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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irrigation projects, to meet the needs of irrigation services, and to create good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In	recent	years,	the	water	conservancy	industry	of	our	country	has	developed	greatl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has bee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by the whole society, which 
can not only solve the local water supply problem, 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economy.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our country, although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especially in th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This paper tries to put forward some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irrigatio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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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确保灌溉工程的正常运行，达到灌溉服务的需要，并能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几年来，中国的水利事业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水利工程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它既能很好地解决当地的供
水问题，又能促进水利经济的发展。然而，就当前中国水利工程的发展而言，尽管近几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仍然
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在水利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工作中。论文针对当前灌区水利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尝试提
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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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大部分的灌溉工程都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

代建成的，受当时的技术、历史条件和材料等因素的制约，

工程质量不高，管理方法也不够先进，数十年的运行和使用，

许多工程设施都出现了老化和损伤，这对工程的安全性、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此，加强水利设

施的管理与维护，充分发挥水利设施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

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 灌区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在许多民生工程中，

水利工程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国

家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水利水电工程的运行中，

必然会产生磨蚀等问题，为此，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维护，

以保证其正常运行。但是，在水利建设中，既要投入巨大的

资金，同时又存在着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水利建设的推

广。水利水电工程的维护不仅要符合工程的实际需要，而

且要发挥其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此，应保证水

利设施养护工作的高效率，持续促进人民生活品质的不断 

提高。

一方面，灌区是中国农业水利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同时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在灌溉工程中，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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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的要求很高。一些渠道中的分水闸交通桥发生开裂、破

损，如不对相关主管部门进行维修和改建，不仅会影响灌溉

工程的正常运营，还会对周围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一定的威

胁。另一方面，针对现有灌溉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

取相应的维修和管理措施，重点解决灌溉系统的运行问题。

灌区入闸、节制闸、倒虹吸等工程设施一旦出现损坏，相关

部门不能及时进行维修和改建，将会严重影响灌区的正常生

产和灌区农田的灌溉效益。一旦损毁房屋面积过大，就会影

响灌溉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水资源利用率下降，影响水利

建设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通过对灌区的维护和维护，可以使

灌区的水资源得到一定的利用，进而达到增产的目的。

3 灌区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存在的问题

3.1 维修养护机制不健全
当前，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养护管理体制不完善，存在

着管理主体不明、产权模糊、管理人才匮乏等问题，严重制

约了水利水电工程的顺利实施。在一些企业的员工队伍建设

方面，由于内部结构的复杂性，他们的素质参差不齐，工资

体系也不够合理，难以吸引到高科技人才，从而造成了灌区

工程维护和维护工作的不合理。

灌区长期形成的管理方式、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等，

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过来，无法与新的制度相匹配，对其实

施造成了阻碍和负面影响。目前的维修方式通常是上级下

命令，指定专业的维修公司去做，但有的维修公司在人员、

设备等方面还不能满足水管部门的需求。因此，在运行机制

上，供水企业与维护企业发生了冲突，导致新制度不能正常

运转。

3.2 维修养护缺乏设计方案，编制方法不完善
中国现行的《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管理办法》虽然对此

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具体的制定中，仍然存在着以下

问题：人工成本仍然沿用《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试

行）的人工单价，远远低于现实需求，造成了养护工作中的

一系列问题；人工造价的政策性较强，难以更改，没有规划

和标准的基础，没有规划和标准的依据，随意性很大，而且，

专项费用的比重也不清楚，难以循序渐进地改善工程面貌，

日常的养护计划基本上是按照《定额标准》制定的，与实际

执行情况产生了一定的偏差。

根据《定额标准》制定的日常维修计划主要是用来处

理材料的，但在实践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手工来完成的，

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工作量，每天

的维修工作非常分散，线长、面广、总量大，而到了某个点，

工作量就很少，很难进行细致的测量。

3.3 人员配置存在问题
在水利工程中，运营管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通

过实施运营管理计划，能够使水利部门能够及时地发现水利

工程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

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在管理工作中的作用。然而，目前中国农

田水利建设项目运营与管理工作中，由于管理者自身素质的

欠缺，导致其总体服务水平不高，不能有效地促进水利建设

事业的健康发展。另外，由于管理体制不完善，造成了人员

配备不合理；当地一些农民并未参加农田管护工作，使管护

工作的总体水平难以提升。

3.4 维修养护技术资料欠规范
在维护保养管理制度中，技术数据的归档范围和要求

都有明确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因为各种原因，在实践中，

技术数据的整理出现了各种问题，主要有：水管单位发布的

月度任务书内容不细，技术要求不明确，操作性不强等；每

月的考核内容不完整，质量控制不严格，记录不详细等；维

修养护前后对比照片、声像资料不多，维修养护前后对比照

片、声像资料不多等。这就造成了竣工工程量、结算和验收

等资料的缺乏支持，不能充分、真实地反映整个养护工作的

全过程。

3.5 灌区水利工程日常维修养护的全面性、经常性、

安全性得不到保证
灌区工程的日常维护与维护是其正常运营的前提与保

障，但因其观念不清，观念上存在着“重轻管”“重修”等

问题，致使“修”与“治”不同。在水利建设中，由于缺乏

资金、缺乏专业人才，对水利设施的日常维护、维护工作缺

乏有力的保障。

维修单位仅在冬季、渠道行水间隙对渠道及水工结构

进行维修，因资金限制，仅对渠道关键部位进行修缮、排泥，

在水利工程运营过程中出现问题时，才组织人员进行被动维

修。很多时候，都是要采取永久措施的临时措施，大的问题

才能解决，小的问题也就不管了，时间长了，就会造成项目

的老化和失修，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其次，由于渠道维护

的非连续性，导致渠堤两侧防护带大量损失。

4 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的对策及建议

4.1 转变思想观念保证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体制都进行了改革，而在水

利系统中，也实行了管养分离，这就要求两个部门之间加强

交流，明确责任。养护单位应在观念上进行更新，以顺应时

代发展的需要，在经营体制、操作标准等方面也要与时俱进，

进行适时的转型。针对维修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制定相

应的维修制度，使维修工作更加现代化。

4.2 完善管理体制，优化人员组合
一方面是要明确分工。把水利工程的管理权限下放到

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半公益”事业单位，赋予其执法权和

收费权。要科学地规划总干渠的管理，运行维护，用水的调

度，并注重各项辅助设施的建设，提高管理水平。支部的经

营工作，可以按照乡镇的实际经营期限，建立农民用水协会，

并组建管理团队，负责具体的管理工作。同时，要详细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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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用水计划，统计参数，费用，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及时解决，

避免危险作业发生。

另一方面是要完善管理体制。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干部

管理体制，定编、定岗、定人，切实解决干部负担过重的问

题。健全绩效考核和末位淘汰制，实行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

体系，将经营成果与员工的业绩挂钩，调动职工积极性。

4.3 加强职工队伍建设，提高管理队伍素质
为满足灌区体制改革后的需要，必须强化水利管理部

门的人才队伍，积极寻求提升其质量的途径，全面提升职工

队伍的学历水平，并增加相应的薪酬，以吸引更多优秀的人

才。一方面，要拓宽施工企业的融资渠道，实现企业的一体

化运营。增加资本投资、进行筹资活动、优化员工技能、建

立健全的服务系统、提高服务品质。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

小水电、水域旅游和城市供水等项目，提高经济效益，并主

动向社会公众寻求政府的资助，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节水改

造。争取政府对岁修和维护经费的投入；争取维修经费，争

取渠道硬化工程。

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增加员工的知识与技术储备，发

掘自己的潜力，进行好的管理创新，从而提高灌区项目的服

务年限，提高其建造价值。应加大对项目管理和维修队伍的

培训力度，制订合理的训练方案，并对目前的团队进行科学

的训练，提高团队的技术能力。加强培训的计划性和针对性，

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员工掌握新的技术和方法。要加大对

养护相关的法律、制度和理论的宣传和培训，使人们的观念

得到进一步的改变，在维护过程中，适当地解决出现的各种

问题，保证维修保养制度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不会有任何

的折扣，达到标准管理、精细管理、科学管理、依法管理，

从传统管理走向现代化管理。此外，要发动群众投工投劳，

主动清除污染，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减轻土壤侵蚀。

4.4 加强日常维修养护
按照“及时检查，经常维修，预防为主”的方针，成

立一支专业的维修团队。根据堤段的长短，在附近寻找护堤

工人，并聘请护堤工人对水利工程进行日常维护。一方面，

针对渠道、水工建筑物现状，按照年度养护计划及各标段的

实际情况，制订详细的养护工作质量与进度表；另一方面，

对输水设施进行定期巡视，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维修，确保输

水过程中的安全。在行水过程中，要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

时发现、制止违反水利法规的情况，确保用水秩序与安全。

改善渠系的水力利用系数。该养护主要是通过手工和

使用简单的工具来修复工程中的小瑕疵，从而实现专业养

护、日常养护、堤顶平整，提升养护水平，消除工程隐患，

让工程存量增值，延长工程寿命，提升工程的综合效益。推

行月度评估、季度评估和年度验收奖惩体系，维修人员的薪

酬和福利要根据考评结果来确定。

4.5 进一步完善维修养护设计方案编制方法
要按照“以预防为主，防治并重”的基本原理，组建

一支专业的维修队伍，并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制订出一套

完备的养护维修计划，并将其落实到实践中，将各种问题的

发生降到最低。也可以聘请专业的维护保养专家，为客户提

供专业意见与意见，对维修保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合理

的意见，以加强维护工作的成效。

还应该参考现行的管护年度计划和标准，对日常管护

方案的内容进行改进和优化，并做好监管工作，保证每天的

工作都能高效地完成。此外，对建筑进行经常性的巡查，依

据已有的数据，预先预估可能发生的问题，并制定防治措施。

在行水过程中，要有专门的人员巡视水渠，保证用水的安全，

防止水的浪费。

建议对人工预算的价格进行合理的调整，这样才能符

合现实的需求，在保证工程不老化、不退化和工程的安全运

行的前提下，尽量多做一些专项，以消除历史欠账，从而使

工程面貌有所改观，并改进了日常方案的编制方法，建议上

级部门可以在定额的基础上，对定额中的项目、内容和计量

方式按实际情况做相应的增减和修正，从而解决与实践不相

符合的问题。

5 结语

灌区水利设施的维护与管理，由于受到关注的时间比

较短，对其重视程度也不高，在管理和实施方面也比较欠缺。

要想做好这一工作，就必须综合多种因素，制订具体的实施

计划，把水利建设和维护的新标准和新方法都要严格掌握，

以保证灌区工程的正常运行，从而促进灌区水利工程的良好

运行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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