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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re in the stage of vigorous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The use and integra-
tion of resources should be based on constantly improving systems and measures, changing the functions and working styles of the gov-
ernment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improving the protection of China’s river resources, reducing the use and 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integr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artments, and establishing a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system, build 
a perfect governance process, and promote the normalized development of river management form and management effect in China. In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river chief system”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river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The manage-
ment form and management criterion of “river chief system” are studied correspondingly, and the specific and effective measures are 
discussed. On this basis, the relevant research content is combined with river protection in Xinjiang region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river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in China, establish and improve China’s river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es-
tablishment and perfection of the long-term management mode of “river chief system”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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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均处于蓬勃高效发展的阶段，对于资源的使用和整合应当建立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和措施上，转变
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职能和工作作风，提升中国河流资源的保护力度，降低对资源的使用和消耗，整合部门之间的关系，建立
协同合作的治理机制，构建完善的治理流程，推进中国河流管理形式和管理效果的常态化发展。在论文的研究中将“河长制”
作为进行河流治理和保护的重要措施，对于“河长制”的管理形式和管理准则进行相应的研究，并且探讨其实行的具体有效
措施。在此基础上将相关的研究内容与新疆地区的河流保护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中国区域河流治理和保护水平，建立健全中
国的河流治理机制，进一步推进中小河流“河长制”长效管理模式的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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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河长制”有区域内的政府部门和主要负责人进行选举

选定河流治理的总负责人，对河流的污染情况和治理手段进

行相应的监督和监管。这种治理形势是当下中国得到广泛应

用的重要趋势。不过在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对于“河长制”的

治理形势褒贬不一，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和讨论。在论文的

研究中，笔者认为“河长制”中具有一定的河流保护和治理

有效性和先进性，能够展现出当下对环境保护和河流治理方

面的要求和趋势，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在“河长制”

的建设过程中能够明确河流治理过程中的工作内容和责任区

划，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创建有利于河流治理规划的

机制，推进政府和地方相关部门形成协同合作的水质治理形

式，创建良好的水质保护和环境整合的格局 [1]。

2 “河长制”概述

“河长制”指的是现阶段中国实行的一种河流管控机制，

在中小型河流的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在“河长制”的实行过程中主要是将河流的治理、监督、

监管等一系列的工作明确在专项人员中，明确的责任分配能

够保证河流治理的稳定性和有效性，给予河流治理更多的保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2.5635



20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卷·第 12 期·2020 年 10 月

障和支持。

“河长制”实行进程中表现出的自身特点主要有以下两

个方面，首先实行明确的责任制度，由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

进行人员的选拔和人民，避免了河流治理进程中出现权利和

责任失衡的现象。其次是将地方的具体情况与河流治理形成

吻合的趋势，保证河流治理能够在有效稳定的环境下实行，

因地制宜进行河流的管理和监督措施，建立有效的保护方案，

奠定河流治理的良好基础。

3 “河长制”长效管理模式构建与实施局限性

3.1 现场施工技术的管理不足

在水利工程实施的过程中，相关的检查监督人员的检查

周期不是十分稳定，不定时的监督和检查不利于工程的稳定

运行，并且相应的监督和检测技术也不是十分完善，对于工

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技术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的帮助和整合。一

部分的监理人员在检查和监督的过程中不能遵守相应的规章

制度，造成监督工作流于形式，影响了工程的运行效率和质

量 [2]。

3.2 施工人员缺乏较高的综合素养及操作技术

在进行水利工程施工的过程中一部分工作人员对设备的

操作不能够科学化、规范化操作，造成了工程运行的失衡，

不能够对设备进行全方位的维护和管理，不能够有效达到施

工要求，导致设备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性的出现故障，严重

影响工程建设的整体质量，甚至危害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由于水利工程中的设备科技性逐渐提升，也要求相关的 工作

人员具备良好的素质，对设备进行维护和操作，一旦工作人

员不具备相应的信息化素养，对于设备的维护能力和操作能

力就会出现相应的问题，影响工作进程和工作环节的稳定推

进，导致整体的水利工程建设缺少必要的保障 [3]。

3.3 工程目标管理不细

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应当在建设之初明确各个环节的施

工要点和需求，为了有效保障施工的环节和质量应当有效满

足相应的建设目标，应当在设计阶段整合施工所需的各个因

素，建设和合理有效的施工流程。即便是这一需求各个施工

企业已经能够认识到，但是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仍旧缺少行

之有效的建设进程和规划，设定的目标往往也存在一系列的

问题，工作人员对于企业的整体规划存在误区，不能在工作

中有效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影响整体的水利工程建设。

4 “河长制”长效管理模式构建与实施路径

4.1 提高施工技术

4.1.1 施工导流技术

在水利工程施工的过程中整体的建设进程、施工成本、

工程质量之间存在相应的关系，在进行施工建设的过程中不

仅仅要考虑到整体建设的需求和规划，还应当保证工程建设

需要满足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对于原材料、人力资源、资

金成本等进行详细的整合。并且将整体的设计方案与施工的

位置、自然环境、区域建设需求等方面的因素相结合，展开

有效的工程设计与规划，进行详细的建设部署和指导。

4.1.2 地基处理技术

在现阶段的水利工程施工建设的进程中，地基处理技术

基本上使用的是团结灌浆、充填灌浆技术 , 沙滩垫 , 桩地基处

理技术等等。在进行地基处理的过程中，应当首先清洁相应

的杂物，保证场地的整洁。其次，应当结合当下建设环境中

的地质情况和建设需求选择适合进行的地质处理形式。地基

工程是项目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进行有效的处理能够保障项

目进行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4]。

4.1.3 预应力锚固技术

预应力锚固技术在水利工程的建设进程中是十分重要

的，这项技术由于自身的优势地位和良好的建设效果，在水

利建设施工的过程得到了众多施工单位的重视和应用，经常

在建筑施工中得到极强的重视和使用，能够有效提升水利工

程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4.1.4 混凝土技术

混凝土技术由于自身的稳定性和有效性，经常被使用在

水利工程建设中，在使用混凝土建设的过程中国，应当重视

相应的机械设备使用流程和规范，保证在科学合理的形式下

使用设备。并且，在混凝土配置的过程中也应当明确配置的

形式和操作规范，确保原材料的质量优良，保证混凝土施工

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4.2 重视人才引进和培养

根据上文中的论述可知，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

大量问题基本上都是水利工程中人才技术的缺失造成的，进

行有效的工程设计和质量优良的工程建设，需要强大的人才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12.5635



21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4卷·第 12 期·2020 年 10 月

基础支撑。因此，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保证在进行建设的过程

中具备完善的人才基础。在工程建设中发挥老员工的工作经

验，进而对新员工进行相应的帮助和指导，逐渐建立完善的

工作团队，保障在工作环节技术的稳定实施。企业也应当积

极吸引具有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的新员工参与工作，给予企

业发展一定的新鲜血液，增强企业建设的活力和能动性 [5]。

4.3 加强工程技术人员的教育和监督

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一定存在相应的安全隐患和危险，

一旦施工人员对风险意识没有进行良好的树立，会影响工程

整体的安全系数。为了保证工程建设能够稳定进行，在正式

施工之前应当对工作技术人员进行全面深化的安全教育，帮

助工人建立安全生产的意识，在工程实施的过程中每一个环

节都要进行相应的安全监督，保障工程的安全运行以及工作

人员的人身安全。对于工作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在工作中的

表现，应当建立完整的奖惩考核制度，对于工人的安全意识

和设备操作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化的规定，最大限度的提

升工作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感。

4.4 建立健全生产进程中的规章制度

河流水利建设进行的过程中应当建立完整的规章制度，

保证技术人员在施工的过程中能够全面遵守。制度的制定应

当与当下的生产环境和施工情况相联系，保证工程建设能够

根据设计的意图稳定推进。完善工程建筑的规章制度能够在

工程建筑设计的进程中，应当根据工程建筑的实际情况明确

自身的设计需求和指向性，保证设计的重点与现实情况匹配。

在设计进行的过程中应当不断进行现场勘察，保证设计内容

能够吻合现场的工作需求。

4.5 确定质量控制关键点

展在建筑工程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应当针对建筑工程的

整体运行制定相应的细料数据库，包括施工文件、施工设计

图纸等。通过对这些信息进行全面的掌握，才能够对整个建

筑工程的重点项目和关键环节进行全面把握，也是工程审核

的重要依据。还应该加强对工程范围的了解清楚，在工程项

目施工过程中所采用的单位估价表，明确建筑安装工程设计

中的配套设施等具体内容，在建筑工程施工范围的标准下才

能够对整个建筑安装工程造价，进行全面的计算，避免出现

漏项、缺项等问题。

4.6 进行良好的日常维护

在水利工程的实行中，日常维护管理的手段十分重要，

应当在工程已经完成，渠道正式投入使用之后进行全面的维

护工作，在使用进行的过程中提升养护的力度，针对具有隐

患的一部分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防洪、

排涝、防渗等方面进行严格的巡查和治理，在问题出现之前

就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采取积极有效的处理措施，降

低河道问题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

5 结语

“河长制”建立和完善的关键性环节在于法治，通过建

立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对河流的管理和监督提供相应的约束

和保护，这种治理模式的研究及使用具有中国特色并且能够

在中国收获良好的经济效益。“河长制”的有效推行能够建

立健全水质管理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为中国的河流管理提供

必要的制度保障，有利于水资源的合理整合和使用，促进水

资源治理和收费的规范化，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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