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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作为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运行和效益发挥对于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健全“水行政执法 + 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共同打击水利工程管理领

域的违法行为，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深入

研究和推广“水行政执法 + 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对于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维护水利安全、推进

水利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水利工程管理为视角，阐释了“水行政执法 + 检察公益诉讼”的

主要内容，提出了强化组织管理保障、突出检察监督效能和建立流域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平台的构建路径，

助力维护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和效益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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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plays a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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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ficant role in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by ensuring its safe operation and efficiency. Strengthening the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of 
“water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jointly 
combating illegal acts in the field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meas-
ure to thoroughly implement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decisions and arrangements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Deeply 
studying and promoting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water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rengthening water conser-
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maintaining water conservancy safety,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
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rule of law. The article takes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s the perspective and elaborates on the main content of “water administrative law en-
forcement +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t proposes a construction path to strengthe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guarantees, highlight the efficiency of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and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platform for basin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o help main-
tain the normal oper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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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利工程作为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运行和效益发挥对于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水利工程管理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其中违法行为的打

击和纠正成为一项重要任务。环境公益诉讼亦或环境行政执法通过各自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对环境公共利

益最优保护与救济[1]。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的协作成为一种新的尝试和实验，因此，必须构建和

完善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的协作机制以促进水利工程的安全运行和高效率管理。 

2. “水行政执法 + 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内涵意义 

“水行政执法 + 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基本内涵是指在水行政执法部门与检察机关之间建立联

动协作、信息共享、法律衔接的合作机制，共同打击水事违法行为，提升河湖保护治理水平。 
在水利领域，通过加强水行政执法部门与检察机关之间的紧密协作与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打击水事

违法行为，维护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协作机制旨在促进水利行政执法的规范化和有效性，

同时发挥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法律监督作用，通过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加强对水事违法行为的监督

和追责。通过这一协作机制，可以实现对水事违法行为的及时发现、严肃查处和有效预防，推动水利领域

的法治化进程，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水行政执法 + 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提出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

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加强对水利领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保护，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水安全。建立“水行政执法 + 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是党

中央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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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行政执法 + 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作为当前水利工程管理领域的一项重要创新，旨在通过

整合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的双重优势，共同应对涉水违法行为，强化水利工程的法治保障。该机

制不仅充分发挥了水行政执法机关在水利领域的专业执法力量，还借助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和公益

诉讼手段，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高效的执法模式。通过这一机制，能够及时发现并制止涉水违法行为，

维护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和效益发挥，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水利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因

此，深入研究和推广“水行政执法 + 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对于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维护水利安全、

推进水利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 “水行政执法 + 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基本内容 

在水利工程管理领域，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的紧密结合，已成为保障水利工程安全稳定运行

的重要法治保障。面对日益复杂的水利工程管理环境，单一的执法手段已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因此，迫

切需要一种更为高效、全面的协作机制，来应对涉水违法行为，确保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和效益发挥。

而“水行政执法 + 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正是这一需求的最佳回应。该协作机制不仅能够充分发挥

水行政执法机关的专业执法优势，还能够借助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打击涉

水违法行为。通过该协作机制，将能够更加有效地维护水利工程的安全稳定，保障水利事业的健康发展。 

3.1. 信息技术共享合作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提高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还应当积极引

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水利工程管理提供有力支持。检察院应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水利工程管理

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动态监测，还应当加强对信息化系统的维护和管理。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科技创新成果与“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制度深度融合[3]。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信息传

递的效率和准确性，促进水行政执法部门和检察院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协作。总之，推进信息共享和技术

协作，有助于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推动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的深度融合，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3.2. 会商研判 

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会同检察机关定期开展工作会商，共同分析研判本区域本流域水事

秩序和水利领域违法案件特点，研究协作任务和重点事项，协商解决重大问题。会商研判的重点包括本

区域本流域水事违法案件的特点、案件涉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执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尤其是流域

跨省级行政管理区划发生的影响范围广、性质恶劣或涉及多部门职责权限、协调难度大的案件等重大涉

水违法案件[4]。通过研判，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协作任务和重点，提高执法效率和质量。对于涉及多个行

政机关或跨区域的问题，需要加强会商研判和协作配合。流域管理机构可以协调相关省级检察机关和水

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会商研判，强化流域统一治理管理。除了定期的工作会商，还可以通过联席会议、圆

桌会议等形式共同会商研判。这些形式可以灵活地针对特定问题或案件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加强信息

交流和经验分享。会商研判的成果可以应用于实际执法过程中，指导案件的调查、取证和处理。同时，

也可以根据会商研判的结果对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评估和调整，进一步完善水利工程管理的制度

和规范。 

3.3. 联合行动 

在“水行政执法 + 检察公益诉讼”中，关于水利工程管理的联合行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3.1. 水利工程安全隐患排查联合行动 
针对水利工程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检查水库大坝、堤防等水利工程的安全状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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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是否存在影响工程运行和危害工程安全的违法行为。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要求相关责任单位及时整

改，并依法追究违法者的责任。 

3.3.2. 水事纠纷调处联合行动 
针对水事纠纷中的突出问题，例如水利工程征地拆迁、移民安置等，开展联合行动。通过协调、调

解、仲裁等方式，公正、合理地处理水事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 

3.3.3. 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联合行动 
针对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例如项目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等环节的违法行为，开

展联合行动。加强对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规范化和法制化，提高水利工程的效益和使用寿命，保障水

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这些联合行动可能因地区、时间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但都是为了全面提升水利工程管理水平，保障

水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黄河流域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在流域层面全面铺开[5]。
在联合行动中，“水行政执法 + 检察公益诉讼”的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协作优势，形成行政和司法保护合

力，共同打击违法行为，保障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 

4. “水行政执法 + 检察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构建路径 

随着水利工程管理领域的日益复杂化和法治化要求的不断提升，“水行政执法 + 检察公益诉讼”协

作机制成为了强化水利工程管理、维护水利安全的重要创新举措。该机制通过深度融合水行政执法与检

察公益诉讼的各自优势，形成了强大而高效的执法合力，为水利工程管理提供了更加全面、深入的法治

保障。在构建这一协作机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从政策引领、法规支撑、信息共享、技术协作、案件移

送与线索发现以及监督与考核评估等多个方面入手，细化推进路径，确保协作机制能够顺畅运行并发挥

实效。通过这一机制的构建与实施，我们将为水利工程管理领域注入新的活力，推动水利工程管理法治

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进程，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水利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4.1. 强化组织管理保障 

强化组织管理保障的目的是高效和精准解决重难点问题。在水利工程管理领域，随着法治建设的深

入推进，强化组织管理保障、提升执法效能成为重要课题。特别是在当前水资源日益紧张、水生态环境

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整合水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的力量，形成合力，共同维护水利工程的

安全与效益，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4.1.1. 树立大局意识 
各级检察机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应树立大局意识，将水利工程管理作为共同责任，

加强工作统筹，确保各项任务得到有效推进。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等方式，加强

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 

4.1.2. 明确责任分工 
确保各方在水利工程管理中的职责清晰、任务明确。各级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依法

开展水利工程管理领域的公益诉讼；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水利工程的日常监管，确保工程安全、高

效运行；流域管理机构应协调各方资源，推动流域内水利工程的统筹管理。 

4.1.3. 强化要素保障 
强化要素保障有利于为水利工程管理提供有力支持。这包括加强人员队伍建设，提高管理人员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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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素质和业务能力，为保障协作机制的专业性和高效性，应强化人员配置与培训工作，应选派具备水利、

法律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员参与协作机制的工作。另外，应加大资金投入，确保水利工程管理所需经费

得到保障。在关键技术方面，要加强技术支撑，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 

4.1.4. 把握督查环节 
要抓好督促落实，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水政监察大队，联合公安机关如

黄河派出所形成联合执法队伍[6]。通过建立督查机制、开展专项检查等方式，对水利工程管理中的重点

工作和难点问题进行跟踪督查，推动问题解决和措施落实。 

4.2. 突出检察监督效能 

检察院对水行政执法部门在水利工程管理领域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确保其依法履行职责，防止和

纠正违法行为。检察院可以通过依法审查、调查核实等方式，对水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

发现问题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和建议。 

4.2.1. 明确监督重点 
检察机关应明确监督水利工程的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如工程质量、资金使用、安全生产等方面。

同时，根据水利工程的实际情况，确定监督的具体方向和重点任务，确保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2.2. 强化检察监督的主动性和预见性 
检察机关应主动介入水利工程管理过程，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违规行为。通过定期巡查、专项检查

等方式，加强对水利工程的日常监督，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有效执行。同时，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

进行预判和防范，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提升水利工程管理的预防能力。 

4.2.3. 开展专项监督活动 
针对水利工程管理中的突出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定期开展专项监督活动，如工程质量专项检查、资

金使用情况专项审计等。检察机关不断提升办案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7]。通过专项监督，发现并纠正

水利工程管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推动问题整改落实。 

4.2.4. 加强监督反馈 
检察机关应及时将监督结果向相关部门和单位进行反馈，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同时，加强对监督

结果的跟踪问效，确保问题得到切实整改。通过监督结果的运用和反馈，推动水利工程管理水平的不断

提升。 

4.3. 建立流域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平台 

为推动构建上下协同、横向协作、完整配套的工作体系，最高人民检察院应指定有关省级人民检察

院建立流域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平台。通过该平台，实现与流域管理机构的统一对接，牵头协调流域线索

移送、案情通报等协作工作。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应会同水利部，依托协作平台协调重大案件办理，

指导推动流域水行政执法与跨省级行政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协同开展。平台建设关键技术包括数据库

技术、智能语音技术、视频图像识别技术、遥感影像解译技术、知识图谱技术，结合水行政业务需要构

建不同的应用场景[8]。 
平台将检察机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上下协同、横向协作的工

作机制。这种协同合作有助于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促进各方在水利工程管理中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

合，从而更加有效地解决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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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平台不仅关注单一的水利工程管理问题，还致力于推动整个流域的综合治理。河湖在调蓄洪水、

保障供水、维系生态系统等功能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9]。通过协作平台，各方可以共同研究流域

内的水利工程管理问题，提出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推动流域内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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