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

《达拉特旗水利工程以工代赈实施方案》经旗人民政府 2024

年第 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达拉特旗人民政府

2024年 9月 2日



为充分发挥以工代赈政策作用，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新形势下

以工代赈管理，确保“赈”出实效，根据《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在重点工程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促进

当地群众就业增收工作方案》《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印发〈在重点工程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

收实施方案〉的通知》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旗实际，特制定本

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党润我心水惠民生”为主题，坚持党建引领，由苏木镇

党委引领带动，嘎查村“两委”组织实施，组织动员当地农村劳动

力参与务工或组织施工，培育壮大劳务公司、劳务合作社、村集体

经济组织等，提高当地群众劳务组织化程度。鼓励农牧民积极参与

水利工程建设，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实现农牧民增收。

二、适用范围

（一）基本原则。旗水利局要深刻把握以工代赈性质特征，

结合水利工程建设需求，选择一批投资规模小、技术门槛低、施工

简单、务工技能要求不高的水利工程项目，在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和

符合进度要求等前提下，按照“应用尽用、能用尽用”的原则，根

据项目性质、资金来源等情况酌情确定以工代赈实施方式。同时，

结合我旗群众务工需求，充分挖掘主体工程建设及附属临建、工地



服务保障、建后管护等方面用工潜力，在平衡好劳动合同制用工和

以工代赈劳务用工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尽可能通过实施以工代赈帮

助当地群众就近务工，实现就业增收。

（二）适用类别。实施以工代赈的水利工程主要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水保生态类，包括但不限于小流域治理中的治坡工程（如

水平沟、鱼鳞坑等）、治沟工程（如谷坊、沟头防护等）、植树造林、

种草以及封山育林、育草等；第二类为工程建设类，包括但不限

于农村饮水工程中的管道开挖、回填、安装、管材搬运，抢险工程

中的装填石笼、土枕袋，灌溉工程中的渠道修整、破损渠道砌石拆

除等；第三类为运行管护类，包括但不限于淤地坝、水闸、泵站

等水工程的日常看护、河湖管理和保洁等；第四类为其他类，包括

但不限于救灾资金项目、抗旱补助资金项目等。

三、组织实施

（一）项目申报。旗水利局要在项目前期工作中明确以工代

赈工作要求，在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资金申请报告等要件中，要以适

当形式体现能够实施以工代赈的建设任务和用工环节，在社会效益

评价部分充分体现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村集体经济增长等预期

成效。初步设计报告（实施方案）或招标文件中，要明确实施以工

代赈的具体建设任务、用工环节和相应的概算金额。

（二）项目实施。水保生态类项目，符合以奖代补实施条件

的按照以奖代补方案实施，不符合以奖代补实施条件的参照工程建

设类项目予以实施。运行管护类项目以资金下放属地苏木镇的方式



实施，按照实施进度和实施成效拨付项目资金（资金拨付申请表见

附件 2）。工程建设类和其他类项目，如资金来源全部为旗级投资

且具备苏木镇独立实施的条件，可参照运行管护类项目将资金全部

下放苏木镇实施；其他资金来源项目按照常规施工程序实施（旗级

配套资金部分，如明确为以工代赈资金，可在招投标前由属地苏木镇先行

组织实施，待中标企业确定后按照后续流程执行），在发布招标公告时，

旗水利局（项目建设单位）要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实施以工代赈的建

设内容和投资金额（实施以工代赈的项目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 10%—

20%），施工单位中标后，旗水利局（项目建设单位）要组织属地

苏木镇、嘎查村与施工单位签订三方协议，明确苏木镇、嘎查村和

施工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并在三方协议中注明“按照‘谁实施、谁

负责’的原则，由工程具体实施方承担安全生产相关责任”，旗水

利局（项目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时，要明确进度支

付资金优先保障以工代赈建设资金；工程建设过程中，属地苏木镇

要督促嘎查村配合施工单位严格执行水利工程建设标准，服从施工

单位质量、安全、进度等管理。

（三）项目验收。水保生态类项目和其他类项目完工后，由

属地苏木镇组织村“两委”和村民代表开展自验，自验完成后向旗

水利局（项目建设单位）提交验收申请表（附件 3），附完工图、

建设内容前中后对比照片、当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劳务报酬表、项

目批复文件、资金来源文件以及其他工程竣工资料；旗水利局在收

到验收申请后，组织旗发改委、财政局和属地苏木镇相关人员，按



照工程建设要求对相关建设内容进行现场验收（附件 4）。工程建

设类和其他类项目以工代赈部分建设完成后，由监理单位、施工单

位会同苏木镇、嘎查村开展自验，并整理完善相关施工资料，自验

完成后移交施工单位，待整体项目建设完成后按照水利工程建设管

理要求开展竣工验收。

四、监督管理

（一）管理原则。按照“政府主导、村民主体”的原则实行

分级管理，旗发改委、水利局、财政局对苏木镇以工代赈项目实施

情况进行监督，苏木镇对嘎查村具体建设任务实施情况进行管理和

监督。各苏木镇、嘎查村要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引导有就业意愿的

当地农村劳动力、村集体经济组织、劳务公司参与以工代赈项目，

推动农牧民实现增收。

（二）旗级管理要求。旗水利局要加强水利工程以工代赈建

设内容的日常监督和规范指导，确保苏木镇组织实施的水保生态类

和运行管护类项目施工安全、有序推进。同时，加强工程建设类和

其他类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管，确保施工单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以工

代赈建设资金的拨付，并督促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严格按照水利工

程建设标准推进整体工程建设。旗发改委、财政局结合各自职能，

做好以工代赈项目审核和资金审查工作。

（三）镇级管理要求。各苏木镇要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劳

务公司和当地农牧民强化“契约意识”，依法按照合同要求执行。

同时，要对承接或参与项目实施的经济组织、公司或个人进行诚信



审查和违法记录调查，有违法犯罪、拖欠工资、扰乱社会治安等不

良记录的经济组织、公司或个人，不纳入项目建设任务承接范围。

（四）村级管理要求。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以工代赈建设任

务后要积极组织当地农牧民实施，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村集体经

济组织也可与其他企业或劳务公司进行合作，共同承接项目建设任

务，所获利润按照合同约定分配，承接业务的民营企业、劳务公司

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比例不得低于雇佣总人数的 50%。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达拉特旗水利工程以工代赈工作

领导小组，由旗人民政府旗长任组长，分管水利工作的副旗长任副

组长，旗发改委、水利局、财政局主要领导和各苏木镇镇长（苏木

长）为成员。各相关部门和各苏木镇党委（党组）要坚决扛起主体

责任，加强对水利工程以工代赈工作的领导，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担

负起组织、协调、指导、督促责任，定期研究解决相关问题，及时

掌握工作进展情况，推动水利工程以工代赈工作落地见效。同时，

各苏木镇要充分做好调研走访工作，选择村民积极性高、社会矛盾

少的嘎查村作为试点推行，确保顺利完成以工代赈试点项目建设任

务。

（二）做好技术保障。旗水利局应加强以工代赈项目的建设

管理工作，特别是质量、安全、进度等方面的管理工作，从项目设

计到竣工验收全过程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并指派专人负责日常监

管。



（三）强化资金监管。旗发改委、水利局、财政局要加强以

工代赈项目资金的管理，确保有效使用，对以虚报、冒领、截留、

挪用、抵扣、贪污等手段骗取资金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四）强化督导保障。旗政府督查室要把水利工程以工代赈

工作推进落实情况作为年度考核巡查重点，拉开考核梯次并如实向

旗委和政府报告，将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的重要参

考。

附件：1.达拉特旗水利工程以工代赈工作领导小组

2.项目资金报账（预拨）审批表

3.达拉特旗水利工程以工代赈项目申请验收表

4.达拉特旗水利工程以工代赈项目验收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