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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桃市市管涵闸运行管理工作情况调查
1

王昌炎

（仙桃市水务局，湖北 仙桃 433000）

【摘 要】：仙桃市位于湖北省中部，地处江汉平原腹地，东邻汉阳，西接潜江，南滨东荆河、北倚汉江，国地

面积 2538 平方千米。仙桃境内河湖密布，水系发育，水利设施众多，现有堤防 817.8 千米，排灌河道 470 千米，

市管泵站 7座、涵闸 6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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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市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的亲切关怀下，坚持“防洪保安全、排涝保效益、抗旱保丰收、节

水保灌溉、调水保生态”的治水思路，继续深入水利体制改革，逐步完善和落实水利工程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水利工程长效管

理机制，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得到全面加强，并逐步朝着规范、有序、健康的发展方向前进。

1、市管涵闸概况

我市境内现有大小涵闸 381 座，总设计流量 11115.07m
3
/s，其中 1980 年前兴建的有 325 座，1980 年后兴建的有 56 座。我

市涵闸实行市、镇、村三级管理体制，其中市管涵闸 64座，具体为沿江涵闸 13座，分布于汉江、东荆河沿线；内垸涵闸 51座，

分布于北干渠、南干渠、通顺河、四方河、仙下河、汪洲河等市管河道沿线。

2、水闸监督管理情况

2.1管理机构

市水务局作为全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河道堤防、涵闸、泵站等水利工程的行业管理，下设市河道堤防管理局、大

垸子闸管理所、分蓄洪区管理段，具体负责全市 64座市管涵闸的运行管理工作。

2.2管理责任制

我市涵闸管理按照“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原则，实行市政府、主管局、涵闸管理单位自上而下的的三级责任

管理体系。市政府每年按照流域分块，成立由市领导任指挥长、市水务局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流域性指挥部，统一指导、

协调流域内河道、涵闸、泵站等水利设施的调度、运行、建设管理等工作。市水务局按照市流域指挥部管理目标，与各涵闸管

理单位签订目标责任书，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落实工作责任。同时，各涵闸管理单位与各涵闸管理员签订管理责任书，将涵

闸管理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人，实现了涵闸工程的“一闲一岗、一岗一责”的责任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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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运行管理经费

根据《仙桃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发改委、市编办、市财政局、市水利局关于仙桃市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

通知》（仙政办发[2004]75 号），涵闸运行管理主要包括人员经费和维修养护经费，其中编制内的在职人员经费、离退休人员

经费、公用经费、电费等基本运行经费支出由仙桃市财政负担，涵闸堤防工程的日常维修养护经费在仙桃市水利工程维修养护

资金中列支。

2.4管理制度

近来来，我市相继出台了《仙桃市河道管理实施办法》《仙桃市城市蓝线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市水务局先后制定了

《仙桃市涵闸工程管理达标检查实施方案》《仙桃市涵闸工程维修养护管理办法》《仙桃市涵闸调度运行管理制度》《仙桃市

水务局所属单位年度工作目标考核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这些法规、规章制度的建立，进一步规范了涵闸工程的运行管理、

完善了涵闸工程的长效运行机制。

2.5注册登记

按照水利部《关于印发〈水闸注册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水建管〔2005〕263号）、《关于加快水闸注册登记工作的通

知》（办建管函〔2008〕12号）有关要求，我们对市管 64座涵闸进行了注册登记，并已上报主管部门备案。登记内容主要包括

工程规模、主要功能、设计参数等。通过注册登记，摸清了水闸工程的基本现状，掌握水闸工程运行动态，为水闸工程实施有

效监管、工程管理考核、除险加固等提供了工作依据。

2.6确权划界

为明确水利工程产权和管理保护范围，为依法管理水利工程奠定良好基础，我市分别于 1995 年、1997 年、1999 年先后开

始开展了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工作，2012 年组织开展了市直水利工程用地办证清理工作，2015年 3月组织开展了水利工程划界确

权情况调查摸底工作。截止目前，市直 64座涵闸均已完成确权划界工作，绘制了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宗地图，并已办理了土地证。

2.7安全鉴定

鉴于我市涵闸原建设标准低、使用年限长，为确保涵闸安全运行和为后期除险加固提供依据，仙桃市水务局分期分批委托

相关单位对重点涵闸进行了安全检测及鉴定。2003 年 1 月委托委托湖北省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对纯良岭闸进行了安全检

测，2005 年 5 月委托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对该闸进行了安全复核鉴定。2008 年 12 月委托湖北省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对对沿江黄越高闸、黄越低闸、八潭高闸、八潭低闸、鄢湾高闸、北坝闸、芦庙闸、邵沈渡闸、姚咀闸、联丰闸、马口闸、复

兴闸、冯家口闸等 13 座涵闸进行了安全检测，2009 年 2 月委托湖北金浪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对上述 13 座沿江涵闸进行了安全复

核鉴定。2009年 3月再次委托水利部泵站测试中心、荆州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对纯良岭闸、袁家口闸、王市口闸、郭兴口闸、

东堤闸等 5 座中型涵闸进行了安全检测及安全复核鉴定。根据鉴定结果，上述涵闸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鉴定的安全类

别分别为四类或三类，需进行除险加固。

2.8除险加固

根据历次安全鉴定结果，我们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了汇报，积极争取项目资金进行除险加固。目前，芦庙闸、鄢湾闸

纳入了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项目，并于 2014 年 10 月完成拆除重建任务；北坝闸纳入了汉江下游整治工程项目，于 2014 年 11 月

启动，2015 年 5 月完成重建任务；袁家口闸、王市口闸、郭兴口闸、东堤闸等 4 座涵闸已纳入湖北省中型涵闸除险加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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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郭兴口闸、袁家口闸、东堤闸已经省发改委下达了初设批复，待中央资金、省级配套资金到位后，我市将及时启动 4 座中

型涵闸除险加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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