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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omputer technology, the 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has a 
more reliable path.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combine the current actual trend and clarify the necessity of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ath of water resources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in the 
new era, analyzes i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and 
formulates reliable idea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supervision and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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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水资源信息化建设管理的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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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国家的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让国家的水资源管理工作拥有了更为可靠的路径，因此需要积极的结合当前的实际
趋势，明确信息化建设管理的必要性。论文重点分析新时期背景之下水资源信息化建设管理的路径，结合着水资源信息化
建设管理的现状加以分析，制定出可靠的思路，促使着国家水资源得到有效的监管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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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国家对于水资源的管理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提

出了具体的指导思想，将水资源管理的三条红线加以明确，

主张通过科学化的手段让水资源管理趋向规范。在新时期，

信息技术融入各个领域，展示出自身的优势和价值。应高度

重视信息技术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实际应用，采取科学化的手

段，让水资源的管控体现出信息化管理效果，稳步提升水利

工作的基本效率和实际效能 [1]。

2 水资源信息化管理现状

2.1 相关系统的应用

在新时期背景之下，水资源管理已经积极地运用了信

息化的管理手段，以此强化了基本的管理效率，也让相应的

管理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信

息化技术得以展示出自身的优势和价值，相关系统的构建也

让水利工作的开展更加顺畅。例如，在水资源管理中构建其

相应的管理系统，借助无线网络和数据专线等，实现了对水

质以及水量等信息的采集，借助专业化的管理软件，让相关

部门可以远程掌控水资源的使用状态。结合着应用核心打造

出执法监管与应急处置等工作模式，保证为水利行业水资源

信息化管理水平的提高创造优良的条件。

2.2 监控模式初步构建

为让水资源管理趋向稳定，应该积极地遵循水资源管

理制度，让相关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近些年，各个地区强

化了水资源监控能力，初步的构建起相对可靠的模式，打造

出各方主体共同参与的监控体系，稳步的提升了水资源的监

控效果，对于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科学分配提供了有效的技

术支持。为了让水资源的监控水平进一步提高，水利部印发

了相应的文件，各个地区水资源监控能力和业务已经积极地

践行着信息化的方针，确保相应的工作水平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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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资源信息化管理现存问题

3.1 缺乏专业人才

在开展相应的工作时，相关人员的参与能够让具体的

工作成果更加显著，同时也能优化基本的作业模式，对于实

际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支撑。结合目前的水资源信息化管理

情况分析，伴随着工作复杂程度的增大，水资源管理人员面

临着更为严格的标准和要求，但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

相关部门的人员处于缺乏的状态，尤其是复合型人才少之又

少，这对于水资源信息化建设管理工作的开展十分不利，甚

至造成了明显的阻碍。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积极的重视专

业性人才对于水资源信息化建设管理的实际影响，采取科学

化的手段，让专业性人才不断地涌入，以此为水资源信息化

建设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支持 [2]。

3.2 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突出

在开展相关的工作时，应该高度重视管理工作的落实，

但是也需要结合实际的建设情况，运用科学化的手段，让建

设工作和管理工作同步推进。水资源信息化管理中呈现出重

建设轻管理的问题，在实际的项目中，仅仅看重建设的过程，

却未能落实好管理工作，以至于实际的问题较为突出。例如，

某些地区更加看重的是实时监控系统的构建，但是在构建之

后并未落实科学化的维护和管理，使得相应的数据信息无从

考证，影响到后续实际工作的开展，也难以体现信息化管理

的基本成效。

3.3 资金存在着相对匮乏的情况

开展相关的工作时，资金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若

是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将会直接的阻碍实际工作的开展，

也会给多种资源的整合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结合当前的水

资源信息化建设管理情况分析，发现在实际的行动中存在着

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某些地方仅看重水资源基础设施的构

建，但是相应的管理行动未能落实到实处，以至于管理信息

化建设不到位，使得实际工作开展时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

有些地方未能及时地将水资源信息化建设管理纳入地方财

政预算，以至于项目建设中出现了资金明显不足的情况，具

体的管理工作无从落实 [3]。

3.4 项目建设与实际需求不符

在项目建设中，一部分单位盲目看重形象工程，片面

地追求高档化和先进化，使得设计阶段的调查研究未能落到

实处，直接地影响到相关工作的进展。此外，水资源管理人

员的基本需求被严重忽视，导致水资源管理系统的应用功能

无法体现，形同虚设。

4 新时期水资源信息化建设管理的路径

4.1 注重人才队伍的合理构建

在具体的项目实践中，应该积极地落实好水资源信息

化建设管理的实际要求，采取科学化的方案，让大量的人才

涌入相应的项目实践中。同时，也应该及时地提供专业培

训和指导，让工作人员的信息化管理工作水平明显提高。此

外，可以适当的购买社会服务，让水资源信息化管理队伍不

断的充实起来，结合着当前新时期水资源信息化管理的实际

需要，促使实际工作的进展更加突出，达到更为理想的作用

成效。

4.2 多种渠道筹集项目建设资金

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该积极地重视水资源信息化

建设管理的实际标准，采取多种方式将资金的来源渠道逐步

拓宽，使得项目建设拥有可靠的资金支持 [4]。新的背景之下，

国家对于水资源的信息化建设管理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同时

颁布了多种文件，以此提供必要的扶持和帮助。基于此，相

关工作的开展也面临着更为严格的要求，领导应该积极地注

重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争取上级部门和本级政府部门的支

持，将水资源信息化建设管理的日常运维纳入至地方财政预

算中，促使实际工作的开展成效更加显著。

4.3 在具体实践中坚持以需求为导向

水资源信息化建设管理实践中，应该将前期调查研究

工作落实到实处，同时还需要结合着项目的实际情况采取

实际行动，保证水资源的信息化建设管理成果进一步优化。

在设计阶段，也需要结合实际的需求加以分析，全面落实好

水资源管理工作需求的调查及分析，有针对性地落实好应用

模块建设工作，保证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构建展示出实际的

价值。

4.4 坚持管理和建设同步推进

在项目实践中，应该积极地重视管理和建设工作的同

步推进，采取科学化的手段，让管理工作稳步的落实，同时

也让建设任务得以有效地促进，使得相应的建设目标和管理

目标顺利实现 [5]。通过此类行动，为水资源信息化建设管理

成果的展示创造良好的条件，满足当前各项工作开展的实际

需要。水资源信息化建设管理属于至关重要的任务，在新的

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需要相关的部门和各方主体积极的

承担起对应的职责，主动地参与到相应的工作实践中，通过

实际行动让水资源信息化建设管理有条不紊地开展，保证满

足当前各个领域对于水资源的实际需求，也让信息化建设管

理的实际目标顺利地实现，迎合新时代新趋势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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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新时期，水资源管理工作面临着更为严格的标准，主

张通过科学化的方式转变以往的管理模式，促使着实际的管

理目标顺利达成，同时也让现阶段新型手段从最大限度上发

挥出利用价值。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各方主体应该清楚地认

识到当前的形势，合理地利用信息化的手段，让水资源管理

工作稳步地推进，真正的满足实际的需求，达到理想化的水

平，促使水资源高效利用，也让信息化建设管理目标圆满完

成。通过论文的概述，旨在明确信息化时代水资源信息化管

理建设的实际情况，详细阐述了实际的问题和具体的措施，

为广大的同行业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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