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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elongs	to	a	project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and	market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to	fundamental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project	
investment,	improve	the	quality	control	management	system	and	management	concept,	not	only	can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	development	to	main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o	the	relevant	management	department	
or	public	welfare	enterprises	bring	hig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benefits	and	development	concept.	For	a	high-quality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project,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rict	and	advanced	quality	management.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early	stage	of	construction	and	 the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the	site	quality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refore,	it	is	the	key	to	create	the	good	quality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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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全面发展，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属于一项关系民生和市场建设发展的工程项目。在实际发展和应用中
要从根本上加强工程项目施工监督管理的投入，健全质量控制管理体系和管理理念，不仅可以保障市场建设发展的稳定性维
持可持续发展，同时能够给相关管理部门或者公益类的企业带来更高的经济发展效益和发展理念。一个优质的水利建设工
程，是实施严格且先进的质量管理的结果。一般来说，它是通过施工前期的质量管理和施工过程的质量管理来实现的，现场
质量管理是施工过程中质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切实抓好水利工程现场质量管理是创造优良工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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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利工程项目在实际施工和管理的过程中，管理工作

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组成内容，管理人员只有切实地做好

相关管理工作，才能够使工程项目更加有序、顺利地开展和

运行，结合工程项目设计施工理念和施工原则，加强施工项

目规划和创新，建设出高质量的水利工程项目，促进中国国

民经济和科技全面发展和进步，制定科学性的管理制度方案

和策略。

2 样板管理

水利工程项目施工建设管理需要利用现有的资源从根

本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进步，因此在进行水利工程项目施工

质量管理应用中，需要不断加强施工质量管理技术。样板，

作为一种具有示范意义的标准楷模，在建筑工程领域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一种施工前的预演，更是确保工

程质量、提升施工效率的有效手段。在建筑工程的实际操作

中，样板能够直观地指导施工，将复杂的设计理念和严苛的

质量标准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实物形态，使得施工人员，特别

是操作工人，能够清晰地理解并遵循施工要求。

具体而言，样板要精准地体现设计者的意图，无论是

建筑风格、色彩搭配还是细节处理，都应与设计方案保持高

度一致。这要求样板制作团队深入理解设计理念，确保每一

个细节都符合设计初衷。同时，样板还需达到指定的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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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这涉及材料的选择、施工工艺的精湛程度以及最终成品

的耐用性和美观性。通过将抽象的设计要求转化为具体的实

物样板，施工人员可以直观地看到目标效果，从而更加准确

地执行施工计划 [1]。

推行样板管理，是促进工程质量持续提升的重要策略，

也是现场质量管理不可或缺的一环。它要求管理者在施工前

做好充分准备，细致规划，确保样板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符

合高标准、严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有五项关键工作需要特

别重视：①体现设计意图：样板的首要任务是忠实反映设计

图纸的精髓。但这并不仅限于形态的复制，更需通过精心挑

选的材质、色彩的巧妙搭配以及光影效果的灵活运用，使设

计从二维图纸跃然于三维空间中，增强设计的立体感和实际

视觉效果。这样的样板不仅能激发施工人员的想象力，还能

让他们更直观地理解并尊重原设计的精髓，从而在后续施工

中精准还原设计理念。②选用合格的材料：材料是构成工程

实体的基础，其质量直接关系到样板乃至整个工程的质量水

平。因此，必须严格执行材料筛选标准，确保每一块砖、每

一根钢筋、每一桶涂料都符合国家和行业的严格要求，同时

满足设计提出的特定性能需求，为样板的高品质奠定坚实基

础。③选择合适的技术工人施工：技术工人的专业能力和经

验是样板质量的关键保障。只有选择那些技术熟练、经验丰

富的工人，才能确保样板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达到

高精度和高效率，为工程的整体质量树立标杆。④施工前技

术、质量交底：详尽的技术交底是确保施工规范性和准确性

的前提。通过细致的讲解，让操作者明确施工目标、技术要

求、质量标准及操作要点，可以有效避免因误解或疏忽导致

的施工质量问题，确保施工过程的顺利进行。⑤组织质量评

定：样板完成后，组织多方参与的质量评定是检验其是否达

到预设标准的重要环节。这不仅是对样板质量的全面审查，

更是为后续大面积施工提供可靠的质量参考和依据，确保整

个工程能够按照高标准顺利推进。

3 水利工程项目在施工质量管理应用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

3.1 加强质量监督管理应用
为了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水利工程项目在实际施工和管

理中的质量，管理人员需要加强质量监督管理，提出新的监

督技术和监督模式作为施工质量管理的首要工作。但是在进

行产业发展以及市场相关数据信息调查过程中发现大部分

的工程项目施工方并没有在实际施工应用中针对不同的施

工环节开展相关质量监督管理问题。当前中国工程项目质量

全过程的监督管理体系在实施和应用中仍然存在着较大的

漏洞。例如，在一部分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和应用中选用的工

程项目设备逐渐老化，甚至出现一部分设备系统存在磨损的

问题，如果管理人员将此类的设备系统应用在水利工程项目

建设施工中，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工程项目后期的开展和运行

造成潜在的安全隐患。管理人员要针对此方面的问题，如果

不及时采取相关措施，会使水利工程项目出现严重的质量安

全问题，甚至一些施工方会出现钻空子，在实际施工和应用

中对施工材料偷工减料，影响工程项目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3.2 施工质量管理项目缺乏信息化
当前很多工程项目在实际施工和应用中，信息技术应

用不足，缺乏科学性，开展现场监督，整体管理理念，管理

水平比较落后，管理经营的模式比较传统，会导致施工质量

和施工成本增加。无法有效挖掘和利用数据背后的价值，从

而限制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发挥。在当今这个数字化、智能

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施工质量管理项目的信息化水平不足，

已成为制约工程项目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

颈。因此，加强施工质量管理项目的信息化建设，引入先进

的信息技术手段，已成为行业转型升级、提升整体管理效能

的迫切需求。

3.3 水利工程建设在运行管理上的不足
为了能够进一步节省工程耗费的资金成本，水利工程

的承担单位在当前项目完工之后，会忽略工程管理这一环

节，这样不但没有减少水利工程的运作效益，还进而影响到

运作效率。而尽管有些水利工程在运作过程中会开展相应的

管理，可是其管理多数采用的是静态数据管理方式，欠缺对

水利工程的动态运作管理。在这种管理方式下，无法及时发

现水利工程出现的各种质量和运作问题，会造成更为严重的

工程质量或是安全事故的出现，而且提升了水利工程后期的

检修难度系数和检修花费。此外，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人

员和水利工程运作管理部门之间沟通的不及时，也造成运作

管理工作人员无法对于水利工程，实际施工状况及其操作状

况开展，及时完全把握最终造成管理乱象频发，为水利工程

的应用和不断发展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4 要从根本上加强水利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管
理应用

4.1 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加强质量监督管理原则
对于水利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的安全性管理而言，加强

监督管理工作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这一环节不

仅关乎工程的顺利进行，更是确保工程质量、防范潜在风险

的关键所在。为了有效提升监督管理的效能，必须从技术设

置层面入手，全面加强各方面的技术支持与配置。这不仅能

够进一步细化施工流程，优化施工细节，还能促使相关质量

标准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与提升，从而为水利工程项目的顺利

推进奠定坚实基础。施工监督管理人员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他们需紧密围绕实际施工原则，切实履行自

身职责与义务，确保每一个施工环节都符合既定标准。在日

常的检查与维护工作中，监督管理人员应全面审视资源使用

情况，深入掌握施工细节，并精准分析施工成本，以期最大

限度地避免资源成本的无谓浪费。此外，企业应积极探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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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更为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管理制度，将监督管理人员的

工资绩效与其实际监督成效紧密挂钩。这一举措不仅能够激

发监督管理人员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更能促使他们在工作

中更加严谨地履行自身职责，对工作人员实施更为严格地把

控与管理，从而为水利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的安全性管理提供

有力保障 [2]。

4.2 打造专业信息化团队
信息化管理工作的开展和运行离不开专业技术人才的

支撑，要想真正提高信息技术的全面创新，需要打造专业化

的施工团队，并且要加大信息化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进步，从

根本上增强管理人员的管理意识以及风险意识。结合实际施

工理念，需要针对管理人员展开阶段性和有效性的培养和教

育工作，这样可以帮助工作人员掌握更先进的操作手段和操

作技巧，从而提高综合素养。为了吸引并留住更多优秀的信

息化专业人才，企业应优化薪资待遇结构，确保提供的薪酬

水平能够反映并激励人才的价值。

4.3 水利工程建设与标准化管理的有机融合

4.3.1 水利工程的可行性研究阶段
水利工程的可行性研究阶段是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关键

阶段，在这一阶段承建单位应当保证以下几点工作具体内容：

首先，应当对责任制度开展明确规范。依据我国现行标准的

有关法律政策法规，水利工程项目应当出具工程管理结构的

可行性研究汇报，在这一汇报中，主要包含当前管理机构的

经营规模管理机构所具有的工作人员总数及其工作人员资质

证书等等。在开展责任，贯彻落实过程中，水利工程需要依

据工程建设的不同环节，将各环节的责任贯彻落实到相匹配

的承担人头上，而且依据工作具体内容的不同，分成政府部

门连接承担人、技术承担人、管理承担人及其总承担人等等。

通过对职位责任开展细分化，能够有效地提升工程责任的明

确度，对于水利工程的成功进行和运作具有关键的意义。其

次，应当进行成本费用预算，这是因为水利工程的经营规模

比较大，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并且水利

工程大多数归属于公益特性，因而在并对开展可行性研究分

析的过程中，应当依据成本费用预算开展经费预算的明确，

避免出现经费预算紧缺或是经费预算乱用的状况。最后，还

应当对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进行风险性

开展研究和分析，保证施工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健康。

4.3.2 水利工程的设计阶段
水利工程的设计阶段也是水利工程建设的关键和核心

阶段，在开展设计的过程中，复建单位需要对于水利工程施

工现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开展调查，并对于水利工程的

建设目标开展科学合理的设计。与此同时，还应当融合标准

化管理制度，创建高效的设计体制。进而使水利工程设计能

够满足有关部门的合理需求和人民群众的殷切希望，并将运

作管理的目的与水利工程建设的目的开展有机融合列入设

计目标之中，进而能够制订出一项适宜当前工程的科学合理

的设计方案，推动水利工程运作管理效率的提升。

4.3.3 水利工程的施工阶段
在施工阶段为了能够与标准化管理开展有机融合，应

当留意以下三层面的具体内容：首先，建设管理过程中的信

息化，也是应当对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收集到的各类信息数

据开展归纳信息数据库的构建，并将与当前工程所有关信息

开展存储和管理，提升工程的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并为后

期工程的运作管理给予基础。其次，应当将建设管理活动向

日常化活动转变，这是因为水利工程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

涉及到众多施工环节，并且公司较长施工具体内容就反锁，

因此应当有承建单位开展规范的检查系统的制订，按时对建

设活动开展检查，并对施工现场实现实时监督精确记录施工

细节，有利于复建单位及时发现施工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时

间对问题开展处理。最后，还应当提升工程验收管理工作的

规范化水平，这是因为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是其建设

管理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必须在工程施工全过程开展质量控

制和管理，特别是在在工程验收过程中，依据国家有关标准，

要求对工程质量开展严格的工程验收并对所有工程验收结

论开展梳理和存档 [3]。

首先，在做好水利工程信息数据管理的技术上做好工

程信息的共享资源和传送，强劲的数据支撑点能够为水利工

程的运作管理产生便捷。其次，做好水利工程日常化的标准

化建设管理工作，水利工程的施工期和工艺流程加重了标准

化管理的难度系数和规模，这就急切需要建立健全和详尽的

巡查检查制度，对于所有施工细节和建设活动开展及时和高

效的细致化管理，及时发现并处理水利工程建筑运作中可能

产生的安全隐患。最后，做好水利工程的规范化工程验收管

理工作，质检工作人员需要对于项目的进行状况开展全部项

目的监理和工程验收工作，对于设计和施工文档工程验收水

利工程的交货和运作实际效果。

5 结语

综上所述，结合水利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管理理念和管

理形式，企业需要站在全方位的发展角度，加强对各种问题

进行全面的思考和分析，提出有效的管理制度，加大安全

管理的力度，制定出健全完善的施工质量管理体系和管理方

法。打造专业的施工团队，并且要提高薪资待遇要求，这样

可以吸引更多专业性的人才展开相关工作，为水利工程项目

后期高质量的建设和发展打下更加良好的基础，从而促进我

国经济科技全面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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