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建筑工程安全自查报告 水利工程
安全隐患自查报告(通用5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
有效的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
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建筑工程安全自查报告篇一

为认真贯彻落实20xx年3月6日水利工作大会的会议精神，我
乡及时安排村、组干部对各村辖区内的水利工程进行了全面
的安全隐患检查，现将具体的检查情况汇报如下：

1、全新村组干部对辖区的人饮工程的水源点，蓄水池，管网
进行了全面检查。经排查发现人饮管道存在管道破损漏水情
况，村委及时组织人员把破损管道予以更换。同时对蓄水池
进行了清洗，以确保安全用水。截止目前运行正常。

2、村1组水源在全新村毛香坪，由于前域供水工程在毛香坪
上游引水，造成水量减少，导致村1组258人饮水困难，现急
需另寻水源补充水量，因资金短缺无法实施，望上级部门给
予资金支持。

3、大坪村人饮工程经检查存在管道破损情况，村委干部已组
织人员更换，截止目前运行正常。

4、村人饮管道存在严重老化现象，目前，村中高山饮水工程
正在实施中，工程将更换所有的老化钢管。人饮工程运行正
常。另：前域乡海子饮水工程涉及解决村900余人饮水，但该
工程目前因设计问题，不能解决村2、4、5、6组村民及新村
聚居点村民饮水。



1、村境内的重新堰从白河沟引水，由于大岭乡在白河沟的上
游引水，造成白河沟水量减少，同时又因为重新堰是土堰，
渗透严重，在枯水季节，堰尾基本无水，严重影响了灌溉用水
（农田和经果林用水）。现已寻得新水源（红水银），从红
水银用管道引水至白河沟，补充水量，同时对重新堰三面光
整治，因资金短缺，无法实施，望上级部门予以资金支持。

2、全新村境内幸福堰、中堰、下堰存在堰道漏水，需三面光
防渗整治。

3、村境内有5处垮塌，村组干部及时组织人员维修整治，截
止目前通水正常。

建筑工程安全自查报告篇二

灵璧县位于安徽省淮北平原的东北部，地处东
经11717'～11744'，北纬3318'～3402'之间，东接泗县，西
与埇桥区毗邻，北与江苏铜山、睢宁两县接壤，南与固镇、
五河两县隔河相望。全县辖19个乡镇，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总国土面积20xxkm2，耕地180.3万亩，20xx年总人口122.59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13.28万人。

20xx年全县生产总值91.72亿元，其中农业产业产值38.61亿
元，粮食总产量96.27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4577元，财政收
入2.1亿元。

一、关于前期工作

重点县三年建设方案在编制时注重与《灵璧县农田水利建设
规划（20xx-20xx）》相衔接。目前，我县三年重点县建设任务
已近扫尾，项目预期效益基本实现。

为确保重点县项目顺利实施，我县成立县级农田水利建设规
划委员会，以《规划》为依据，加强对全县涉水项目的审批、



监管力度，凡涉水项目，必须经规划委员会审查批准方可立
项；另外，我县加大项目整合力度，本着“渠道不乱，用途
不变，优势总算，各记其功，形成合力”的准则，以《规划》
为依据，以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为平台，统筹不同渠道
资金，整合不同部门的涉农、涉水项目，充分发挥各项目的
最大效益。

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和“建一片，成一片，发挥效
益一片”的原则，以保障全县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为
目标；以工程配套改造和管护机制改革为手段，以各级财政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补助专项资金为引导，通过资金整合、
集中投入、整体推进战略，迅速提升我县小型农田水利建设
水平和管护水平；全方位推动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实现跨
越式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基础保障。

结合项目区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实际及群众治水的积极性，
项目区的选择严格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统一规划、因地制宜；科学确定工程措施和类型，做到经济
上合理，技术上可行。

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形成规模，发挥工程的整体效益，重
点解决影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卡脖子”工程和“最
后一公里”工程。

尊重民意、民办公助；组织农民参与工程规划、建设、运行、
管护的全过程。

整合资源、完善机制；形成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齐抓共
管、共同推进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建设。

二、关于建设管理



(一）组织领导

实现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必须在
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有关职能部门的大力配合下，
在全县广大干群的积极努力下才能顺利完成。这就需要加强
对工程建设的领导和组织管理，为此，县政府成立了农田水
利建设领导小组，水利局和财政局联合成立农田水利建设管
理办公室，项目乡镇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主要领导亲
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和严格的目
标责任制。把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总体规划，通盘考虑，适度超前安排。对工程建设中的重大
问题，及时研究、协调解决，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实施。

(二）计划管理

灵璧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项目年度实施方案和标准文本严
格按照三年建设方案和整体规划编制，各年度实际建设任务
和地点与标准文本和上级有关部门实际批复的实施方案保持
一致，个别变更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三）组织实施

灵璧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规划的实施，总体按照“完
善除涝工程体系建设，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安全；主攻灌溉工
程，优先发展节水灌溉，建设旱涝保收田，合理开发水资源；
按照先急后缓，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
和县级财力、项目区实际情况制定分期实施计划。

(四）质量管理

依据总体规划，认真做好各项工程的勘测设计工作，分年度
编制实施方案，确保工程的顺利实施。配备专业工程技术人
员，全面参与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以及建设管理工作，
为工程建设提供技术保障。加强技术培训，提高基层水利人



员的技术水平。在工程建设中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
工艺，努力提高工程质量。

加强建设管理，服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规划，严格立项
审批程序。建设项目批准立项后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勘测和规划设计工作，报送主管部门进行技术审查。在工程
建设实施过程中，积极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
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财务报账制、竣工验收制”，建
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工程质量行政领导责任制、参建单位
工程质量责任制以及工程质量检查监督验收管理办法等。落
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确保工程的建设质量和投资、进度
的有效控制。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为此，县
水利部门建立了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体系，使小型农田水利工
程的建设程序、管理体制、验收方式、质量保证等各环节制
度化。科学规划、精心设计、认真施工，不做花架子工程，
不做形象工程，使每一处工程都符合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
题、发挥应有的效益。

(五）检查督导

建立健全检查监督管理机制，包括工程质量行政领导责任制、
参建单位工程质量责任制以及工程质量检查监督验收管理办
法等。严格控制工程投资、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地方政府
和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及时协调处理好工程实施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在全县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局
面，切实保障了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重点县建设的顺利实施，
确保按计划、按标准、按质量完成项目建设目标，发挥项目
的预期效益。

(六）验收情况

我县小农水重点县项目严格按照国家和省项目验收有关规定
组织验收，实行企业自验、县级初验、市级竣工验收、省级
抽验的验收程序；同时，县水利、财政部门加强工程建设质



量监督，定期邀请市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项目工程进行
检查指导，确保工程质量。项目竣工决算后，都要通过审计
部门的审计，确保资金效益和工程效益的充分发挥。

(七）宣传情况

项目建设投资、建设内容等信息在项目区向群众公开，同时
通过标语、横幅、报纸、电台等方式向社会进行宣传报道，
解决争取全社会对项目建设的理解和支持，为项目建设营造
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三、关于资金管理

我县小农水重点县项目资金管理实行财政报账制，在县财政
局设立专户，对中央和省财政补助资金、县财政投入资金实
行统一管理，按工程进度拨付，同时加强项目资金的稽查、
审计和监察，确保资金安全。

建立健全水利建设资金使用管理责任制，对各个环节都明确
职责，分级负责，严格把关，厉行节约。严格杜绝挤占、挪
用、滞留水利建设资金的行为，否则将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
理。

四、关于建后管护

（一）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

灵璧县决心扭转“重建轻管”现象，加大水利工程的管理力
度，首先要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
制。

在充分研究本地区本行业特点的情况下，逐步改革现行的水
利设施管理体制，使之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把
责、权、利结合起来。按照水系实施分级管理，调动群管组



织参与管理的积极性，把专管和群管相结合落到实处。

强化各项管理制度的.落实，加大技术管理力度，提高科学管
理水平，使管理工作法制化、制度化、科学化。加强和完善
管理工作目标责任制，积极探索水利工程管理新方法。

强化水费征收力度，研究供水的价值规律，探索水费征收科
学方法，使水利事业的投入与产出早日步入按成本核算的良
性循环轨道。

在灌区成立用水者协会，让用水者参与用水管理，不断改进
和完善协会管理水平，使之真正成为资格独立、农民参与、
自主运作、管理科学的民间组织，成为用水者与水管部门之
间的桥梁和纽带。

（二）加强水利设施的维护和管理

做好各类水利设施的日常检查观测和养护维修，使工程始终
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或待机状态。

强化工程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管理水平，增加先进的管理
设备，使工程运行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

（三）继续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

进行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和社会
各界参与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逐步建立起产权明
晰化、投入多元化、经营企业化、服务社会化的小型水利工
程管理体制和发展机制。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群众“一事一议”自筹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比例偏大，



落实难度大。

二是项目前期费用投入大，项目建设管理费用偏少，工程设
计、监理加强管理方面受到限制。

三是工程建后运行管理方面群众意识还未完全转变，维护还
需加强。

（二）几点建议

一是增加投资额度和比例，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亟待加强，
建议各级政府继续加大投入，调整投资比例，加大省级以上
财政的投入力度，减轻县以下地方财政压力，减少群众投劳
折资比例，切实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二是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要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紧扣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主题，加大对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
投入，改善农村面貌。

三是建议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项目独立费用方面能够参照基本
建设项目按规定列入项目概算审批。

下一步，我县将加强已建工程的运行管理，进一步完善落实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管护责任，确保工程长期良性运行。

建筑工程安全自查报告篇三

为认真贯彻落实20xx年3月6日水利工作大会的会议精神，我
乡及时安排村、组干部对各村辖区内的水利工程进行了全面
的'安全隐患检查，现将具体的检查情况汇报如下：

1、全新村组干部对辖区的人饮工程的水源点，蓄水池，管网
进行了全面检查。经排查发现人饮管道存在管道破损漏水情
况，村委及时组织人员把破损管道予以更换。同时对蓄水池



进行了清洗，以确保安全用水。截止目前运行正常。

2、村1组水源在全新村毛香坪，由于前域供水工程在毛香坪
上游引水，造成水量减少，导致村1组258人饮水困难，现急
需另寻水源补充水量，因资金短缺无法实施，望上级部门给
予资金支持。

3、大坪村人饮工程经检查存在管道破损情况，村委干部已组
织人员更换，截止目前运行正常。

4、村人饮管道存在严重老化现象，目前，村中高山饮水工程
正在实施中，工程将更换所有的老化钢管。人饮工程运行正
常。另：前域乡海子饮水工程涉及解决村900余人饮水，但该
工程目前因设计问题，不能解决村2、4、5、6组村民及新村
聚居点村民饮水。

1、村境内的重新堰从白河沟引水，由于大岭乡在白河沟的上
游引水，造成白河沟水量减少，同时又因为重新堰是土堰，
渗透严重，在枯水季节，堰尾基本无水，严重影响了灌溉用水
（农田和经果林用水）。现已寻得新水源（红水银），从红
水银用管道引水至白河沟，补充水量，同时对重新堰三面光
整治，因资金短缺，无法实施，望上级部门予以资金支持。

2、全新村境内幸福堰、中堰、下堰存在堰道漏水，需三面光
防渗整治；

3、村境内有5处垮塌，村组干部及时组织人员维修整治，截
止目前通水正常。

建筑工程安全自查报告篇四

xx县共有中小学165所，其中：完全中学1所，普通高级中学1
所，初级中学2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2所(含民办普通学校1
所)，小学136所(不含教学点38个)，职业中学3所，少体校1



所。全县教职工总数3287人，在校学生46889人。根据《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及
教育部等11部门印发的《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细
则》、《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监督检查办法》、《全国
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技术指南》的要求，以及国家、省、市
校安办的安排，我县组织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县中小学校
舍进行了全面排查鉴定，全县中小学校舍总面积422564平方
米，按抗震排查鉴定，有414113平方米不符合抗震设防要求，
其中需实施加固改造的228080平方米，需重建的186033平方
米;按房屋安全鉴定，有危房xx47平方米，其中b级危
房145505平方米，c级危房51036平方米，d级危房4606平方米。

现将我县xx年中小学校舍安全改造工程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组织领导情况

中央、省、市下达关于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有关文件后，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足实际，制定了《xx县中小学校舍安
全改造工程实施方案》，成立了由xx县长任组长，分管教育
副县长xx任常务副组长,县长助理xx、县政府办副主任xx、县教
育局局长xx任副组长，财政、城建、发改、监察、审计、国
土、地震、水利、安监、消防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中
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组及办公室，统一部署组织实施全县
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教育局，办公
室主任由xx局长兼任。

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县工程领导组主要负责审核项目规
划、组织指导工程实施，监督检查工程进度及质量;县教育局
负责危房校舍的排查、建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校舍安全的
项目规划、实施等工作;县城建局负责危房的鉴定及工程的勘
探、设计、监理、质量检查等;县财政局负责资金管理;县发
改局负责项目的审批和编制规划;县审计局负责预决算审计;
县地震局负责工程项目防震安全的审核监督;县消防大队负责



工程项目消防安全的审核监督。县监察、安监部门负责工程
项目的监督检查。

县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组成立后，召开了领导组各成员
单位协调会，明确了职责，并对校舍安全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县委常委会、政府办公会先后对校舍安全工程规划进行
了审议;县委书记马骥、县长xx、县人大主任李建恩、县政协
主席李维澜先后带领班子成员深入项目工程学校进行了调研
指导;县政府与各项目单位签定了《目标责任书》;省市教育、
财政、督导等部门领导多次对校舍安全工程进行指导检查;3
月27日，省长王君亲临项目学校xx二中调研，对进一步做好
校舍安全改造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二、规划落实情况

我县实施校舍安全改造工程坚持四个原则：一是坚持全面规
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在全面摸清全县中小学校舍现状的基
础上，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地域特点、教育发展水
平等实际情况，制订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规划，分年度、分
步骤进行维修改造。二是坚持与中小学布局调整相结合的原
则。凡布局调整规划方案中不保留的学校，不纳入维修改造
范围。布局调整规划方案中保留的学校，在对校舍进行维修
改造时，充分考虑合并后学校的师生增员、校舍扩容等实际
情况，进行统筹安排。结合全县新农村建设规划，规模小的
学校向规模大的学校调整，地域偏僻的向乡镇中心区域调整。
三是坚持质量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工程项目要本着“牢固、
实用、够用、安全、方便学生”的原则进行建设，在科学规
划、设计及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努力降低建设成本，新
建的校舍最低使用寿命要在50年以上。四是坚持项目管理的
原则。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实行项目管理，严格按照基本建
设程序和相关法律法规，做好项目建设工作，并据实编制项
目预算，确保预算不留缺口，做到改造一所，完成一所。

根据上述原则，县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领导组对学校布局调



整规划和新建改扩建学校规划进行了多次调研论证，改造方
案已经确定。按照规划，通过两年改造调整，全县中小学减
少41所，学校总数由165所降至124所。

三、资金管理情况

按照xx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资金配套要求，xx年、xx年我县
共安排校舍安全工程改造资金3323.5万元，根据省定的省市
县4：3：3配套比例，其中，省级资金安排1329万元，市级资
金安排997.25万元，县级安排配套资金997.25万元。目前，
中央、省、市的资金都已进入财政专户，我县xx年的配套资
金485.25万元和xx年配套资金512万元都已进入财政专户。

对校舍安全工程专项资金，我县实行专户管理，确保专款专
用。在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上，实行项目统一管理，统筹安排，
集中投入，专款专用，保证效益。一是确保中小学校舍安全
改造工程专款必须用于项目学校工程建设，不得擅自调整，
坚决杜绝挤占、挪用、截留、滞留专项资金的现象。二是对
建设资金实行统一管理，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实行工程预决
算制度，严格控制工程建设成本，提高投资效益。三是加大
对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力度，中小学校舍安全改造工程
项目学校在完工验收前，要向县工程领导组提交专项审计报
告，工程完工后，将组织有关部门对专项资金进行专项审计。
四是建立专项资金管理的责任追究制度。对挤占、挪用、截
留、滞留专项资金、疏于管理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行为，要
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使中小学校舍安全改造工程建设资
金充分发挥出使用效益。

建筑工程安全自查报告篇五

按照《xxx县水务局关于开展全县水利工程质量安全大检查的
通知》x水务【20xx】213号的.有关要求，结合《水利工程质量
监督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认真对我乡水利工程质量进行



了安全检查自查工作。现将具体安全检查自查报告如下:

全乡水利工程。

到目前为止，我乡有2个水利工程已完成，分别
是：”“7.02”水毁灾后恢复重建xxx堰修复项目、20xx年小
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1、“7.02”水毁灾后恢复重建xxx堰修复项目。此项目全
长14.8km，于20xx年4月建成，涉及三村（xxx、xxx、xxx）两堰
（xxx堰、xxx堰），解决灌溉面积1800亩，受益人口2300人，
目前县、乡两级已验收。

2、20xx年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此项目于20xx年11月
开始修建，于20xx年3月建设完成，涉及四村
（xxx、xxx、xxx、xxx），解决灌溉面积5500亩,受益人口3560人，
目前我乡对其已进行了初验。

1、加强领导，成立机构。成立全乡水利工程建设及质量监督
工作领导小组，乡长任组长，分管水利的副乡长任副组长，
相关人员为成员。

2、召开会议，专题安排。我乡召开了全乡水利工程建设及质
量监督工作会议，对建设及质量监督工作作了具体安排，进
一步强调了各阶段的目标任务和具体要求。

3、分解任务，明确职责。我乡明确专人对在建水利工程进行
监督，并做好检查记录，对工程质量不符合要求的下发限期
整改书，明确返工重建。

4、提高认识，成效明显。认识明确，行动步调一致，认真执
行项目建设管理相关规定，由过去“要我做”转变为“我要
做”。



从检查情况来看，项目建设管理比较规范，制度健全，管理
严格，各类资料整理归档较好，内容完整，资料齐全，工程
已见成效。

xxx乡人民政府

20xx年xx月xx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