结余。 

11．水利（款）其他水利支出（项）。年初预算为1687.07

万元，支出决算为2193.7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30.03%。

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追加河长制工作经费等。 

（三）金融支出（类） 

1．金融部门行政支出（款）行政运行（项）。年初预

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11.02万元。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

要原因是下达了2017年综合绩效考评奖。 

（四）住房保障支出（类） 

1．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年初预算

为256.84万元，支出决算为256.8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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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房改革支出（款）提租补贴（项）。年初预算为

87.18万元，支出决算为125.35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43.78%。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在职及退休人员提

租补贴调增结算。 

 

六、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水利局2017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4892.78万

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4224.86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工资

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退职（役）费、抚恤金、生活

补助、生产补贴、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出。 

（二）公用经费667.92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

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

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

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

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反映的是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支出的总体情况，既包括使用本年从本级财政取

得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发生的支出，也包括使用上年度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发生的支出。南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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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局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7256.69万元，与

上年相比增加455.29万元，增长6.69%。主要原因是新江海

河闸管理所自2016年8月移交南通市，2016年收入、支出仅

包括8-12月，2017年为全年数据。 

南通市水利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

初预算为6289.19万元，支出决算为7256.69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115.38%。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的主要原因是追加了

目标考核奖、在职及退休人员调增提租补贴，追加了河长制

工作经费等。 

 

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水利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

出4892.78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4224.86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工资

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退职（役）费、抚恤金、生活

补助、生产补贴、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出。 

（二）公用经费667.92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

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

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

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

商品和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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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会议费、培

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南通市水利局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三

公”经费决算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三

公”经费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25.03万元，占

“三公”经费的58.56%；公务接待费支出17.71万元，占“三

公”经费的41.44%。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决算支出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相

同。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25.03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决算支出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支出25.03万元，完成预

算的103.00%，比上年决算减少2.75万元，主要原因为严格

控制用车，汽车费用相对去年较少；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

要原因是局本级原本商议不再保留车辆，故未安排年初预

算，2017年根据实际情况依旧保留了车辆，所以在其他公用

经费中调剂使用。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主要用于汽车维修、

保险、汽油费等。2017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开支运行维

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17辆。 

3．公务接待费17.71万元。其中： 

（1）外事接待支出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相同。 

（2）国内公务接待支出17.71万元，完成预算的22.53%，

比上年决算减少24.63万元，主要原因为积极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厉行节约的要求，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支出；决算数小于

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厉行节约，从严控制公务接待支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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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公务接待主要为接待上级部门及其他省市相关单位来访

等，2017 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开支的国内公务接待150

批次，1684人次。主要为接待上级部门及其他省市相关单位

来访等。 

南通市水利局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会议

费决算支出20.87万元，完成预算的24.30%，比上年决算减

少0.03万元，主要原因为厉行节约，控制会议规模及次数；

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厉行节约，控制会议规模及次

数。2017 年度全年召开会议186个，参加会议5882人次。主

要为召开冬春水利会议、质检处专家审查会议、全市防汛会

议等。 

南通市水利局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培训

费决算支出45.92万元，完成预算的62.05%，比上年决算增

加4.50万元，主要原因为今年培训较多；决算数小于预算数

的主要原因厉行节约，控制培训规模。2017年度全年组织培

训66个，组织培训1253人次。主要为河长制信息平台培训、

全市水利工程安全监督培训等。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南通市水利局2017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支出决算数。 

 

十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60.62万元，比2016年

增加27.60万元，增长11.84 %。主要原因是：水利工程管理



 22  

站差旅费和劳务费增多，节约用水办公室维修（护）费增加

等。 

 

十二、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384.86万元，其中：政府采

购货物支出109.23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275.63万元。授

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190.57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49.52%，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占政府采购

支出总额的0%。 

 

十三、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17辆，其中，省

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厅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一般公务用

车14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

他用车3辆；其他用车主要是防汛电源车、拉水车。单价50

万元（含）以上的通用设备1台（套）；单价100万元（含）

以上的专用设备0台（套）。 

（二）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本部门2017年度共1个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涉及

财政性资金合计160.10万元。 

（三）国有资本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本部门2017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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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本年度从财政部门取得的财

政拨款。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

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三、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取得的收入，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专户实际核拨的教育

收费等资金在此反映。 

四、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

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五、附属单位缴款：指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

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

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

支出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和经营结余。 

九、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对非财政补助结余资

金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减

少单位按规定应缴回的基本建设竣工项目结余资金。 

十、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

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

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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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二、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

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上缴上级支出：指事业单位按照财政部门和主管

部门的规定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十四、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

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五、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事业单位用财政补助收

入之外的收入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十六、“三公”经费：指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

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

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

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七、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

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

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

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

用。在财政部有明确规定前，“机关运行经费”暂指行政单

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

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