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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进行的“大部门制”改革，新组建了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委员会、济南市城乡水务局、
济南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济南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等四个部门。近日，济南市正式向社
会公布了这四个部门的“三定”方案。对于怎么具体落实改革方案、做好下一步的工作，5日，本报
专访了三位“一把手”。

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翟军：

终终结结部部门门条条块块分分割割
水水务务发发展展““一一盘盘棋棋””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济南市城乡水务局整合了
原济南市水利局职责，原济南
市市政公用事业局城市河道管
理、供排水、节水、污水处理、城
市防汛职责，原济南市城市园
林绿化局(市名泉保护委员会
办公室)泉水保护职责。原加挂
的市名泉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牌
子更名为市泉水保护办公室。

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党组书
记、局长翟军表示，济南市市
委、市政府从创新行政管理体
制、优化政府职能、提升行政效
能角度出发，进行大部门体制
改革，组建了济南市城乡水务
局，统筹管理全市城乡河道、农
水、城水、泉水保护、污水处理
及节水等涉水事务，从管理体
制上解决了济南市在治水方面
存在的“多龙治水”的弊端。

新成立的济南城乡水务局
将积极适应城乡水务发展的新
要求、新任务、新角色，迅速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
府的决策部署上来，高标准、高
质量地完成市委、市政府部署
的各项工作，奋力开创全市水
务改革发展新局面，适应城乡

水务大发展的新要求。
新组建的济南市城乡水务

局，还将打破以前涉水事务部
门之间的条块分割，以前许多
需要部门之间协调的工作，变
成了城乡水务局内部之间的协
作。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将树立
全市水务发展“一盘棋”的思
想。

目前济南市已经进入主汛
期。此次改革中，已经取消了原
先“防汛工作”边界事项，该项
工作成为城乡水务局内部事
项。据介绍，济南城乡水务局将
进一步加强科学研判，确保全

市安全度汛。同时按照蓄泄兼
筹的方针，进一步加大防洪减
灾工程建设力度，实施小清河
清淤疏浚工程，加强城区防洪
排涝设施建设。

翟军介绍，今年下半年，济
南市城乡水务局将加快推进河
长制建设，重点抓好创城和黑
臭水体治理，进一步开展东部、
北部城区供水布局和名泉保护
研究规划。济南市城乡水务局
还将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实现
城区有条件的河道四季有水，
为“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
城”营造良好生态环境。

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委员会：

推推进进交交通通一一体体化化
参参与与城城市市拥拥堵堵治治理理

根据新“大部制”的规定，
整合济南市交通运输局职责、
市市政公用事业局城市道路建
设管理职责、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涉及交通运输的相关职
责，组建市城乡交通运输委员
会，为济南市政府工作部门。

据悉，交通委主要负责推
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统
筹管理或协调全市公共交通、
轨道交通、铁路运输、高速公
路、航空运输、水路运输等城
乡交通运输和道路建设管理
工作，协调邮政行业。不再保
留市交通运输局。

此后，济南城乡交通的规
划、建设管理等职责统一由市
城乡交通运输委员会承担，打
破了交通建设管理的城乡二
元结构，为解决断头路、公共
交通（含铁路、航空、轨道、公
交、客运、出租等）一体化等问
题奠定了体制基础。

同时考虑到治堵作为济南
市“453”工作体系中“三大攻坚
战”之一，交通委增加了交通综
治相关职责，参与交通拥堵综
合治理工作，参与拟订城市
交通相关组织、管理、改善
政策和方案并组织实施。

交通委取消已由国务院、
省政府、市政府公布取消的铁
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

公路路面的特殊机具行驶公
路审批等四项行政许可和其
他权力事项。新增危险化学品
水路运输（港口装卸管理）人员
资格认可，内河二、三类船员适
任证核发，机动车综合性能检
测经营许可等九项职责。

改制后，济南交通委在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优化交
通运输布局，统筹区域和城乡
交通运输协调发展，推进交通
一体化协调建设，实现政策、
规划、设计、投资、建设、管理、
服务、应急等各方面纵向贯通
等方面进行了加强。

在机构设置方面，为统一
城乡交通建设与管理，将原济
南市交通运输局建设管理处
和市市政公用事业局划转的
市政设施建设处、市政设施管
理处整合为交通设施建设和
管理处。为做好交通治堵工
作，设立交通综治处。

记者注意到，为加强综合
交通的协调工作，在承接济
南市经信委道口管理、协调
运输等相关职责的基础上，
设立了铁路和航空协调处

（ 挂 市 道 口 管 理 办 公 室 牌
子），并将城市客运管理处
更名为公共交通处（挂轨道
交通管理处牌子）。

本报记者 刘飞跃

5日，济南部分区域再降急雨。目前济南已进入主汛期，济南城乡水务

局将进一步加强科学研判，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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