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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Hehua Tong 
Water Conservancy Bureau of Leadshan County, Shangrao City, Jiangxi Province, Shangrao, Jiangxi, 334000, China 

Abstract
Agriculture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our economic system, and agriculture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to mainta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ther industries and stabilize the society. Therefore, China continue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related to agriculture.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rought some problems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mong which the soil erosion of farmlan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problems to solve.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oil and water loss in farmland, we need to star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but also help to curb the problem of soil and water loss, so as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words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onstruction points 

农田水利施工中的水土保持　
童河华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水利局，中国·江西 上饶 334000　

摘　要

农业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农业也是维持其他产业高速发展，稳定社会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不断重
视农业的发展和与农业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农业的高速发展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其中农
田的水土流失就是其中一个比较重大且难以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农田的水土流失问题需要从农田水利的建设施工入手，
科学合理的农田水利施工不仅可以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还有利于遏制水土流失的问题，从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
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农田水利施工；水土保持；施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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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随

着中国对农业关注程度的提高，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建事业也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在不断的建设过程中很多

水利人员对生态保护的意识不断提高，在施工过程中也注意

运用科学合理的施工手段来对生态进行保护，避免水土流失

问题的产生。可以说中国目前的农田水利工程施工已经初步

形成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农田水利工

程的施工仅仅有环境保护意识是不够的，还需要相应的方法

指导，否则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仅仅是一句空话。

2 水土保持工作的基本内涵

水土保持工作在不同的行业中有不同的执行标准和考核

指标，并不能一概而论。从农田水利施工的角度来看，水土

保持工作就是在保证水利工程功能性的同时对环境加以关注，

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阶段运用科学的设计和施工手段，使建

设的工程符合农业生产的需求，并避免水土资源的流失 [1]。

从目前水利工程发展的趋势上来看，水土保持工作将是未来

水利设施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3 水土流失对农田水利工程造成的危害

农业的生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除去不可控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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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以外，人为原因造成的水土流失也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重

要因素，有研究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为水土流失大概要损失

五十亿吨的土壤，其中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情况尤其严重，

水土保护的工作已经刻不容缓，对于农田水利工程来说尤其

要提防水土流失所造成的影响，因为水土流失会使泥沙大量

的沉积在河道中，逐渐的抬高河床，在丰水期的时候容易造

成洪水泛滥，而枯水期的时候又由于河床过高，河流较浅，

使河流缺乏足够的储水能力，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 [2]。

一般来说水土流失程度的大小与当地的植被类型和地势

的关系比较大，从植被覆盖上来说，一般植被稀疏的地区，

保土能力比较差，因此土壤比较疏松，所以极易发生水土流

失的情况。从地形地貌的影响角度来讲，一般地势比较高的

地方因为土壤自身重力的原因也较为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现

象，从目前统计的数据来看中国各个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

水土流失的情况，每年中国都有大量的耕地面积因为水土流

失的原因而消失，可以说水土流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是

最为直接的。

图 1 中国水土流失地区分布图

4 农田水利施工中造成的水土流失原因分析

水土流失问题每年都会给中国造成大量的直接经济损失，

间接的损失更是数不胜数。因此进行科学有效的水土保持工作

已经迫在眉睫，同时农田水利工程的施工更是要直接面对这一

问题。相关人员必须清楚的意识到农田水利工程施工保持水土

的前提就是明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水土流失 [3]。通过仔细

分析会发现造成水土流失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地表的植被遭到

破坏。植物的根系逐渐萎缩，丧失了固定土壤的作用，土壤的

结构变得越来越疏松，在遭遇大量的降水时，大量的土壤会跟

随雨水一起流失，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情况。农田水利施工造

成的水土流失往往也是这个原因，在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往往

从方便工程建设的角度出发，有意或无意地对地表的植被进行

了破坏，打破了固有的地表生态平衡，使土壤的结构变得脆弱，

同时在施工过程中没有对土方挖掘与回填的规模进行控制，对

地表造成了较大面积的破坏，很多水利施工的现场都缺乏有效

的土层保护措施，将施工剩下的土壤随意堆放，在遭遇暴雨天

气的时候这些随意堆砌的土壤，往往也会随着雨水流失，因此

水工工程的施工对细节的把控相当重要，细节把控也是防止水

利施工造成水土流失的重要前提。

图 2 植被对水土流失的影响

5 农田水利施工中的水土保持措施

5.1 根据施工地点的土地情况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水土
保持方案

水土流失的原因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原因是植被

生态，另一个是地形地势。即使是同一种原因造成的水土流失，

也因为区域的不同和水土流失程度的不同存在一定的差别。

因此农田水利工程施工中的水土保持工作也要根据不同地区

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缺乏科学性的水土保持方案，并

不能保证水土保持的效果。因此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前期的

调查分析工作十分重要，只有根据当地的植被类型与地势地

貌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保证水土保持方案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因地制宜是农田水利工程施工的一项重要前提，水土保持方

案的确定应该是基于对当地水土流失情况与土质情况完全了

解的情况下，同时方案的实施一定要慎之又慎，并根据现场

施工的反馈，对方案进行补充和修改，以达到水土保持的目的。

5.2 加强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能力

作为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者，我们需要明白，水土保持

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仅仅对水土流失重要影响因素进行关

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水土流失的治理需要站在系统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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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角度进行综合治理。在上文中总结了水土流失的原因主

要是生态系统植被和地形地貌，但仅仅从这两个角度入手是

不够充分的，还应该从多个角度去分析影响水土保持的因素，

比如在进行农田水利施工的时候需要对施工地点的植被进行

保护，但是如果当地的植被本身具有比较稀疏、不具备水土

保持的能力，相关人员就应该对施工区域的植被进行恢复和

加强，同时设计强度比较高的拦水设施，从多个角度来实施

水土保持工作。如果当地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受地形地貌

的影响，则有必要对水利设施的结构进行重新的设计，通过

加强水利设施的结构强度，把水土流失的影响降到最低 [4]。

同时农田水利工程的实施要注意对工程的质量进行把控，很

多地区受自身土质条件的限制，给水利工程的施工造成很大

的困难，同时对工程的质量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在施工某

一个阶段的时候，要安排专人对工程的质量进行检查，对于

不符合工程质量要求的地方，要及时地进行整改，防止整体

工程存在质量隐患。

5.3 建立体系化的水土检测系统

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往往会涉及很多细节问题，对每个

细节问题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分析思考，并建立科学合理的实

施方案，对于水利施工的水土保持工作来说，建立相关的水

土保持指标和实时的检测系统是十分必要的。施工单位需要

根据指标的规定来严格把控施工中的每一个细节，同时实时

的检测系统也能对施工单位的工程质量和实施效果进行监督，

并最终保证施工质量。水利工程的施工是由无数个具体环节

组成的，只有保证每个细节的工作都做到位，才能保证整体

的工程质量符合预期。体系化的水土检测系统的建立不仅能

够起到对施工单位的监督作用，而且有利于施工单位根据具

体的检测数据开展施工工作，完善施工中的每一个细节。

6 结语

农田水利工程是中国从农业大国迈入农业强国的重要保

证，因此水利工程在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同时

农田水利工程的发展要时刻紧随时代的脚步，注重可持续发

展，将水利工程的建设与水土保持的目标有机的结合起来，

促进农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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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Archives in the New 
Period 
Lulu Li 
Water Affairs Bureau of Aihui District, Heihe City, Heihe, Heilongjiang, 1643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increasing,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As a key cont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manage-
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rchiv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tu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management method is also more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Because the cont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rchive management is 
too complicated,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working methods with uniqueness and specificity are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s of archive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rchives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advantag-
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can optimize file management, promot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provide goo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pport for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Keyword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file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新时期水利工程档案信息化管理建设初探　
李璐璐　

黑河市爱辉区水务局，中国·黑龙江 黑河 164300　

摘　要

在近年来的发展中，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不断增多，水利工程管理体系不断完善。作为水利工程建设中的重点内容，水利工程
档案管理工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成熟，推动着管理方式也更加科学高效。由于水利工程档案管理工作内容过于复杂，
具有单一性、特异性特点的科学高效的工作方式是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研究方向。信息化是水利工程档案管理的发展方向，
基于信息化技术的优势，能够优化档案管理工作，促进水利工程档案管理工作效率质量的提升，为水利工程建设提供良好的
信息技术支持。　
　
关键词

水利工程；档案管理；信息化　

 

1 引言

近年来，中国信息化发展趋势不断明朗，信息化技术在

各行各业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了促进行业转型升级、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行业发展的稳定动力。同时，信息化时

代的来临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方式。通过信息化技术的应

用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转变了传统的工作形式，促进信息的

处理更加便捷高效。新时期的水利工程档案信息化管理是与

时俱进的体现，表现出水利工程行业顺应时代变革，抓住发

展机遇，优化了水利工程行业档案管理模式。

2 水利工程档案管理的意义

传统的水利工程档案管理工作主要以纸质材料对资料等

信息进行保存，这种档案管理方式效率较低，信息的管理难

度较大，档案的存取方式缺乏便捷性，并且相较于信息化管

理放方式，纸质档案存取灵活性较差，管理工作效率较低。

新时期，水利工程档案管理工作转向信息化管理，能够极大

程度地提高管理方式的效率，优化管理质量，将水利工程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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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信息化，可以促进档案管理便捷性大大提高，简化了档案

管理流程 [1]。通过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优化了档案分类环节，

能够有效减少档案分类时间，降低档案分类过程出现错误的

概率。并且由于纸质版本的档案在保存中容易受时间影响出

现灰尘，同时还面临着虫害影响，存在着破损风险，而且纸

质档案所需空间较大，管理较为不便。而信息化档案管理能

够极大程度地减少所需空间，仅仅依托硬盘等方式就可以进

行保存，增强了档案存取的灵活性，便于档案信息的查阅与

分享。水利工程档案信息化管理人员通过使用计算机就可以

进行档案管理，减少了工作人员的管理工作量，降低工作管

理难度，促进档案管理工作效率的提升。

3 水利工程档案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3.1 水利工程档案管理的特点

首先，基于水利工程建设的特性，其档案内容具有复杂

的特性，水利工程涵盖的信息较为广泛，其建设工作与工程

规划、勘察、施工与管理等部门相关，并且还与拆迁征地等

社会事务具有联系，造成了档案内容涉及面尤为广泛，导致

增加了管理工作的难度，影响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其次，

由于水利工程具有社会价值高的性质，其档案内容也具有较

高的社会价值。水利工程建设关乎着国计民生，与社会、国

防等相关联，影响着社会发展，档案内容对社会的参考意义

非常重要。基于水利工程建设的复杂性质，其档案管理工作

困难程度较高。水利部门负责管理水利工程建设，由于工程

内容过于庞大，在水利项目中要联合众多领域进行共同规划

建设，因此，这形成了水利工程档案的复杂性 [2]。

3.2 水利工程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水利工程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中，目前还面临着一些

问题。一方面，水利工程档案管理工作存在着缺乏专业化人

才的问题，当前水利工程档案管理岗工作中，由于工作人员

缺乏完备的专业性，档案管理专业素养缺失，没有足够的意识，

对档案管理工作没有全面的认知，同时还缺乏先进的管理技

术，导致水利工程档案管理工作效率不高，工作质量难以得

到保障。另一方面，当前水利工程档案管理工作缺乏系统完

整的制度体系，档案管理工作中缺失全面细致的规范标准，

在没有健全的制度框架约束下的管理工作，存在一些隐患。

最后，当前的水利工程档案管理软件个性化不强，没有可靠

的信息化安全管理措施的保障，导致水利工程档案信息化管

理面临着安全隐患的威胁，稳定性有待提高。

4 水利工程档案信息化管理建设的有效措施

新时期的水利工程档案信息化管理建设，需要根据档案

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针对性解决策略，提高信息化

建设意识，加强档案信息化制度体系的建设，配备相应的装置，

加强档案信息化管理的资源投入，注重人才培养。

4.1 强化档案信息化建设意识

首先，要提高管理层的档案信息化建设意识，促进对信

息化建设认知的提高。可以运用加大宣传的形式来开展法规

宣传活动，并且可以采用举行档案信息化展览的方式加强宣

传。通过综合方式的运用加强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宣传，能够

促进档案信息化管理方式的建立，促进水利工程档案管理工

作与时俱进。通过宣传能够使档案管理工作向信息化方向发

展，促进先进的档案管理理念的应用 [3]。

4.2 加强档案信息化管理制度建设

要想促进水利工程档案信息化管理的真正落实，并使档

案管理工作发挥出有效作用，必须要建立健全档案信息化管

理制度体系，确保档案信息化管理环节在制度框架之内，为

档案信息化管理提供制度保障，规范档案信息化管理流程。

明确档案管理人员的责任，使档案管理工作在制度标准下运

行，促使管理人员加强档案管理工作，落实管理工作标准，

加强档案管理工作的保密性，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安全性。

4.3 配备相应装置

良好的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需要具备充足的装置配备，

这是开展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前提基础，通过配备完备的装置，

能够健全档案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水利工程内容具有庞大

复杂的特性，对档案管理工作也有着较高的要求与标准，这

也是档案管理工作难度较高的原因。基于这种情况，必须要

为档案信息化管理配备完善的设施基础，从而便于信息化管

理的实现。由于档案管理内容较大，必须要提高信息化管理

的存储空间，选择存储能力充足的设备，提高档案存储能力

[4]。通过完善的设备基础，能够便于工作人员进行档案管理，

降低档案管理工作的难度，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促使

档案管理工作更加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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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提高人才投入

基于档案管理工作的难度，加强对档案信息化管理的资

源投入有着十足的必要性。基于当前档案管理工作缺乏良好

的人员储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缺失、责任意识不高的问题，

开展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一定的

投入，丰富档案管理工作的人才储备，为档案管理工作提供

更为专业化的先进人才，促进档案管理工作质量与效率的

提升。

4.5 加强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安全防范

基于信息化技术的特性，需要针对档案信息化管理进行

安全措施的增强。并且由于水利工程档案价值较高的特性，

运用更为有效的安全保障方法十分必要。要求档案信息化管

理人员严格遵守信息化管理安全条例，遵守规章制度，避免

发生相关档案丢失的问题。并且，要应用计算机技术加强防

护措施，对软件进行及时更新，避免因系统漏洞发生安全事故。

5 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水利工程档案信息化管理建设需要强

化相关人员的信息化意识，并且加强档案信息化管理制度的

建设，配备充足的装置，提高对人才培养的投入，增强信息

化管理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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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Water Con-
servancy Projects 
Li Xu 
Water Affairs Bureau of Aihui District, Heihe City, Heihe, Heilongjiang, 164300, China 

Abstract
As a natural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proje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cluding effective control of surface wa-
ter and groundwater, are important basic resource utilization project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Due to the multi-level con-
struction content and multi-directional influencing factors, it is difficult to manage and mainta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research and analysis are needed to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for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manage-
ment and mainten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several common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Keyword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coping strategies 

浅析水利工程管理及其养护问题　
徐莉　

黑河市爱辉区水务局，中国·黑龙江 黑河 164300　

摘　要

水利工程作为自然水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包括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切实控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基础性资源利用工程。
由于涉及多层面的施工内容及多方位的影响因素，使得水利工程管理极其养护具有一定的难度，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研究和
分析来针对水利工程管理和养护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地应对策略。论文从水利工程管理和养护过程中常见的几
个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

水利工程；管理及养护；应对策略　

 
1 引言

水利工程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

展逐渐突出，因此，无论是对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的施工管

理还是对水利工程本身的养护，都是有着关键作用的工作。

从目前的水利工程案例中可以发现，水利工程本身的工程特

殊性使得在推进其工程管理过程中有一些难以规避的问题对

施工管理形成了阻碍，管理工作的开展较为困难。为了完成

水利工程的高效管理以及有效养护，相关工作人员必须对其

进行深入的研究，将水利工程管理和养护过程中几类常见的

问题进行分类处理，并有针对性地探讨解决方案，以科学且

专业的态度来优化水利工程管理和养护工作的相关机制，在

较好地完成了管理和养护工作的情况下，进一步全面提升水

利工程的施工效率和工程质量。

2 水利工程管理极其养护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2.1 使用时间较长的水利工程存在严重的老化现象

目前中国的大部分水利工程项目在建成后投入使用的时

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从中国水利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

可以发现它们普遍存在技术缺陷和工程设施老化的现象。在过

去的水利工程项目中，不论是资金投入还是技术的应用都与现

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其管理和养护工作成效

不佳。这样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相关管理人员和工作

人员在工程设计和施工质量监控等方面技术不足、缺乏以往的

工程经验所导致的，不得不说它使水利工程的管理和养护工作

因为硬性问题而受到了很多的制约，难以有效的开展。随着工

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这些年间自然水资源其实已经遭受了严重

的破坏，水体生态平衡难以实现，过于陈旧、老化严重的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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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在对应的水域已经很难发挥出它的作用，由于养护工

作存在的缺陷，工程设施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破损的较为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关水利工程技术措施相较以往来说已经

取得了较大的突破，这意味着更新设备的技术手段在水利工程

的管理和养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图 1 老化的水利工程设施

2.2 水利工程管理和养护的资金投入不足

通过分析目前水利工程管理以及养护工作的现状，会发

现导致水利工程整体质量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工程

项目的整个资金结构中投入水利工程管理和养护的经费不足，

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水利工程项目在后期的使用过程中出

现了效果不佳的情况。相关企业在开发水利工程时对前期的

策划工作比较马虎，对于项目的初步规划存在较多的漏洞，

另外，在施工开始后的工程施工管理工作与工程项目管理工

作之间没能做好合理的平衡处理，使企业在工程开发过程中

对工程项目的管理及维护所投入的资金配比存在严重的问题，

养护和管理工作在核心层面的疏忽使安全事故的发生频率有

所增长，给工程项目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随着市场

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产业和项目实际上已经逐步的市场化

建设，这意味着盈利为核心的工程项目难免会疏于管理模式

的优化处理，大部分的工程项目初始资金用于工程施工和技

术投入，很多的企业在考虑成本节约的情况下选择了牺牲一

部分用于管理和养护方面的投资，实际上，导致了水利工程

项目市场气息严重的不健康发展。表 1 为某水利工程项目的

资金分配情况（仅供参考），可以看出在水利工程管理和养

护方面的投资是较少的，不能满足相关的需求。

表 1 某水利工程项目的资金分配情况（仅供参考）

投资分类 具体内容 占比

永久工程投资 工程主体、工程配套、基础设施 42%
临时工程投资 移民安置、淹没、土方、挖掘等 38%

其他投资 设计、科研、勘测、管理 20%

2.3 水利工程的管理养护水平有待提高

由于部分企业所使用的机械本身的功能性不足，设备和

设施的总体水平不达标，因此很多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在进行

管理和养护过程中往往无法达到工作的预期效果，通常情况

下设备本身的缺陷会带来一定的使用和操作问题，而水利工

程的相关设施使用的环境条件通常也比较恶劣，使管理和养

护的水平难以提升。对水利工程的管理和养护工作带来其他

不利影响的，还有水利工程管理人员本身不够硬核的专业素

质。很多时候，经验和专业能力不足的管理人员不能合理地

按照施工工艺的顺序进行安排，在施工工期内各个环节的施

工所需时间不能做出较为可靠的把控，同时也没有对工程项

目对水体环境的综合影响所带来的问题进行考虑。水利工程

的管理和养护水平限制了其最终效果，造成了一部分基础结

构的质量得不到保障。

3 水利工程管理及其养护的优化策略

3.1 对专业人员的业务能力进行培训

水利工程的管理和养护工作与相关工作人员的参与分不

开的，他们的专业水平与管理养护工作的最终效果有着直接

的关联，因此，对工作人员专业能力的培养非常关键，能够

将水利工程项目的质量从管理和养护的根本决定性条件的角

度进行控制。不同的工作人员所需要的业务培训和专业技能

是不同的，他们的水平存在一定的梯度，可以在各个部门之

间组织一定的经验交流，或者派员工代表前往发达国家学习

进修，结合最新的施工管理理念以及工程养护技术，对实际

工程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具体操作 [2]。

3.2 加强各个部门间的工作协调能力

水利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管理和养护涉及多个单位和

部门，不同管理机构之间的和谐沟通相互协调是提高工程项

目管理整体工作效率的关键因素，不同的部门之间的沟通以

及对相关问题的研讨，能够帮助管理人员进行相对全面的决

策，并给予相关指导。对水利工程所处的水域的实际情况进

行合理的分析对其管理和养护工作来说极为重要，它有利于

各个环节的高效完成，因此，需要项目中所涉及的各个部门

能够进行充分的协调配合，可以通过一定的研讨会或者方案

分析会议来对各个环节进行一些细则的分工，然后有顺序的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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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鼓励技术和模式的创新发展

水利工程随着现代化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实际上在施工

方式以及管理模式上都有足够的创新空间，企业应该给予相

应的鼓励。水利工程的管理和养护工作在目前的实际市场以

及工程需求中有较大的份额，另外新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

提升整体的管理水平，针对不同水域特点，有些相对来说有

自身特性的设备对工程管理的效率提升是很有帮助的，同时

也帮助完成效果明显的养护工作。

3.4 优化人才结构，改善人力资源情况

水利工程相对来说是专业性比较强的项目，相关工作人

员需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首先，企业要改善人才结构就必

须不断地吸引人才市场上的新型专业型人才，通过公司福利

及待遇对优秀的人才进行吸收。另外，企业的人才培养机制

需要进行一些改进，比如，水利工程项目中最为重要的专业

性基础知识，需要进行一定的考核，推动人才专业素养的提升。

4 结语

中国现阶段的水利工程管理和养护工作已经步入了新时

代，在技术上取得了很多突破，目前需要严抓的是管理制度

的改革、企业的奖惩机制以及水利工程的专业性人才培养这

几个方面的内容，从水利工程行业的健康发展出发，立足于

根本的工程质量管理，对水利工程项目成本投资的配比需要

合理化调整，适当地增加管理养护的相关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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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ment of Grass-root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heng Zhong 
Primary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Station of Aihui District, Heihe City, Heihe, Heilongjiang, 1643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China’s grass-root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has also made 
some achievements. But at the same time, some problems have been exposed. In this regard,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do a good 
job in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olve problem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Keyword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dea 

基层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发展思路探究　
钟丞　

黑河市爱辉区基层水利管理站，中国·黑龙江 黑河 164300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基层水利工程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对此，
相关部门要做好具体的落实工作，从多个角度出发解决问题，不断提高水利工程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发展思路　

 
1 引言

从以往工作观察来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问题，主要

出现在从业人员专业素质不高以及资金相对短缺等方面。因

此，论文针对问题，探讨基层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发展思路。

2 基层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有待加强

从当前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现状来看，所涉及的内容

比较广泛，包括工程监理、整体设计等。但是具体工作的

展开大都是由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来负责。因此，这也使

大部分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管理人员在工作中所要负担的责

任较轻。同时因为缺少责任上的压力，也间接导致了部门管

理人员缺乏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对自身技术能力、专业素质

的提升存在惰性。因此，在以上问题的导向下，基层水利工

程建设管理人员的整体水平仍处于较为低下的现状，对基层

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的发展十分不利。另外，在基层水

利工程管理工作中，仍存在信息传递滞缓的问题，上下部门

间的信息流通较为缓慢。管理人员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

传递信息上，因此更加没有精力去提高自身专业水平了。同

时，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设中，也缺少完善的体系规划，

相关部门对人员准入以及人员培训要求比较松散，导致了进

入水利工程工作的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并且由于得不到培训

机会，也无法在实际工作中进行更好地提升。甚至会出现部

门工作人员由于自身专业素质欠缺，而无法胜任具体工作的 

情况 [1]。

2.2 资金投入短缺，质量问题频发

从中国当前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情况来看，虽然取得了

不错的发展，但是却难以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主要原因

在于资金受限，无法达到具体工程展开的所需资金。虽然，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也在不断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但是在

新时代下，随着对水利工程要求的不断提高，现有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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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们需求间已然存在矛盾。而资金方面的短缺也正是当前

阻碍中国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原因。此外，从中国当前

一些小型水利工程的现状来看，其获取资金的主要方式仍是

依托于民办公助的形势，那么就更容易造成资金短缺的问题

了。同时，一些工程建造者，在资金短缺的同时还想要极力

节省资金使用，使工程环节的展开捉襟见肘，甚至出现质量 

问题 [2]。

3 基层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发展思路

3.1 完善人才队伍，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在基层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发展中，首要任务便是加

强人才的培养力度。21 世纪以后，人才对各行各业发展的重

要性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关于人才的

有效培养，已然成为了相关单位的核心竞争力。因此，针对

这一现状，相关单位要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提高人才

准入门槛，加大现有人员的培训力度，从而不断提高工作人

员的专业素质。此外，还要对培训过程以及培训成果进行监

督，并将其纳入人员年度考核标准中，通过适当的奖惩机制，

提高工作人员在培训中的积极性，更有效地改善从业人员整

体素质。同时，除日常培训外，还要定期举办专家讲座，通

过经验专家与优秀人才的能力分享，来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

的整体素质，确保当前基层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从业人员

能够胜任具体工作。

3.2 加大资金投入，开拓资金获取渠道

资金的投入是当前中国基层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中

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各级政府要加强

国家财政资金的争取力度，为基层水利工程发展确保资金保障。

同时，地方财政也要确保将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基层水利工程

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做好相关的配套设备工作，以及下发合理

的管理费用。此外，在资金的来源上，要做好多元化工作，不

断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确保资金的稳步供应。同时，针对水利

工程建设中的各个环节，要做好资金划分工作，根据实际情况，

划分具体步骤，井然有序地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减轻由于资

金紧缺和不配套给水利工程建设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此来

促进中国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整体发展 [3]。

3.3 依据国家标准开展施工，确保工程质量

在基层水利工程建设工作中，除了以上内容外，设计工

作仍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通常情况下认为，水利工程建

设设计工作的展开是在工程建设的初期阶段，因此，有效的

设计也会对整体水利工程建设的展开起到指导作用。从过往

的工作观察来看，由于设计不合理造成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并且问题的出现是贯穿于水利工程建设始终的，甚至会对具

体工作的展开埋下隐患。因此，针对以上问题，相关单位要

注重对设计单位的选择，确保设计单位的专业性。并采用定

额支付设计费的方式获取优秀设计，保证水利工程建设的万

无一失。

3.4 注重施工现场管理的科学、有序

此外，在基层水利工程建设中，施工现场的管理工作也

同样重要，相关部门要着重加大对施工现场的管理工作投入。

因此，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管理部门，要保证提供施工所需

的相关设备，包括但不限于检测设备、测量仪器等。同时通

过合理的设备保障以及对设备的合理运用来确保实际施工中

的各个环节展开井然有序。并通过科学的测量方法，确保获

取测量信息的真实、准确。同时，在基层水利工程的施工中，

相关管理人员要严格落实制定的管理制度，确保科学管理、

有序管理。并且还要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对工程、工

期的安排做出科学规划，进一步减少成本、提高效益。并在

同时充分把握具体施工中每个环节的质量，实现管理与质量

的多重发展 [4]。

3.5 建立完善的责任制度，做到问责有人

从过往的建筑工作经验来看，水利工程的责任划分是比

较复杂的。不同于其他建筑内容，能够清晰地划分出具体责

任人。水利工程建设要同时考虑到投资人、受益人、用地所

有者等多重因素。因此，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对水利工程施

工中的责任划分是比较模糊的。那么，针对以上问题，便要

发挥出相关部门的干预作用，履行好相关部门的权力，对参

与工程的每一个单位做出明确的责任规定。便于在具体施工

中，能够准确地找到具体责任人 [5]。

4 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项目图表

表 1 水利工程建管理一类项目表

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一类项目表

除新建或重建中型及以上水闸、装机流量 10m3/s 及以上或装机功率
1000kw 及以上的泵站、小（2）型及以上水库工程外，其它项目总
投资不超过 1000 万元的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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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二类项目表

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二类项目表

（1）新建或重建中型及以上水闸工程；
（2）新建或重建装机流量 10m3/s 及以上或装机功率 1000kw 及以上
的泵站工程；
（3）新建或重建小（2）型及以上水库工程；
（4）项目总投资超过 1000 万元（含 1000 万元）的水利工程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基层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发展中，针对容

易出现的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有待加强、资金投入短缺、质量

问题频发等一系列问题。相关部门可通过完善人才队伍，加

大人才培养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开拓资金获取渠道、依据

国家标准开展施工、确保工程质量、注重施工现场管理的科学、

有序以及建立完善的责任制度、做到问责有人等一系列方法

来解决问题。论文从多个角度出发，针对当前中国基层水利

工程建设管理的现状，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案，旨在不

断提高中国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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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Engineering 
Yu Hong 
Water Conservation and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Work Station, Qidaoling Town, Chaoyang County, Chaoyang City, 
Liaoning Province, Chaoyang, Liaoning, 12260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society, the current rural agriculture 
in China is rapidly developing and progress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caused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Although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ve improved, rural drinking water has suffered from a sharp decline in quality and poor manage-
ment. And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drinking water safe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which must be taken 
seriously. Therefore, in the management of actual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manage-
ment mechanism to ensure drinking water safety and maintain a healthy water environment. 
　
Keywords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operation; management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分析　
洪宇　

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七道岭镇水利水保工作站，中国·辽宁 朝阳 122603　

摘　要

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进步以及社会的全面改革，当前中国农村农业正在迅速发展进步，但是与此同时，也造成了较重的环
境污染问题。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但是农村饮水却出现了质量急剧下降、管理不善的问题。而且在农村地区建设
过程中，饮水安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必须对其加以重视。所以，在实际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管理中，必须完善运
行管理机制，保证饮水安全，维持健康的用水环境。　
　
关键词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运行；管理　

 
1 引言

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农村和城市发展会出

现生活方面的一些差距，尤其是饮水方面的差距，更是十分

明显。城市饮水净化效果更好，对于人们日常的饮水要求都

能有效满足，但是农村饮水的安全性却无法得到有效保证，

人们日常饮水的需求并不能完全满足，所以，农村饮水方面

需要对安全工程加强建设和管理，解决其中问题，保证饮水

安全 [1]。

2 工程概述

本次数据采自中国朝阳县 2019 年七道岭镇农村饮水安全

扶贫解困工程，涉及七道岭镇七道岭村和马家岭村 4790 人，

1807 户，贫困人口 64 人的饮水安全问题。七道岭镇城镇化程

度较低，农村人口饮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安全隐患，主要

表现为水源保证率低和水质不安全，所以解决农村饮水安全

问题建设朝阳县 2019 年七道岭镇农村饮水安全扶贫解困工程

是十分必要的。朝阳县 2019 年七道岭镇农村饮水安全扶贫解

困工程总投资 522.12 万元。新建水源井 3 眼，铺设输配水管

网 50777m，入户管路 83214m。新建分水井 208 座。排污井

10 座，排气井 10 座。新增变压器 1 台套，新增低压线路 0.5km。[2]

3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朝阳县 2019 年七道岭镇七农村饮水安全扶贫解困工程关

系到七道岭镇农民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问题，解决农村饮

水安全也成了当前农村最紧迫、最实际的问题。根据七道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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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七道岭村、马家岭村的农村饮水安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说明了目前七道岭镇七道岭村、马家岭村供水工程的不安全

状况的严重性，尤其是由于水质不达标所引起的疾病发病率

在逐年上升 [3]。现有供水工程无法满足农村向城市化发展的

进程，无法满足村镇长远发展规划对供水的需求，无法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对水的要求，因此建设朝阳县

2019 年七道岭镇农村饮水安全扶贫解困工程是十分必要的。

4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运行存在问题

4.1 招投标市场混乱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在建设之前需要招投标选择合适的施

工单位，不仅要保证能够满足工程质量，同时还需要保证控

制工程成本。但是在实际招投标的过程中，有市场混乱的情

况存在，一方面，有躲避投标的情况，公开招标的施工项目

因为躲避投标而变成自主性更强的邀标。另一方面，围标现

象的存在，有些企业为了能够提高自己的中标率，会与其他

竞标企业进行联合或结盟，共同投标，占用更多的投标份额，

提升中标几率。如果招投标出现了上述问题，那么必然可能

会造成饮水安全工程的成本过高，影响施工进度和质量，无

法有效管理 [4]。

4.2 管理制度不健全

现如今，很多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中都有运行管理不完善

的情况，没有规范的管理制度。导致这类问题出现的原因包

括下列几种：首先，建设工程的地理位置相对分散，运行管

理难度大大提升；其次，集中供水项目所属权不够明确，管

理工作责任制不明确，管理系统自然无法科学建立，效果受限；

第三，很多饮水安全工程中负责运行管理的人员并不具备与

之匹配的专业能力，也没有进行过专业的培训，无法满足专

业管理要求；第四，很多农村用户对于饮水的水质要求都不

高，日常饮水以外的用水都是用自备水源，进而导致设计用

水和实际用水之间出现较大的差异，造成饮水工程费用不够，

运营成本大幅度增加 [5]。

4.3 管理过程问题较多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运行管理中，很对管理人员管理观

念并不能完全跟上时代的发展，认知方面比较缺乏，尤其是

偏远山区，管理人员缺乏安全饮水的认知，有些农村水利工

程技术比较落后，缺少资金，没有按照设计顺利完成，即便

建设完成也投入了使用，但是运行管理中却无法完全落实管

理制度，进而导致工程长期瘫痪。

4.4 设计规划不合理

农村地区很多水利单位的专业人才和储备资金都不够，

进而造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大幅度加大难度，工程

的经济效益无法达到预期，其设计功能也无法实现。此外，

有些工程在设计规划的时候，建设周期比较短，对于安全饮

水设计的相关参数设置并不精确，设计内容相对简单，布局

不甚合理，进而整个工程运行管理受到了限制。另外，有些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设计规划没有参考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而

造成建成之后并不能满足实际要求，若是问题严重，甚至会

导致资源过剩，造成资源浪费。与此同时，还有些工程会存

在消毒净化没有设计的情况，饮水安全隐患严重。

5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运行改善策略

5.1 提高工程运行管理意识

首先，应该多农村当地的群众加强饮水安全方面的教育

和宣传，令广大人民群众也能参与到农村饮水安全的运行管

理中来，管理人员可以组织群众建立管理小组，能够在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的管理中参与进来，具备明确的知情权和参与

权，同时还能对其管理运行进行监管，进而令整个工程的运

行管理意识得到提升。想要达成这一目的，首先，各级部门

应当召开相关会议进行决议，随后将传单发放到群众手中，

加强宣传力度，普及安全饮水知识，提升群众对于水质重要

性的认识，让他们能够明确饮水安全是十分重要的，改变以

往的传统饮水习惯，坚持安全饮水。同时，组织饮水安全知

识讲座，号召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相关的群众都来参与讲座，

获取更多的知识。

5.2 建立健全的运行管理制度

进行农村饮水安全运行管理，建立的制度应该是健全且

完善的，坚持责任权利相统一，同时能够保证工程利益，保

证建设所属受益单位负责管理，将工程的产权具体落实到参

与饮水工程的每个人身上，具体明确划分管理责任。若是饮

水安全工程投资方式国家企业或是集体企业，饮水安全工程

是集中式工程，那么负责运行管理的责任人应该是乡镇或县

级法人。如果投资方并不是国家或集体企业，而是国家为主

的单位，那么运行管理责任则需要群众承担，饮水安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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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益村民应当建立起民众管理小组或交由村委会成员管理。

如果工程属于分散式工程，那么管理人员则要求受益人负责。

管理制度的加强不仅要保证责任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身上，

同时需要参考农村的实际情况，有些农村的文盲程度较高，

即便将责任落实的具体的群众身上，但是实际上也并不能发

挥理想的管理作用，针对此类要求责任人具体落实群众身上

的工程，应该事先对群众进行饮水安全知识的相关教育，尤

其是重点责任人重点培养，加强管理意识。

5.3 加强水质监测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最主要目的是保证工程水质能

够满足实际的饮水要求，而想要达到此要求，那么就需要管

理人员做好管理维护工作，在供水范围之内进行管理规范和

排污，提升饮水水质。想要对农村饮水的水质情况详细了解

并加以控制，那么就要对应的建立起完善健全的水质监测机

制，对于饮水安全的运行管理加强加大力度，积极投入安全

工程的建设，同时对饮水水质的检测标准进行专门的规范，

安排专业人员定期进行水质监测。同时，安全管理负责人需

要和卫生单位进行衔接，和疾病控制中心加强合作，定期对

水厂水质进行卫生和疾病监测，并将检测结果数据发放给相

关单位，彼此之间相互监督，互相对照。另外，需要安排专

业而且经验丰富的人员进行水质监测，负责监测的工作人员

应该定期进行技术培训，保证其监测能力能够满足实际要求。

负责水质监测的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排查能力较强的人员，提

拔这类工作人员作为部门骨干，定期到疾病控制中心培训。

针对生产过程中污染非常严重的企业，一定要进行整改或令

其停工，确保饮水安全。

5.4 提升工作人员的管理能力

据调查显示，很多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中的运行管理人员

都有专业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且专业素质水平也不高，

针对此类问题，必须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维持较高的

工程运行管理水平，将出现的管理问题有效解决。想要达成

这一目标，首先，管理人员应当进行专业知识方面的工作配

培训，管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管理人员

必须具备足够的管理能力，想要提升管理知识水平，需要对

其加强培养，令管理人员通过严格的考核，实现培训目标，

具备过硬的技术能力。其次，管理制度内容方面需要加强考核，

管理制度能够对管理人员进行工作规划指导，管理人员只有

完全熟悉管理制度，才能保证工作的严谨性和可靠性。另外，

对于管理人员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法律法规教育，保证工作完

全符合法律，在监督下完成工作，完全没有违规操作出现。

5.5 达成良好的协作关系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中，导致水质受到影响的因

素有多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公共卫生、土壤以及环境情况。

想要保证农村饮水水质能够达到标准要求，必须保证运行管

理部门能够和其他部门保持良好的关系，彼此之间互相合作，

工作中相互配合，全面提升管理水平。与环保部门相互合作，

能够减少水质污染情况；和土壤监测部门合作，能够把握水

井水源中的微生物和矿物质实际情况；与公共卫生相关部门

合作，则能够在进行农村农貌优化的前提下减少水源污染物

排放量。农村饮水安全管理不仅需要管理人员进行合理的管

理，同时需要和相关部门团结协作，有效预防水体污染，保

证农村用水安全。

6 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需要保证专业水

平的管理人员，健全完善的管理制度，同时加强部门合作，

保证农村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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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nstruction Measur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Small-Scal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s Rural Areas 
Xiangjun Liu　Junqi Ge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Service Center, Qiaoshan Town, Ju County, Rizhao, Shandong, 27652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griculture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Under the current back-
ground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small-scal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n rural areas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which can not only pre-
vent flood and irrigation, but also ensure the property safety of rural people and reduce the loss of farmers. The main source of income 
of rural farmers is agriculture. Whether agriculture can develop healthily is related to whether the goal of the whole new rural construc-
tion can be achieved smoothly. Therefore,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areas, we should strengthen management of small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solv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Keywords
rural smal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isting problems; improvement strategies 

试析中国农村现行小型水利工程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建设措施　
刘相军　葛均启  　

莒县峤山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中国·山东 日照 276523　

摘　要

伴随着新农村建设愈演愈烈，农村农业发展都面临着新挑战，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小型水利工程是非常重要的一
个部分，不仅能够防洪灌溉，同时能够保证农村群众的财产安全，减少农民的损失。农村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农业，农
业是否能够健康发展，关系到整个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否能够顺利达成。因此，在实际的新农村建设中，应该对农村小型水
利工程加强管理，解决现存问题，提出改善策略。　
　
关键词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存在问题；改善策略　

 
1 引言

现如今，中国的农田水利工程中，小型水利工程比重较大，

进行农村经济建设，小型水利工程能够为其提供相应的保障。

不仅能够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同时还能解决农业生产的排水

和灌溉问题。中国进行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多数是公益性

质的工程，没有相应的经济回报，效益不高，但是能够为当

地农民提供足够的生产和生活保障。目前中国正在逐渐实现

市场经济体质的改变，传统的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存在着建设

和管理方面的缺陷，并不能满足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要求，必

须在以往的管理基础上进行改良，最大程度上发挥工程效益，

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农业可持续发

展 [1]。

2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主要特点

现如今，当前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需要保证所有的运行

管理工作都有良好的准备，保证日后在建设管理中能够对各

项细节高度重视，保证项目建设向完善的方向转变。目前发

展情况下，农田水利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竞争力缺乏，没有完

全的价格机制。在当前的农村建设发展过程中，农田水利建

设需要不断向其中投入资金，建设中并不能得到足够的收益，

后期管理中甚至要投入更多的代价。针对此问题，农村小型

水利工程管理方面需要加强管理，重视资金，令水利工程获

得更高的竞争力，达成价格优势，获得更高的收益。农田水

利工程属于公共民生项目，在洪灾发生时，民生项目能够保

证村民的安全，旱灾发生时，能够进行蓄水灌溉，改善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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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综合来看，农田水利的最大特征就是公共服务性 [2]。

3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管理问题

3.1 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小型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政府相关单位会安排专门的

技术人员进行项目施工指导和监督，项目竣工以后，投入使用，

相关的监管部门以及技术人员都会离开，这时水利工程就无

法进行正常的项目管理。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功能有多种，

包括输水、配水、饮水等等，其中农民比较常用的就是配水

功能，所以这部分出现问题的几率不大，但是村民集体公用

的饮水和输水问题比较常出现。此类问题一旦出现，不仅很

难进行维修，甚至会造成农民的日常生活问题。所以，农村

小型水利工程作为公益性较强的工程类型，政府方面在使用

专项资金修建完毕以后，后续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建设

管理方面的问题，影响其正常生活。

3.2 没有明确的责任制度

现如今，农村小型水利工程本身没有健全完善的管理制

度，那么就会出现相应的问题。作为公共设施，农村小型水

利工程通常是集体公用的，相邻的村庄彼此共同使用，若是

工程出现了损害或是其他问题，那么责任归于谁就成为了重

要的问题，相邻的村庄彼此推卸责任非常常见，没有人负责

维修。这样一来，农村生产就无法顺利进行了，一旦出现用

水高峰，那么就可能出现饮水困难或灌溉困难的问题。

3.3 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

目前，在农村使用小型水利工程的时候，农民多半没有

得到组织，也就没有对工程进行改善，农民本身的基本义务

没有人承担，应该发挥的管理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3.4 投入资金不足

农村实施了税制改革以后，农民的负担得到了大大减低，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得到的资金扶持也会因此减低。虽然国家

方面针对工程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是有些经济

发展并不顺利的地区，水利工程和配套设施就无法得到足够

的资金，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无法顺利开工和竣工的情况，

后续维修和管理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水利工程得不到完

善的养护。

3.5 技术人员水平参差不齐

经济正在不断向前发展进步，农村的小型水利工程也在

不断增加对应的建设项目，建设规模也在不断增大，但是相

关的管理部门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设置，即便有所设置，也没

有进行科学设置。管理部门内部人力资源配置不够合理，管

理人员水平也参差不齐，这就导致管理部门工作效率无法得

到提升，工作质量也无法提升 [3]。此外，很多乡镇水利工程

管理单位储备的技术人员甚至没有，这就造成工程的技术支

持不够，农业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4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发展方向

4.1 利用节水灌溉技术

现如今，农业生产整体机构正在不断变化，水资源确实

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主要改革方向

之一就是节水灌溉。农业生产用水需要加强节约管理，对农

业污染方面的问题加强控制和改善。此外，想要农业改革生

产方式，灌溉当中的用水量尽量减少，就需要加强节水，保

证农业用水能够真正实现节约，这也是当前的农业生产理念。

另外，节水灌溉措施使用以后，有利于提高农业作物的产量。

因此，在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应当辅以配套的战

略性措施。日后节水发展中，除了发展技术和设备以外，还

需要将已经发挥了有效结果的代表性技术引入，完善防渗渠

道的配套设施，尽量改为喷灌和滴灌技术。

4.2 加强水环境综合治理

现如今，农村地区水污染问题正在不断进行扩散，水污

染越来越严重，严重程度不断提升。水质遭到了破坏以后，

农村水产养殖必然会出现问题，相应的养殖户也会遭到严重

的经济损失。另外，若是水污染严重，相应的植被破坏也会

加重，农村的生态环境也会遭到破坏。所以，当前农村小型

水利工程建设管理需要在整体水环境方面加强，保证水资源

的整体质量，促进农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4]。

4.3 提升自主供水能力

长久以来，农村地区生活生产用水都是使用地下水，不

仅能够保障农村居民自己供水，同时还能保证供水的质量。

但是随着使用力度不断地增加，已经造成了过度开发和使用，

尤其是地质环境比较差的地区，更是会造成较重的地质灾害。

因此，想要保证农村地区自主供水，就需要改良水资源，扩

大供水管网，改善农民的生活生产用水问题。此外，地下深

水井的封填问题也需要投入足够的重视度。如果农村地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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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距离比较近，那么可以综合参考生产能力，从多方面进

行水管网布局，建立位置合适的污水处理厂，保证水资源能

够循环利用。

5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改善策略

5.1 完善管理制度

新农村建设正在不断向前推进，传统的农村小型水利工

程建设管理过程中，不断有管理方面的问题出现，针对此问

题，中国的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应该符合社会发展趋

势，健全完善管理制度，不断改革创新管理办法，并不断细

化管理规则，真正落实责任管理制度，将具体的管理责任落

实到每个人头上，每个负责管理的人员都能明确自身的责任，

进而保证水利工程能够长期高效运转。除此之外，对应的管

理单位应当针对工程管理方面设置监管部门，能够实时监控

工程运转和维护情况，有效提升工程的运转效益，保证农业

生产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5.2 加强水利监管

管理部门建立对应的监管部门以后，针对农村小型水利

工程的监管也就实现了高效率和高质量的监管，监督管理体

系能够实现完整透明的建设，也就能够帮助实现高质量的水

利工程建设管理，更能实现高效的农业生产。所以水利监管

的加强是必要的，不仅能够帮助改善水利工程的管理，同时

还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改善。

5.3 普及科学知识

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农村土地逐渐实现了集约化管理，

这帮助农业生产效率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同时，相关的管理

部门需要针对新农村发展背景下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不断探

索，建立良性而且能够适应当前发展制度的水利管理体系。

此外，政府部门应该对农民的科技认知进行培训和加强，保

证农民能够认识到科学生产是必要而且重要的，农民应该自

觉维护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认识到工程对于自身的

价值和作用。针对农民的知识普及，需要从经济和生产效益

两方面出发，对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不断细化，进行水利工程

管理能够改善其自身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获取更高的效

益，令农村水利工程更能够得到农民的认可，引导农民积极

主动参与工程的维护和保养。此外，除了科普农村小型水利

工程的实际应用价值以外，还需要向农民科普水资源的高效

利用方式，例如高效利用水资源的灌溉方式，例如滴灌，就

是一种高效的利用方式。

5.4 投入更多资金

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要求政府方面能够投入更多的重

视度和资金，地方政府在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所担负的

财政投入责任需要认真负担，从而加大政府对于工程的资金

投入，加强工程养护和维修。同时，地方政府需要对自身的

行政责任明确了解，水利工程建设期间，需要积极引导农民

群众加入其中，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发挥人民政府的带头作用，

为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积极争取地方政府资金。

5.5 应用科技手段提升管理水平

因为农村地理特征的影响，科技发展水平一般比较低，

所以在管理方面也缺乏科技方面的支持，但是事实上，在水利

工程管理方面，若是能够投入科技的使用，加强信息化建设，

有利于实现更高水平的节水，在因地制宜和分类指导的条件下，

进行高水平的信息化节水，避免水资源浪费和水环境污染 [5]。

6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存在着

一些问题，例如投入资金少、人力资源差等，针对此类问题，

可以通过改善管理制度、投入更多资金、培养高素质人才等

方面，提升建设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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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Water Conveyance 
Tunnel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Daoguang Liang 
Jilin Central City Water Supply Co., Ltd., Changchun, Jilin, 130000, China 

Abstract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cale of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Therefore, 
China’s quality requirements fo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ve also increased. Among them,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water 
conveyance tunnel is the most important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hich affects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first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tunne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introduces the specific construction method of the technology, proposes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hopes to con-
tribute to the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Keyword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water delivery tunne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alysis 

水利工程输水隧洞施工技术分析　
梁道广　

吉林省中部城市供水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吉林 长春 130000　

摘　要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利工程的发展规模也开始逐渐加大。因此，中国对水利工程的质量要求也就有所提高。其中，输水
隧洞施工技术是水利工程施工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工程技术，影响着工程建设的质量。论文首先研究了水利工程输水隧洞施工
技术的应用，同时对该技术的具体施工方法加以介绍，提出了水利工程施工的建议，希望对水利工程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关键词

水利工程；输水隧洞；施工技术分析　

 
1 引言

中国水利发展十分迅速，由于中国水域面积较广，水利

水电施工工程成为了中国民生发展的重点项目之一。作为中

国重点建设工程项目，水利工程关系着国计民生，若水利工

程出现问题，则会影响中国经济水平的发展。由于水利工程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只有使用良好的施工技术才会保障水利

工程的循环利用。其中，输水隧洞施工技术的应用能够针对

不同地理环境进行水利工程施工。通过对输水隧洞施工技术

的应用，能够提高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做到既保证工程质

量又可以按时完成工程进度，实现提高水利工程施工的整体

质量。

2 水利工程概况

对于中国目前的水利工程来讲，主要作用就是通过电力

资源开发水利资源，并将水利资源加以利用，并促进电力生

产的发展进步，实现国家多资源的共同发展进步，从而带动

国家经济的发展。目前可以看出水利工程占据了中国国家经

济的重要地位而且随着水利工程在中国各个地区的建造，水

利工程已经大范围铺盖中国各个地区，但是由于中国国家地

理环境的差异性，一些水利工程在施工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

地下深洞，所以这也就需要输水隧洞施工技术来支撑水利工

程的施工任务有序进行。输水隧洞施工技术主要是对于地下

的地理环境实现技术改造，通过挖掘并了解土壤环境，实现

地下深洞的出现；另外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开展，便于施工

人员及水利工程的机械在施工环节中可以正常发挥作用，就

要对地下深冬采取支撑保护，实现水利工程的建造。同时也

可以根据水利工程项目的需要，尽可能地为水利工程环节提

供支撑保护措施，为接下来的水利工程环节提供基础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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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目前一些施工技术人员会根据水利工程当时的需要而进

行一时改造，实施输水隧洞环节，当施工结束后就会拆除建

造的设施，导致水利工程时刻存在着安全隐患。所以，说输

水隧洞施工技术对于发展中国的水利工程项目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保障意义。

3 水利工程输水隧洞施工技术的介绍

输水隧洞施工技术，就是水利工程将地下深洞挖掘以后

所采取的施工技术之一。通常来讲，需要根据工程项目的实

际需要而选择实际的施工方式，从而使水利工程施工可以有

序进行。在应用输水隧洞施工技术时，施工人员需要利用机

械设备设备配合人工安装，并将各种水利施工的原材料有所

使用。此外，输水隧洞施工需要紧跟着施工人员的开挖区域

的位置，锚杆采用合适规格的手风钻钻孔以及人工插杆，并

采用符合规格的砂浆泵注浆以及混凝土湿喷机，完成湿喷作

业；并将原材料运送到工作作业区域，使水利施工工程可以

顺利进行。在喷混凝土的过程中，要将开挖面的距离有所规定，

做到挖输水隧洞施工技术可以正常应用。另外，采用符合规

格的手风钻钻孔以及人工插杆，还有符合质量规格的砂浆泵

注浆 [1]。

4 水利工程输水隧洞施工技术的应用

在应用该技术的过程中，施工的技术人员需要对施工的

实际地理环境进行勘测，并将工程步骤有所计划，形成工程

计划书，同时对工程施工的每个环节的步骤都有所保证。另

外要根据施工的实际地理环境，综合水利工程项目的技术特

点，研制工程图纸，依据图纸模板施工，并根据施工现场的

需要选择合适的机械设备，实现洞口的输水隧洞施工技术可

以顺利进行。在钻孔时要根据洞口的地理位置，综合自然因

素以及地理环境，和地质情况，实现精准化的钻洞施工；另

外在达到一定的深度的时候，需要使用空气流动及其将洞内

的施工掺杂物梳理出去，保证施工环境的干净；尤其是对于

洞内的水分残留情况更要严格监管，因为水分会对水利工程

接下来的施工环节步骤有所影响。施工人员要经过对施工洞

口进行开挖，应用输水隧洞施工技术，同时采取防止开挖外

溢的措施。在结束开挖作业时，要及时对浆液不充分的作业

位置有所补充。当然，施工人员也可以将锚杆放到洞口中，

依次有序地添加灌输浆液，并将锚杆牢固，以确保浆液不会

出现往外流溢的现象发生。

5 水利施工输水隧洞施工技术的应用策略

5.1 对水利工程进行施工现场布置

水利工程要对施工建造的地方加以选择，避免使用耕地

建造水利工程，利用现有的道路进行施工，避免重新建立施

工道路而花销更多的资金，将人们的生活区域与施工区域加

以划分，创设良好的水利建造环境。其中布置过程中要将水

利工程的各个施工场地严格划分，而且水利工程施工所用的

施工用料特别多，其中包括混凝土、钢筋等。而且种类也是

如此，如混凝土：混凝土用料种类非常多，我们要对各类的

混凝土加以区分放置，并要牢记混凝土的搅拌规格，从而使

混凝的搅拌规格符合水利工程标准。另外对供风系统，供水

系统以及供电系统有所布置 [2]。

5.2 施工道路以及通讯设施的布置

水利的施工道路要选择邻近现有道路的地方，避免重复

建设新道路而增加不必要的开支，同时也要对施工现场的道

路使用石子铺设，防止路面出现深坑以及坍塌现象。同时为

了施工建设的安全，水利的工作人员应该对施工现场的信号

严格检查，配备监控系统，以及与通讯公司申请施工场地的

网络信号的使用状态，确保施工现场发生事故可以第一时间

得到处理 [3]。

5.3 施工进度管理

在水利施工之前，施工的管理人员要明确施工进度条，

将每一天的施工计划牢记下来，同时对施工人员有所要求，

使水利工程可以按时完工。施工人员可以按照施工的总进度

控制施工节点，制定每一环节的施工措施，优化施方案，将

水利工程施工的每个环节加以控制，使每个环节的施工程序

都可以无缝连接，确保工程施工的连续性；其次水利工程要

配备数量充足的工作人员，同时也要技术熟练，使水利工程

施工人员可以倒班并日夜作业，加强施工的调度。另外也可

以及时发现施工中所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确保水利工程

的质量以及安全；另外也要配备良好的、数量充足的机械设备，

并将机械设备中容易损坏的配件多多准备，以备不时之需；

还有就是确保水利施工用料的数量足够充足，而且质量也要

有所保证，加强现场施工的质量检查，确保每一环节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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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都有保证。同时也要健全施工制度，对待施工人员要奖

罚分明，从而带动施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4]。

6 结语

论文通过对水利的输水隧洞的技术研究分析，认为当前

的水利工程施工技术，应该根据施工的实际地理环境以及地

势情况选择合适的施工技术，从而实现水利工程的顺利完成。

其中水利工程技术中的输水隧洞施工技术，就是根据水利工

程的特点而开发的一种技术手段，它根据水利工程的地理环

境以及地势特征对深洞区域进行施工。而且通过对水利工程

以及输水隧洞施工技术的深入研究分析，不仅可以保证水利

工程的进度，还可以确保水利工程项目的质量，从而实现效

率高，质量优的水利工程项目，促进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

以及水利工程的可持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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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Dam Safety Monitoring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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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shui Northeast Survey and Design Research Co., Ltd., Changchun, Jilin, 130061, China 

Abstract
At this stage, China has entered the era of big data developmen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ew concept technology have gradually 
become mature, and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applied in more and more industries,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times. Various industries have gradually moved towards data and digitalization, opening a new normal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intelligence and automation. Dam safety monitor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ields affec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uto-
mation. Through continuous updating and iteration of technology, more automatic and intelligent monitoring technologies are used to 
improve the overall safety monitoring automation. 
　
Keywords
big data; dam safety testing; intelligence and automation 

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的现状与展望　
王树宝　

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吉林 长春 130061　

摘　要

现阶段中国已经进入大数据发展时代，人工智能、新概念技术也逐渐走向成熟，并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得到发展和应用，对
经济和时代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各个行业逐渐走向数据化、数字化，开启了智能化和自动化发展新常态。大坝安全监测就
是受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影响的重要领域之一，通过技术不断更新迭代，运用更多自动化、智能化监测技术提升整体安全监测
自动化。　
　
关键词

大数据；大坝安全检测；智能化与自动化　

 
1 引言

从大坝本身建设难度上来说，大坝建设工程量大、结构

庞大、建设周期长、建设难度大，无论是自身结构还是所处

环境都十分复杂，整体建设难度大。一旦出现事故非常容易

带来人员上的伤亡和经济上的巨大灾难，要想有效监测大坝

工程安全，需要不断加大对大坝安全监测技术的研究，更好

地预防事故发生，保证整体大坝建设工程更稳定、可靠、持

续的展开。

2 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研究状态

大坝工程是水利工程中极为关键的一部分，大坝本身通

过水利、发电、通航等对经济发展、人民生态产生极大影响

作用，其安全性也会直接关乎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而自动化监测技术是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实现的关键，

能有效提升大坝安全监测水平同时保证整个安全监测数据来

源的可靠性，但就目前的整个自动化监测系统建设上还存在

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不断改进现有技术运用

新兴技术。

2.1 大坝安全监测技术的起步

大坝安全监测发展起步是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从世界范

围内最先开展安全监测自动化研究的国家来说，德国为了在

埃施巴赫大坝工程建设过程中为了及时检测大坝安全，使用

变形观测方法来监测大坝整体建设的稳定性以及安全性。从

一定意义上来说德国在大坝上使用的变形观测方法是人类历

史上第一次展开的关于大坝的安全检测分析 [1]。在这之后有

越来越多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始加入大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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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测自动化技术和系统的研究中，并开始针对大坝温度

变形等特征进行检测。从总体上来说大坝安全监测起步还相

对较少，但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大坝的安全自动化监测分

布式监测系统的研制才开始逐渐步入正轨，出现集成和大规

模研究。在这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个国家是美国和法国，他们

相较于其他的国家完成时间来说，更早的完成了安全监测数

据信息的集中自动化分析。

2.2 信息自动化采集

大坝安全监测信息的自动化采集要晚于安全监测数据

信息集中自动化分析，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获得初步的发

展，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加拿大魁北克水电大坝上全自动

生化系统研究上获得初步的发展，实现集成开发安全监测自

动化系统，实现大坝安全监测数据的远程运输从而方便对大

坝安全监测进行远程传输，监测技术最远传输距离达到 230

公里。

2.3 中国大坝安全监测技术自动化发展

中国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整体的大坝安全监测自

动化起步相对较晚，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才在二十多

座大坝工程上开展安全检测装备并实现完成安全监测数据信

息的收集。但无论是监测仪器的设备性能，还是数据收集的

可靠性和质量上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系统缺乏足够的稳定性，

所监测到的数据的准确程度也相对较低，这限制了大坝安全

监测自动化系统在更广范围内的使用和推广。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出现转折性发展，葛洲坝二江闸门集成分布式

变形和应力应变监测系统，为国内分布式大坝安全监测系统

大坝监测实施和开展奠定了一个基础，促进监测自动化技术

从研究阶段正式进入到使用阶段，为大坝安全运行奠定良好

基础。

3 大坝安全工程监测自动化发展趋势

在科学技术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人类有关于大坝安

全的观念在不断发生改变和提升，该如何更有效利用科学技

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也成为现阶段人们所思考

的关于大坝安全的一个重要问题。[2] 在大坝工程安全监测自

动化发展过程中，国家和人民对于大坝的安全要求也就更高，

这给大坝安全工程检测自动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和挑战。但

对于该如何通过不断分析和研究实现安全监测自动化的进一

步发展，还需要相关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进一步加强研究。

3.1 传感器智能化集成

现代化的监测仪器不仅需要数据存储和传输功能，还需

要实现自动化操作和逻辑运算判断等功能，这就需要智能仪

器中自带微型处理器和微型计算机方便数据处理和运算。而

在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发展过程中，智能仪器自动化

程度进一步提升还将伴随着自我诊断、自我检测、自我矫正、

结果数字化输出、直接展示物理量、人机交互、无线传输等

自动化功能，通过实现传感器的智能化集成来进一步提升自

动化水平。

3.2 接口的标准化和模块化

想要推动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在更广范围内展开应

用，就需要对系统中重要的技术、设备以及相关的零件达成

统一的标准，实现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尤其是各个监测接

口一定要达到标准化和模块化，方便操作人员安装和调适。

但现阶段国际上很多制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系统和接口无法

保证其通用性，使得专业人员接收和调试设备的时候需要不

断和厂家沟通，影响整体设备的安装和使用效率。尤其是在

后期设备和系统的保养和维修过程中也将会耗费较大的时间

和精力，一旦某个接口出现问题将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 [3]。

而想要推动大坝全监测自动化在更广范围上的使用，现阶段

就需要不断推动接口的标准化和模块化生产，以统一标准生

产接口，尤其是通讯协议、通讯接口、电源接口、传感器接口、

数据库接口等非常关键的部件，接口实现统一对整个监测自

动化系统的展开有着重要的影响。

3.3 支持远程操作和实时诊断操作

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本身所具备的远程操作能力是

十分重要的，这将会直接影响到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的质量

和水平，只有保障系统的远程监测和实时诊断能力才能更好

的达到自动化。但现阶段在整个系统基层维护操作和管理上

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操作、管理人员水平也相对较低，无法

满足设备的管理和养护要求。

但现阶段有线、无线网络覆盖面积的不断提升，为远程

操作和实时诊断设计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上移动

设备的盛行，只要网络能够覆盖、手机能够上网，在远程操

作支持的范围之内就能够通过移动无线网络利用手机接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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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数据、维护故障、原因分析等，甚至能直接根据故障出现

原因而生成修复方法，同时还能够及时地接收报警信息，为

整个系统运行奠定良好的基础。

3.4 系统整合

大坝上一般都建设了安全监测、监控、水情测报、视频

远程监控等系统，而为了有效提升大坝本身安全监测自动化

水平和效率，需要多加利用新型技术更好的额将这些系统整

合在一起 [4]。这样不仅能够提升整个大坝的管理效率，还能

够及时接收相关消息，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更好地保障大坝

安全，尽可能地多蓄水、多供水多发电，为整个大坝工程的

经济效益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

3.5 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是近几年一门新兴技术，一经开发和出现

就引起大众的重视，已经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得到应用。而

在现阶段的水利工程和流域研究领域中，数字水利和数字流

域的发展过程中虚拟现实技术已经成为其必然发展趋势，虚

拟现实技术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 GPS、GIS、RS 三大技术

相融合，从而达到自动监测目的。大坝工程安全监测自动化

应用中运用虚拟显示技术，主要包含有可以实现对大坝渗流、

裂缝、变形的动态模拟，以三维模式方便技术人员分析；以

现实模拟的方式了解上游对下游坝体所造成的影响，收集损

失评估、淹没情况评估，为制定更为准确、科学的应急预案

提供充足的数据；第三点是分布式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可

以借助互联网中共享的数据资源以协同的方式开发虚拟健康

诊断系统 [5]。

4 结语

在如此巨大庞杂的工程建设中，大坝工程本身外力作用、

所处环境、自身结构等都是非常复杂的，一旦监测不到位非

常容易也出现大型事故，对人民生命财产产生严重威胁。通

过促进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不断提高其自动化监测水平、

监测质量，为更安全地开展建设工程和后期大坝运行奠定良

好的基础。论文主要对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系统发展历程及

其发展方向进行分析，希望能进一步促进安全建设、智能化

自动化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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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lex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in time and space makes the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lso 
face great difficul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ization era, modernization and refin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
ect management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level, but als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ensuring its normal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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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在时间、空间上的复杂性使水利工程管理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难度和复杂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对水
利工程管理进行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不仅有利于提升管理水平，还有助于提升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保证其正常运行。　
　
关键词

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现代化；精细化　

 
1 引言

水利工程建设是关乎社会民生的大事，对国民经济和人

们安居乐业都有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正聚焦于水利，且今

后会不断加大对水利工程方面的投入，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已

经建成，但在后期管理方面仍然面临许多难题，做好水利工

程的管理工作对人们的生活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尤为重要，因

此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实现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是带动社会

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重要举措。

2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的背景

2.1 水利工程施工管理面临的问题

水利工程建设的复杂性。首先，在空间上，天上的降水

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汇流入库、影响施工过程、影响下闸蓄水、

影响安全度过汛期；地面上则需要解决施工占地、设施布置、

施工材料是否合适、质量安全是否过关、复垦等问题；水下

的地下岩溶、复杂的地质条件以及水库库容适宜与否都是建

设过程中面临的难题。

其次，在时间上，水利工程的建成从开始勘察到施工结

束至少需要数年的时间，规划、设计、施工、运维不仅要考

虑到技术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宏观政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安全论证等问题。最后，在协同上，一项水利工程的建设会

涉及很多方面，政府、甲方、设计、施工单位等，如何有效

协同各方开展工作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2.2 水利工程施工管理面临问题。

水利工程管理包含三个方面：工程合同管理、施工过程

管理以及竣工验收管理。合理的工程合同管理有助于控制成本，

优化资源分配，加快施工进度和提高效率。施工过程管理最主

要的是安全问题的管理。至于竣工验收管理则是在保证项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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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安全的前提下，合法交付使用的重要一环，更加不得松懈。

而在水利工程管理过程中，由于缺乏科学的管理态度，

施工成本控制达不到要求，质量安全意识淡薄，没有健全的

安全质量体系，这就容易导致工程建设质量安全不过关。在

这样管理建设现状下，进行水利工程管理的现代化与精细化

建设具有十足的必要性。

3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内涵

3.1 现代化的内涵

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导致

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转变达到

相对“理想状态”的过程称为现代化。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

过程。其主要特征是：生产社会化、生产水平高度发达、经

济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高

度集约化、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科技实力增强、劳动者素

质提高、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民素质大大提高、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等。而工业化则是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现代化的契机是以现代科学技术在生

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

3.2 精细化的内涵

精细化管理是源于发达国家的一种企业管理理念，属于

现代管理学所认为的科学管理中的第二个层次。精细化管理

关键将管理责任具体化、明确化，落实管理责任，它需要每

一个管理者都要到位、尽职。精细化管理的本质意义在于它

是一种对战略和目标分解、细化、落实的过程，能够将战略

规划有效贯彻到每个环节并发挥作用，同时精细化管理还有

助于提升整体执行能力。而在精细化管理过程中要有将规范

性和创新性结合在一起的意识。

精细化管理的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将管理者的工作质量

和效率的评判依据从依靠工作经验、眼光和管理艺术转移到

依靠技术和规律上来。技术和规律是从事一项工作成功的共

同的方法手段和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有利于将员工的工作质

量的评判依据从依靠个人领悟能力和学习能力的不确定因素

转变到依靠工作知识、工作技能上转变。第三方面，体系推动、

制度推动称为发展进步的主要动力。

3.3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的具体概念

水利工程有效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其建立科学先进的管

理体系。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指的不是单一的硬件现代化，

也不是软件的现代化，而是和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管理

体制以及先进的调度监控手段、现代化管理措施、管理理念

和管理队伍等。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水利工程管理精细化作为一个现代工业化的管理理念，其最

大的特性就是注重细节部分、注重过程、注重质量和结果，

追求每一个细节的精益求精 [1]。精细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延伸，

在硬件现代化、管理体制现代化等基础上对于工作管理的进

行更加细致，就是对管理工作的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

水利工程建设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在水利工程管理

中引入现代化技术能够不断提升公司的管理效率与质量，引

入精细化管理则可以使管理工作不断优化。水利工程管理现

代化与精细化建设是顺应时代潮流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作

为，不仅有利于建设健全完善的管理体制，同时还有助于打

造优秀的管理团队，做好工程合同管理、施工过程管理和竣

工验收管理，从而有效发挥水利工程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带动国计民生的发展。

4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目标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和精细化的目标是对工程的管理体

制进行逐步深化，通过水利工程的运行细化及梳理相应的管

理模式 [2]。通过加强管理制度建设、管理队伍建设，有效应

用信息技术，加强考核等措施把握水利工程动态状况，提高

水利工程管理水平。以实现稳定发展为原则，确立民生水利

的意识，以安全运行与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管理体系的改

革与发展为民生建设与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5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措施

5.1 转变传统思维，提升现代化与精细化管理意识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影响物质。因此，在建立水利工程

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体制机制之前首先要转变传统的思维方

式，树立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的意识。倡导现代化、精细化

管理文化，在意识与思维方式上明确在水利工程中现代化与

精细化建设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5.2 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

管理体制与管制制度建设是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中的基础

性内容，因此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现代化与精细化的建设需要

采取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适宜地进行体制改革，加强调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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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勇于进行制度创新，利用优势资源，提高管理水平，建

立稳定发展的体制机制。采取科学合理的管理方式，明确相关

人员职责，实行责任到人。深化体制改革，建立一整套完整的

水利工程管理制度体系，使管理工作制度化、体系化，员工职

责明确化、精细化，这是进行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的基础工作。

5.3 加强管理队伍和管理系统的建设

管理队伍和管理系统的建设是水利工程管理过程中的关

键一环。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要求有高素质的人才、现代化

和精细化的管理理念。这就要求在加强管理队伍建设过程中

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力度，可通过从外引进相关专业人才，引

进的人才需要掌握相关的管理知识与管理技能，从而有效提

升管理队伍专业技能水平；在内部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培

训，培养一批复合型人才，增强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提高

专业素养。并进行严格公正的检查与考核机制，保证管理队

伍的专业水平和管理水平。积极推进管理系统建设，利用信

息化技术，将数据库有效运用到管理系统中，采纳信息化管

理，可有效提高管理水平与效率。对水利工程中的规划、设计、

招标、施工、运维等实行信息化综合管理，可有效掌握多方

面信息，对水利工程管理具有重大意义。

5.4 以科技创新推动发展，加强信息技术的利用

在水利工程管理中，要不断接纳创新科技，掌握新技术，

拥有新思想，开拓新思维，运用新方法，以创新推动发展，

转变传统的管理模式，采取新型管理措施，提高管理体系活力。

积极推进现代化管理发展规划，引进管理新技术，建立新型

安全检测系统实行水利工程运行的自动化控制，提升水利工

程管理的科技含量 [3]。

在水利工程建设与维护中可加强信息技术的利用，构建

一系列的评测体系，运行管理体系等，全面把握水利工程维

护相关信息，做好建设与维护工作。加强监测系统建设，有

效利用卫星监控系统等设备。结合网络技术与通信技术有效

加强控制系统建设，及时开闸或节流。运用 GPS 等定位技术

与地理信息技术高效监测水利工程使用现状，综合分析使用

寿命，及时进行维修养护工作。创建运行管理数据库，整合

法律法规，听取专家建议，有效保证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

5.5 构建公正严谨的科学考核评估机制

此项考核机制，一方面对工作人员进行考核，保证员工

工作积极性，增强竞争意识，提升自身专业技能水平，同时

有效把握工作人员工作现状，对管理队伍进行优化调整，保

持管理队伍的高效管理能力。并建立必要的激励政策，提升

工作人员积极性。一方面对水利工程进行安全考核监测，保

证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安全性与质量，保证工程建设完成

后合法交付使用，后期维护检修过程中科学严谨的考核检测

机制也有十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通过构建数字模型，打

造详细的模拟体系，做好针对突发事故的防护工作，有效应对。

5.6 加强有关部门的协同配合

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涉及多方部门，保证工程的顺利

建成需要各部门加强沟通，协调一致，对面临的问题进行交

流，多方合作，才能构建现代化、精细化的水利工程管理制式。

从而保证在工程管理的三个主要方面中管理的到位，保证工

程质量，提升现代化与精细化水平。

6 结语

在加强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水利工程管理进行现代

化与精细化建设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

事。基于此，要从提升现代化与精细化认识开始，明确在水

利工程管理中现代化建设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明确精细化

这种管理文化与管理理念，提升管理人员专业素质，打造专

业技能强、管理水平高的管理队伍，建设有关体制机制，结

合先进技术，以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

推动其发展进步。以求水利工程建设充分发挥其带来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的能力，推动国计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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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Long-Term Management Model of “River 
Chief System”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Jincun Kan 
Xinjiang Corps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Group) Co., Ltd., Urumqi, Xinjiang, 83000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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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s
small and medium-sized rivers; river chief system; management model 

中小河流“河长制”长效管理模式探讨　
阚金存　

新疆兵团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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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中小河流；河长制；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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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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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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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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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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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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Automatic Monitoring 
Technology for Drinking Water Safety in Rural Areas 
Lujun Yan 
Water Conservancy Bureau of Boxing County, Binzhou, Shandong, 2566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areas. 
In order to avoid heavy construction and light management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For the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living standards, the role of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in drinking water safety engineering is an inevitable demand. So based on the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xtension and application of automatic monitoring technology. 
　
Keywords
 rural drinking water; automated monitoring; safety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农村饮水安全自动化监控技术研究及应用前景分析　
闫路军　

博兴县水利局，中国·山东 滨州 256600　

摘　要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对新农村建设产生了重要作用，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为了避免工程重建设而轻管理，
需要增加自动化监控系统。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来讲，自动化监控系统在饮水安全工程中发挥作用是
必然需求。所以论文基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对自动化监控技术的推广应用发展进行论述。　
　
关键词

农村饮水；自动化监控；安全工程；发展　

 
1 引言

在农民生活水平和经济水平逐渐提升的过程中，农民对

供水有了更高的要求，在实现基本用水的需求基础之上，对

用水提出了安全、可靠、经济和高效等要求。而且在农村供

水建设工程过程中，随着建设力度的加大，农村供水工程数

量大大增加，传统的管理模式对中国湘军的农村供水工程来

讲已经不再适应，为了增强监督与管理效率和质量，需要增

加信息化以及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这也就是论文所论述的自

动化监控系统。

2 自动化监控系统实施重要性及意义

在农村供水管理工作当中，增加自动化监控系统，是对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进行强化以及监督管理的重要途径。因为

对于中国农村供水工程来讲，供水点非常多，而且覆盖范围

非常广，所以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以农村为据点进行发展的

速度非常快。在实际管理过程中，通过信息化以及自动化技术，

并且结合自主研发的相关监控软件能够在可上网的位置或者

是手持移动智能终端上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1]，关键供水参

数进行随时随地的了解，同时实现精细化管理与运行。

供水自动化监控，对于安全供水来讲是最主要的保障措

施。在实际监控过程中针对所供给水的浊度、消毒剂余量以

及 ph 值和电导率等相关数据测算安装传感器，实现在水源、

水厂以及供水管网首尾点和中间点的供水环节在线监控，同

时对供水设备也进行全面的运行管理，及时发现供水过程中

所存在的异常状况，并且采取措施进行解决，降低供水安全

事故的出现。

对于农村供水安全工程来讲，自动化监控技术的应用是

进行高效技术培训和农村供水发展水平展示的最直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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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监控系统落实，并且投入运行之后，能够通过卫星照

片以及标准地图等来对供水安全工程进行分层和直观的观察

并展现出相关供水工程信息。中国现如今城市水厂运行过程

中都采取了自动化监控技术，而对于农村供水工程来讲，因

为条件限制和使用对象的不同，所以自动化监控技术的应用

在极大程度上具有更高的要求。

3 自动监控系统的组成结构

3.1 供水调度管理系统

对于供水安全工程来讲，供水调度管理系统是整个系统

当中的运行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内容是对工程覆盖范围内供

水业务管理同时对各监测站点所提供的相关监测数据以及信

息等进行处理，并通过汇总形成数据中心，与上级供水主管

部门进行信息交换和共享，最终将处理结果反馈到农村安全

饮水工程服务当中。对于供水调度管理系统来讲，需要的硬

件设备包括了数据服务器以及视频服务器和打印机、交换机

及防火墙等相关设备 [2]。

3.2 水源井运行监测控制系统

水源井对于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来讲是供水员，所以水源

井在供水过程中的流量压力以及水泵电压电流和功率等参数，

对整个供水工程的安全性和供水效率都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

响。所以针对上述参数，需要进行自动化采集和传输，同时

需要实现对提水泵远程启动以及停止的控制。为了实现上述

功能，水源井运行监测控制系统所需要的相关硬件设施主要

包括测量计、压力计和摄像机、交换机和电源保护器及 plc 控

制器等。各项应用件设备通过科学搭配组合在一起，形成完

整的水源井运行监测控制系统，通过对各项参数以及工矿视

频和供水需求参数进行信息处理，然后针对提水泵等相关设

备进行远程控制，保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安全输水以及合

理水源供应。

3.3 加压泵运行监测控制系统

该监测控制系统，主要是对加压泵站所产生的流量、运

行过程中的压力和蓄水池水位，加压泵运行的电压以及电流

和功率等相关参数和实际运行工况视频数据进行自动采集和

向上传输。通过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计算，从而实现

对加压泵启动和停止的远程控制。该系统的主要组成硬件配

置，包括 plc 控制器流量计、压力计及水质分析仪、电源保护

器和交换机等等。设备经过科学搭配之后，形成统一的运行

系统进行运作，对各项运行数据进行监测与控制，通过数据

反馈以及信息处理实现远程控制，从而达到确保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安全输水和输水良好有效控制的预期工作目标。

3.4 供水管网运行监测控制系统

供水管网所产生的压力，需要由相应的监测控制系统对

其进行数据采集及分析，该项工作的实现主要通过供水管网

运行监测控制系统当中所配置的遥测终端机以及 GPRS 通信

模块和太阳能电池板等相关设备来实现。设备组成之后，形

成完整的运行监测控制系统，对各管网处的节点压力情况进

行数据自动采集和分析，从而判断供水管路运行是否正常，

如果有泄漏或者是其他问题会及时的进行定位并上传相关数

据，使之可以获得及时处理。

4 自动监控系统的推广前景

对于中国农村所进行的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来讲，因为中

国复原辽阔，农村非常多，所以实际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数

量非常多，在执行过程当中，工程建设形式有单一村落供水

以及多村联网供水等不同形式。在近些年来应用自动化监控

技术来进行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使得供水调度更加优化，供

水过程中所出现的故障率大大降低检修的时间也得以减少，

所以供水效率大大提升。在自动化监控技术不断发展过程中，

人们对自动化监控技术的认知及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所以

自动化监控技术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当中的应用以及发展也

将变得更加顺利和长远 [3]，对于未来的农村供水工程来讲，

自动化监控技术将成为核心技术进行应用。其他的供水技术，

也将在自动化以及信息化的监控系统统一管理背景下发挥出

更大以及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自动化监控系

统将会实现在办公室当中清点鼠标，或者是对移动终端设备

进行画面切换，实现对应饮水及供水管网的控制。而且通过

移动终端设备以及计算机设备，可以对供水厂的蓄水池水位

及供水管道流量等水位变化情况及时进行了解和实时监控，

根据水情变化对供水工程所出现问题进行及时的维修和抢险。

过中央控制系统，对集中管网控制下的各输水点以及供水点

进行水量的调配，确保各供水区域都能有安全水源饮用。除

此之外，通过移动终端设备水表抄表及故障上报等也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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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无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实际作业，通过相

应的软件程序就能对供水期间供水压力进行缓解和调节来提

高供水智能化的建设水平 [4]。

5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在论文中对其进行了全面剖析，对于农

村饮水工程和自动化监控系统来讲，在实际落实过程中是非

常有利的，对农村饮水安全质量保证及供水效率提升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所以也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自动化监控技术的应用将更加普及，而且随着信息技术

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变得越来越智能化，为饮水工

程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和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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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IS Technology in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Jing An 
Golmud Water Resources Comprehensive Service Center, Golmud, Qinghai, 816099, China 

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mproving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
tion, increase the actual income of farmers, reduce waste of land resources, and promot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GIS technology in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m-
bined with the problems of lack of knowledge and small scale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nalyzes the path t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GIS technology in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 and pro-
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agriculture. 
　
Keyword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GIS technology; rural water conservancy 

GIS 技术在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中的应用　
安静　

格尔木市水利综合服务中心，中国·青海 格尔木 816099　

摘　要

在信息化时代，提升农业技术水平可以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的实际收入，减少对土地资源的浪费，促进农业环
境保护。基于此，论文主要分析了 GIS 技术在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中的应用价值，并结合应用过程当中存在的知识欠缺、规模
小等问题，分析了提升 GIS 技术在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中应用效果的路径，以改进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转型升级。　
　
关键词

农业技术；GIS 技术；农村水利　

 
1 引言

水利工程是农村发展的基础，良好的水利工程不仅可以

改善灌溉情况，提升农作物的品质，还可以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提升农业生产的实际效率，减少农民的成本，提升农民的收

入。进入到新时代，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农村技术建设，

农村水利就是其中重要的工程项目，通过 GIS 技术在农村水

利工程管理中的应用，可以提升水利工程的管理水平与沟通

水平，减少产业资源浪费。

2 GIS 技术在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2.1 提升农业发展的科学化水平

目前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种类非常众多，如小型的水库、

小型的机井等，但是这些小型水库规模较小、能力较差，一

般都是通过农业扶贫基金来新建的，没有科学化的管理。应

用 GIS 技术可以对这些小型水库进行统筹，突破传统思想的

限制，提高其管理水平 [1]。

2.2 提升农业发展的标准化水平

农村水利工程传统的管理方式主要是按照行政区划来进

行管理，缺少联动机制，由于一些地方在财政方面存在负担，

而没有对小型的水利工程进行系统化的保养，这不仅增加了

农民的负担，还造成管理维护人员入不付出的现象。应用 GIS

技术提高农村水利管理的水平，可以进行全面的工程养护，

降低农民的负担，使得财政可以有全面的技术支撑，提高整

个农村水利的管理水平。

2.3 提升农业发展的实用性水平

农村地区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但是一些水利工程并没

有适应当前农业科技的繁荣，虽然政府投入了大量的政策和

资金对农业发展进行支持，但是实际上水平有限，应用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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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以提高整个水利工程运用管理的一致性程度，从而全

面改善农民的农业生产，提高政策的实用性。

2.4 提升农业发展的开放性水平

GIS 技术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可以解决目前水利

技术人员参差不齐的问题，从设计、监理、施工、政府监督

等多个层面提供相应的数据支撑，从而拓展水利工程的覆盖

范围。在 GIS 技术的支持下，农业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

可以进一步提升 [2]。

3 提升 GIS 技术在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中应用

效果的路径

3.1 把握科学的 GIS 技术设计原则

农村的信息化管理是一个恒久的课题，也是目前中国建

设的重点之一，在农村技术发展的过程当中，结合互联网技

术以及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全面提高开发设计的科学性，但

是在整体设计的过程中也要秉持相应的原则。首先，系统的

设计要秉持一致性原则，借鉴全球的相关成功经验，对水利

工程的实际分布情况进行科学地把握，并全面选点。避免因

有所侧重而使整体设计的科学性受到负面影响。其次，系统

设计要秉持实用性原则，立足于当地的农业发展实际情况，

并结合管理情况农民的素质水平，给予及时准确的有效技术

支撑，满足农村未来水利工程管理项目的发展。最后，在系

统设计的过程当中要保障兼容性，也就是说满足农业技术发

展的未来，按照目前的发展格局来进行整体化的设计，既要

考虑当下，也要考虑未来，不仅能实现各种地理信息数据的

共享和升级，也要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系统进行良好的预

判，这样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水利资源

数据应用的有效性。[3]

3.2 完善 GIS 系统功能结构

农村水利工程与 GIS 系统的结合，本质上是资源信息共

享系统，也是一个高度集成化的系统，完善其功能结构不仅

可以为各个水利工程的主管部门以及政府的监督部门提供基

本的信息，也可以保障各个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应用自己的职

权，来对水利工程的数据进行调取。完善 GIS 技术的功能结

构要立足于当前互联网以及地理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果，根据

农村水利工程的实际状态，进行点、线、面的分析，并且纳

入到政府政务管理平台当中，对后期的水利工程进行优化维

护，避免出现设备无人维护，长期不能使用造成资源浪费的

现象。功能结构的完善可以采用 b/s 或 c/s 相结合的软件架构

方式，联合硬件的实际发展成就，根据不同工作方式来进行

具体的选点。一般来说，农业技术可以采用 c/s 架构，将其嵌

入到目前的科学管理系统当中。农业科学管理人员和工作部

门可以按照工程状态地图信息、项目范围等不同的功能模块，

来对相关的信息进行维护，并且结合省级行政区划、县级行

政区划、村级行政区划，来对工程结构进行系统性分析。[4]

3.3 发展 GIS 信息体系

在农村实际工程完善的过程当中，要结合当地的实际，

分析当地水利工程发展的要点，例如中国河南省某水利工程

信息系统建设，就按照供水信息管理系统、抗旱应急管理系

统、工程上图功能、地图功能查询统计功能、面积测算功能、

数据传输功能、输出打印功能、系统维护功能型模块，来对

整个 GIS 信息统计系划分，这样的方式可以提高信息查询的

有效性，并对其他部门的工作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持。在完善

系统架构的过程当中，还要从不同层次进行优化设计，例如，

可以将整个水利工程的信息系统分为基础层、数据层、应用

层和服务层进行整体把握。一般来说，信息系统的运行和构

建要按照科学化的原则来进行统筹分析，也就是说，在农村

水利工程管理系统的大框架下，按照垂直划分的原则搭建数

据库基础平台，GIS 基础平台，从而将不同的数据整合在一起，

方便后期的数据管理和交换。技术人员要依托目前已经比较

成熟的原始资料分析技术、三维场景转换技术、数据库管理

技术，尤其是 SQL 软件等等，对于上述信息数据进行统一管

理和存储。

3.4 完善 GIS 信息管理功能

目前，按照农村水利工程的实际应用情况发展 GIS 信息

技术，主要是为了提高农村水利的信息发布水平、信息查询

水平和资料浏览水平，从而提高抗洪抗旱能力、应急修复能

力，农业补贴能力以及信息转换与共享能力。这就要求基础

建设人员，根据地理空间基础数据库获得相关的数据，完善

水利基础数据库、农村水利工程专题数据库以及元数据库，

并在基础层完善的基础之上，提高操作界面的流畅性以及数

据库平台的一致性，不断提高水利工程信息管理功能的有用

性。例如，在农村的一些小型水库机井池塘管理的过程当中，

就要按照实时纳入的原则，将客户端的分类对应到每一个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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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水利工程点，通过这种点、线、面的一致管理，建设比

较有效地指挥系统，并根据项目的运行时间、成立时间、竣

工时间、长度范围、出水能力、收益范围等等，进行图片录入，

保障查询人员在获得相关数据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反应出

实地的情况，为后期的查询以及监管提供有利的条件 [5]。

3.5 提高应急管理水平

农村水利工程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防洪抗旱。在这一

方面。技术人员也要进行优化设计，从防洪抗旱工程的申请、

审批、施工以及监理各项流程，来对水利工程的实际运行情

况进行统筹分析，确保功能的添加和数据的更新，都可以在

目前 GIS 信息技术的指导下来进行，方便后期的管理人员，

对于各项数据进行维护更新。这样的动态化管理方式，可以

充分利用 GIS 系统的地图功能、查询、统计功能、输出功能

和其他功能，来有的放矢地进行数据化的管理。在未来发展

的过程当中，还要应用 GIS 搭建的一些地图平滑缩放功能、

自由漫游功能、系统纠错功能，来对相关的水利工程要素进

行调整，避免由于数据维护不及时，影响查询和应用的实际

效果。县级行政单位和乡镇级行政单位要加强人才招聘，掌

握现代化的技术，提升技术人才在整体管理队伍当中的占比，

同时对农民进行全面的知识宣传与教育，引导农民按照系统

操作流程，自动上传相关的数据，并在每年春耕、秋收等关

键节点，学会应用该种技术来进行信息的查询，提供更多的

维修数据，方便水利单位进行数字化的管理。[6]

4 结语

综上所述，GIS 在农村水利工程信息管理当中有着非常

广泛的应用，借用这种现代化的技术可以提高农村水利工程

的信息化水平，从论文的分析可知，研究 GIS 在农村水利工

程管理当中的应用，有利于从问题的角度看待目前农村水利

基础数据库建设的不足以及技术的升级方向，因此要加强系

统性研究，充分利用 GIS 的强大空间功能，进行更加动态化

全生命周期的数据管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打下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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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quality control must be strengthened, so that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can be improved,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actual project construction, which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project qualit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defin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qual-
ity supervis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hoping to give you some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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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项目质量监督管理研究　
谢琳琳　

济宁市任城区自然资源局，中国·山东 济宁 272000　

摘　要

在水利工程的建设过程当中，一定要加强质量控制，这样可以使工程建设的效率和工程质量得到提高，但是在实际的工程建
设中仍然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对工程质量造成了严重影响。论文主要对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的定义，特点以及现状等作简单地
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　
　
关键词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研究　

 

1 引言

水利工程在国民经济发展当中属于重点和难点问题。在

建设中一定要保障水利工程质量具备可靠性的需求，但是，

在中国有非常多的水利工程仍然存在较大的利益冲突，造成

水利工程单位在监督管理方面无法达到工程建设的相关质量

要求。项目建设的周期比较长，需要进行巨额的投资。因此，

水利单位要不断提高各部门的工作能力，特别是质量监督管

理部门，这样才可以使水利工程具备可靠性。

2 具体定义以及特点

2.1 具体定义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实质上指的是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和具体的建设标准进而对工程主体的具体质量

以及工程法人的勘察、设计、施工和质量等进行监督和检查

的单位。

2.2 具体特点

中国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具备非常多的特点：第

一，综合性。中国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 ( 其中包含滩涂开垦和

城市供水工程等 ) 无论其投资渠道如何，都必须受到水利工程

质量监督机构的具体监督。第二，强制性功能。关于水利工

程监督管理条例当中的第二条有非常明显的规定：水利工程

质量监督局属于专门进行监督和管理水利工程质量的主要机

构。水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利会受到强制性的监督和管理。第三，

综合性，所有的工程项目都属于综合性的系统项目，政府在

监督和管理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对施工的某个阶段或者某个方

面进行监督，还需要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进行监督。因此，

必须要对测量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和原材料设备等进

行严格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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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体内容和程序

3.1 具体内容

水利工程的质量监督管理包含非常多的内容，具体包括

工程设计和施工的合理性，关于材料和设备的质量安全性及

具体审查等。这样非常有利于水利工程设计质量的提高，保

障建筑材料和施工质量得到良好的监督和管理。监督管理的

内容还包含水利工程建设队伍的具体质量检查和监督、水利

工程子项目的具体监督管理和详细化的质量检查。在水利工

程当中质量监督管理的具体施工技术规范化和质量标准化的

实施与考核等也属于比较重要的内容，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具

体的施工规范进行实施，这样可以使水利工程的具体施工质

量得到保障。建设和质量评估部门需要对质量进行检查和评

估，还要和评估数据相结合完成进一步的评估。以上这些都

属于水质监督管理中的主要内容。

3.2 具体程序

在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的管理过程中需要按照科学的程序

进行实施，只有这样才可以保障监督管理的具体质量得到提高，

更加的规范化。施工单位往往通过市水利局把提交的文件转向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以完成书面形式的具体规定。施工申请需

要符合相应的条件，只有该项目的初步设计获得批准之后，项

目法人确定可以把项目包含在相应的投资计划当中，并且对建

设区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了批准。施工之前还需要提交非常多的

材料，主要包含：项目的具体申请文件、项目的相关施工建议、

施工准备的具体文件、可行性研究和其他的一些相关材料等。

接下来，一定要通过质量监督的相关程序，按照相关水利工程

质量监督管理的具体规定，在施工之前，工程法人必须在水利

工程监督机构办理相应的手续，需要完成具体的监督程序，要

填写关于质量的监督函，还要按照相应的要求提交施工各方的

具体材料。最后需要对主项目报告的具体要求进行处理。主体

结构的施工招标完成之后，签订相应的合同，最后可以把移民

征地工作安排好，开始现场施工。

4 具体的影响因素

关于水利工程的具体质量监督，应该尽量不遭受外界因

素的相关影响，保障科学性、合理性和严谨性。但是在实际

工作中，水利工程的质量监督将会受到人员和技术等主要因

素的影响。如何更好的规避这些影响因素，对质量管理工作

的顺利进行起到严重的影响。

4.1 具体的人员因素

水利工程建设的主体是人，质量监督的主体也是人。因此，

所有质量监督行为在进行的过程中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是必

然的。政府领导人将会对水利工程的相关政策和措施造成影

响，同样也会对水利工程的财政支持和优惠待遇等造成影响。

在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的过程中，项目负责人对此将会发挥出

更加直接的作用。硬件环境和质量管理体系与管理层之间的

言行密不可分。操作员在质量监督当中属于一线工人，对质

量检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操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会对质量检

验结果的真实和有效性起到直接的影响作用。

4.2 技术因素

质量监督必须要把成熟的测试技术当作主要支持，而测试

技术对质量管理水平会造成严重影响，属于比较关键的因素。首

先，员工必须精通各种专业技术。其次，为了保障专业技术的

水平可以充分发挥，拥有完整和先进的测试设备与仪器是非常

重要的。最后，要不断对专业的检测技术进行更新，要和最新

的检测理念相结合，这样才可以达到一种最佳的质量监督效果。

5 存在的问题

水利工程在质量管理的过程中还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如

果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将会给工程质量造成非常大的隐

患，还会使有关监督部门的具体职责无法充分履行。因此，明

确了解质量监督过程当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是非常必要的，纵观

当前情况，水利工程在质量监督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问题：

5.1 项目设计当中存在缺陷

水利工程属于一种大型的建设项目，整个建设过程比较

的复杂，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施工之前的具体设计对施工的

方向和有效性将会起到直接性的影响。但是，当前非常多的

水利工程在设计方面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设计的

深度不足等。项目经理在进行现场检查时缺乏相应的经验，

并且在调查的过程中非常的马虎，进一步造成工程设计的不

合理化。在工作过程中将会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从而

增加了工程漏洞。设计中存在的不规则和不合理的地方也会

反映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打乱了项目建设的正常节奏，不

仅使施工周期得到延长，而且加剧了工程负担。临时改善设

计不足的问题将会使资金造成大量浪费，并且直接损害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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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由于项目的程序不足，不能及

时的跟进，也会使项目得到延迟。

5.2 质量监督管理不够标准化

水利工程属于比较重要的民生工程，因此在实际中需要

对其加强施工质量的控制，以保障整体工程具备良好的施工质

量。做好质量监督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但纵观实践的具体角度，

市场监督工作不具备规范性。一些质量监督管理人员在监督的

过程中缺乏自身的专业素质，没有完善的经验，监督不具备合

理性，这些情况对水利工程的质量控制将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5.3 质量监督管理的具体定位

在实施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工作之前，需要对水利

工程进行比较明确的定位，这样可以按照既定的具体目标进

行工作。但是，如果在实际的质量监督管理中没有进行明确

的定位，将会出现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在质量监督的具体

管理中，只重视事后检查，不强调程序的监督和管理，将会

带来非常大的经济损失。

5.4 质量监督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在实施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中，需要健全的制度支持，

这样可以保障工程的规范化发展。但是，从实际情况中可以

看出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体系非常的不完善，如果不按照

实际需要制定相应的制度，那么非常容易使具体的管理和监

督管理制度出现混乱的状态，不能对质量监督管理人员进行

很好地约束，并且也比较容易出现诸如权力和责任分工混乱

的情况，推卸责任之类的情况也比较容易发生。

5.5 工程质量相对比较低

在实际的质量监督管理中，关于水利工程质量低下的问

题是非常突出的。先前的设计工作没有办法共享相应的工作

材料，也没有进行具体的准备。设计师的思维受到很大的限制，

无法和市场开发的具体需求相适应。因此需要提高水利工程

设计人员的整体素质，如果设计缺乏一定的深度，那么将会

使水利工程的整体质量遭受严重的影响。

5.6 监督管理职责的分工不明确

水利工程的质量监督是需要政府进行监督的。当前，在

划分各种质量监督管理机构的具体工作职责时，仍然采用的

是相应的分级职责方法。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由于受

到分水岭和地区性等特点的影响，仅在投资性质的责任基础

上进行划分很容易使质量监督上面出现更多的矛盾，从而引

发各种各样的问题。

5.7 质量监督机构的具体经费不足

关于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的具体经费还没有进行具体的落

实，中国在 2008 的时候发布了关于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费

取消的具体通知。由于受到财务的具体限制，非常多的地方财

政部门还没有具体的执行该项规定。水资源部门在向财务部门

提交相应的财务预算时，通常不能得到批准，从而使质量监督

部门在资金方面出现严重短缺的问题，这样质量监督部门就没

有足够的资金进一步引进比较先进的质量检验设备，从而对质

量监督起到严重的阻止作用。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的相关管理部

门在检查中经常会采用检查和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如果发现工

程中存在质量问题和违法经营行为，那么可以把这种监督管理

方法称之为事后检查的类型，即应该及时的采取相应的补救措

施，要防止存在的质量问题和质量事故再次发生。但是这种质

量监督管理的方法存在很大的风险，不可以真正做到监督和管

理的目的。一旦出现大量的工程项目，质量监督管理机构的监

督效果将会大打折扣，事故的发生可能性也会很大程度上增加，

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

6 具体的解决方案

6.1 科学设计项目工程

为了进一步保障项目的质量，必须对项目进行科学化和

规范化的设计。想要保障设计的科学性，就必须对工程项目

因素进行综合性的考虑，尤其需要对项目所在的具体地理环

境要进行严格考察。经过综合性的考虑之后，设计出和当地

地质条件比较适应的工程施工图，这一点对项目质量来讲是

非常重要的。经过科学化和合理化的设计后，对其施工进行

规范化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规范化的施工方法和统一化的

施工标准，最终保障工程的质量和安全达到具体的标准。

6.2 保障质量监督管理体系的完善化

为了使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工作可以顺利的开展，

加强制度建设是非常必要的。要更加积极的促进监理市场的

健康发展，落实相应的监理制度等，引入具体的竞争机制，

保障监理制度的完善化和可操作化。项目法人必须要对项目

的具体施工监理实行相应的招标制度，按照监理单位的具体

业绩和实力选择合适的单位进行监理，明确监理单位的具体

职责。要保障监理施工行为的规范化，与此同时，建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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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质量监督申报体系是非常关键的。项目法人应该提供

比较完整的质量监督申报表和材料，验收之后需要及时的开

展相应的监督管理工作。只有质量监督管理体系的健全化，

才可以保障项目更加顺利的进行。

6.3 加强质量监督管理小组的建设

想要加强具体的质量控制，做好质量的相关监督管理，

就需要有一支比较强大的队伍来做支撑。在目前的水利工程

建设中，数量和规模一直都在不断的扩大，因此迫切需要增

加具体的人员数量，以更好的和实际管理需要相满足，使质

量监督的具体管理水平得到提高。每个质量监督管理机构都

要做到务实、现实，进一步加强质量监督人员的培训，提高

整体业务水平。当然也需要重视基础技术人员的教育水平，

并且要不断地培养员工的职业道德和技能，这些都属于提高

质量监督管理水平的重要措施。

6.4 重视实物和行为的具体监督管理

在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实施中，要不断的对实物和

行为加强监督，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施工方和监理人员的抽

查属于一项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任务，不同工程的具体验收监

督和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要重视质量检查方的具体检查工作，

保障从实物监督逐渐的转变为行为监督，使传统质量监督和管

理模式得到优化，并且可以随时的实施随机检查和巡回检查。

只要对这些方面进行加强，就可以更好的实现工作目标。

6.5 对施工前的质量监督管理进行加强

前期就需要做好相应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这属于保障

水利工程质量的重要内容。水利工程的具体设计和原材料的

质量属于质量监督管理中的主要方面。负责人和各主管应该

对设计部门的监督进行加强。按照具体要求，设计部门应该

进行不断地探索和收集数据等，以更好的保障数据的科学性。

在原料质量监督管理的具体过程中，相关管理部门和采购部

门一定要履行职责 [1]，保障原料的整体质量和安全，避免因

原料质量的问题而进一步使工程出现质量问题。关于机械设

备的具体质量监督管理也属于一项比较重要的内容。在水利

工程建设中会利用到非常多的机械设备，因此需要对机械设

备进行及时的管理和维护，以保障整体施工的顺利进行。

6.6 明确规定具体的职责

水利建设项目具备地域性，流域性和阶段性等特点，工

程建设的周期比较长和投资比较大。因此，对各级水质工程

质量监督机构的具体职责进行明确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可以

保障监督管理在有序中进行，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和

利益。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行政执法主

体恢复之后，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把监督的职责化当作重

中之重的事情，尤其是水利部质量监督管理站和省质量监督

管理中心一定要重视起来。应该拥有更高的出发点，并在管

理上花费更多的精力。部和省级质量监督机构不仅需要承担

促进行业质量监督的工作重担，还需要处理其他比较繁重的

工作。要从根本上对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进行规范和加强。

6.7 改革筹资的获取方式

资金对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可以起到

保障的作用。首先，要保障政府全额拨款所对应的财政预算，

而不是从相应的监管部门进行收取。由于利用建设单位的钱来

完成具体的监督管理，很容易造成质量监督机构出现增收处罚

力度的现象，容易导致腐败问题的出现，而且和国际惯例也不

相符合。与此同时，政府委托质量监督机构要依法的行使相应

的质量监督管理职能。尽管其具备专业化和社会化的特征，但

是其工作从本质上来讲是属于政府的一种行为。因此，国家用

来维护公共安全和环境质量的具体公共管理费用不应该由具体

的建设单位承担。其次，政府应该按照被监督项目的具体实际

情况，从而制定出合理化的财政预算，并利用具体的分配方式

把资金分配给相应的质量监督机构。按照对中国水利工程现状

的具体调查，政府和公有制单位属于水利建设工程中的主要投

资主体，私人投资的数量和规模都比较小。

7 结语

总之，保障水利工程建设质量是促进和谐社会稳定发展

的必经之路。但是，由于受到外部工程环境和内部管理环境的

具体限制，水利工程的质量管理在实际工作中将会面临非常多

的困难，对水利工程的顺利开展造成严重的制约。面对这些困

难，首先需要清楚地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哪些因素对质

量监督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把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起来，及时的

发现和找出质量管理中的主要问题，并最终采取有效的措施进

行解决，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水利工程更加蓬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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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Basis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Shubin He 
Water Conservancy Bureau of Linyi City, Shandong Province, Linyi, Shandong, 276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state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rivers and 
lakes. The river system has very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in protecting water resources, improving water environment, repairing water 
ecology and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water pollution. The long-term governance of the lake is also an important product of China’s 
current theor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legal basis and practical issues of 
the river system in the new stage and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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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的法制基础和实践问题　
何书斌　

山东省临沂市水利局，中国·山东 临沂 276000　

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越来越重视河湖的管理和保护，河长制在保护水资源、改善水环境、修复水生态和防治水污
染中具有十分显著性的特点，是实现河湖长久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目前依法治国理论的重要产物。因此，论文主要针
对新阶段的河长制的法制基础和实践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河长制；法制基础；实践问题　

 
1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变化，中国也开始提出了各种先进

的理论和实践措施。其中河长制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

一项理论政策，其主要是由各级党政负责人担任本地区的河

流湖泊的管辖责任人，通过对水资源的保护以及其他水域岸

线的管理，逐步地对水污染以及水环境治理进行执法监管。

它是中国保护河流治理河流的一大创新举措，因此必须要对

其进行完善，提供配套的体系。

2 基本理论的背景

河长制主要是由各级中国共产党党政负责人深度贯彻落

实十九大会议所提出来的加快水污染治理工作，实施流域环

境与近海环境的综合治理理念所提出来的意见方针政策。这

项方针政策首先是由中国江苏省无锡市的某位领导提出的，

主要是由于 2007 年的太湖爆发的蓝藻污染事件，这个事件的

爆发严重的影响了当地的水资源环境。对此，无锡市采取了

紧急的应对措施，在环境司法等方面进行了制度的改革和创

新，从各地借鉴相关的环境治理经验以及河流湖泊的净化经

验开始为河长制的建设奠定了基础。由于无锡市开始起了模

范带头作用，后续的中国昆明市，沈阳以及大连等城市也陆

续地实行这项方针政策。2016 年中国习近平主席主持的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中审批通过了全面推行河长制改革的意见，

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开展河长制的工作以及这项方针政策的确

定。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概念，将生态文明建

设放在首要地位，全面地推行河长制的改革。这项制度目前

已经在 16 个省内取得了明显的改良效果 [1]。

3 河长制的作用

3.1 促进水资源的有效管理

水循环和水量平衡都是水的一种衡量性的理论指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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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明特定区域内的水资源的局限性，提倡人们用水上的

节约。因此在水资的治理过程中，必须要制定相应的水资源

保护政策，全面对水污染以及水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进行完善，坚持依法治水，使水资源能够以能量转变的方式

实现可再生循环，保证人类社会的稳定，使得水资源的合理

利用处于一个平衡状态 [2]。通过了解相关知识，会发现资源

中对河湖水系等自然规律，必须要在自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

科学化管理，保证湖泊之间的水资源利用效率以及河流中的

生命的繁殖合理配置，这样才能够科学的协调各部门之间的

用水矛盾，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实现利用的最优化。在

此期间，进行水污染防治主要是从生态法治等各方面采用不

同的手段，使得所有的污染物成为其治理对象，从不同的角

度改善水质，恢复受污染环境中的湖泊生态，保证社会与经

济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这样可以使得原有的

水资源纠纷得到缓解，减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 [3]。

3.2 加强政府等的理论支撑

在进行水资源的有效管理中，必须要打破旧的水资源管

理制度，建立起一个新的湖泊管理方案，保证湖泊资源环境

的法制化建设，根据现实需求，为后续的河流湖泊以及海洋

法制化处理提供有效的方案。在利用河长制处理相关的事务

时，必须要有相应的水务管理法律作为支撑，否则其矛盾很

难得到解决。除此之外，还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为河

流的贡献力量，逐步的确立相应的技术标准作为支撑和长期

稳步发展的技术手段以及标准规范，加强行政管理体系的构

建，改善河长制的行政审批制度，使得水域的监督管理机制

和行政考核机制等能够在水环境下进行有机整合。从长期来

看，河长制的推行实践是有很大的成效的 [4] 。

3.4 扩大河长制的应用范围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河长制已经起到了很大的成效。

自 2008 年起，江苏无锡市的太湖事件爆发之后，太湖领域就

围绕规划目标等要点先后三轮对该地区的河流实施了综合的

治理方案，并在 2015 年的水质检查中获取了较大的成就。在

这几年的管理中，太湖流域的富营养化程度由中度变为轻度，

其中的断层水质达标率高达 62%，其水质的整体清洁能力得

到改善。对此，必须要在实行河长制处理之后，进行国家的

针对性的治理意见和治理方案的执行，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的治水方针政策。

与此同时，浙江省更是在 2015 年对浙江省的河流进行了河长

制的方案执行，使该地区的水质更加的标准化，生态环境变

得更加的好，消除了河流的黑臭现象，使河流的治理取得了

很大的成果，为落实十九大报告，加大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了很好的实践基础 [5]。

4 河长制存在的问题

4.1 制度的运行存在缺陷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考核问责机制是核查制制度运行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的提升这项制度的科学性和实

操性，必须要保证核查制度的有效运行，其中这项制度不能够

太过于严格，否则会使党政机关负责人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大幅

度下降，不能够为后续的河流保护提供对应的方案。由于《意

见》仅仅只是在总体要求中规定该地区的人员要建立健全河流

湖泊的管理考核机制以及责任追究机制，赋予了河流管理工作

人员相应的权利，但是由于其发展历史较短期制度的运行还存

在着较大的缺陷，其制度的发挥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在考核

机制中，很多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仅仅只是进行目标责任书的签

订，而没有在法律的形式上提出对应的要求，因此很多工作人

员在执行这项决定时，很可能会抓法律的漏洞，仅仅只是做一

些形式主义的表面工作，没有使社会的环境得到有效的治理，

从而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以及考核期限的困难，如果考核期限过

短，人为制定的制度就会不符合治理水污染或者保护水资源所

产生的内在科学规律，一旦这种过高的实质要求没有达到，那

么很多的领导人员就会为了考核期限以及考核业绩降低对水质

的要求，容易导致当地陷入一种治理困境。

4.2 信息的收集存在缺陷

在进行意见的实施管理时，必须要根据现有的实际情况，

将河流的治理划分为多种情况，准备好多种的应急措施，一

旦这种河流治理取得了很好的成果，那么这种水流的水质也

会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但是由于河道内部的分支较多，其

相应的信息获取也会更加的繁琐和杂乱，如果采用传统的方

式管理，那么其有关的河道信息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交

叉，信息的沟通交流十分困难，还有可能会造成信息传递的

制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河流的风险管控。建立河长制的信

息管理平台，必须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前期的工作调

研评估以及方案制定，多方面的进行比对后，聘请专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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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以及公民对其中的方案进行筛选，逐步的选择更加合适

的方案，这样才能够减少信息收集的缺陷性，也不会使信息

在传输过程中以及获取中出现比较混杂的情况。

5 河长制的实施措施

5.1 完善公众的监督问责

在进行信息管理时，必须要根据其实际情况将《意见》

中的所有内容提供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逐步的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法律依据，深化依法治国的社

会实践，积极的推进科学立法，依法立法的推进和长治建设。

在此期间，还必须要重视环境保护法中的环境质量管理体系，

使其逐步成为各级党组织负责人，该项职责属于法定化的法

律依据，可以使法律层面中的党政负责人能够为后续的河长

制的建立以及选择提供一定的保障。但是由于前者与后期社

会实践经常出现不对等的情况，其实践和理论脱节严重，在

某种程度上必须要利用第三方的力量来对河长制的内容进行

监督管理，保证其实施情况与政策进行紧密结合，将河流作

为公共资源。在推行核查治理的治理过程中，必须要设立起

一个单独的监督管理小组，使这项监督管理小组积极的落实

各省各地区的河长制的实际情况，这样可以充分地利用信息

技术实现全面的监察和保护提升公众的参与能力以及参与度，

这样可以为其后续的体系化的建设奠定基础。

5.2 落实负责人的职责

在进行河长制的实施过程中，必须要落实党政负责人的

责任，发挥党政负责人作为河长的职责，明确各项监督管理

体系，实行差异化的绩效考核机制，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

明确分析，确立起相应的管理机制。由于这项制度是一种新

的目标管理机制，必须要根据相应的部门要求确定好本部门

人员所要履行的各项职责，在履行职责时必须要根据职责所

承担的内容对其进行合理的管控，通过目标方式实现职责的

区域化划分，这样可以为其中期评估以及中期评估核查奠定

基础。在此期间，还必须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合理的管控，

积极的落实人员的监督管理职责，这样才能在后续的体系化

建设中提出自我的成果经验，为后续的政策的执行奠定基础，

也能够改善职责问询制度，改变体系化建设改革力度。

5.3 促进河长制专项立法

就当下现有关河湖水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是《水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

例》以及部分地方性政策法规等，与河长制相配套的很少。

因此，必须加强河长制立法，做到制度实施中的立法先行。

从国家层面来看。应尽快将河长制纳入法制化进程中，对现

有河长制相关立法中的河长制相关条款进行梳理、整合，分

析其可以作为河长制实施依据的内容以及现行规定存在的法

律条款缺失问题，并且结合河长制相关具体实践探究关于河、

湖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的法律问题，为提出对策性建议

打下基础。其次，国家层面河长制的专门立法，应当偏重宏观，

主要是对河长制的适用范围、河长职责、河长制与原有法定

职能部门权限配置、河长的法律责任设定、党政职责及党政

同责等作出明确规定，为下位法的进一步制定提供法律依据。

明确“河长”以及相关部门的职责分配与监督体系，从根本

上解决“人治”与“法治”的冲突问题，职责行使与问责监

督体系相协同配合，明确有权必有责，权责相一致的原则。

从地方层面来看。河长制制度设计和宏观指导在国家层面，

而具体实施和落实关键在地方、在基层，这一点在河长制地

方实践中也足以体现。同理，在河长制的立法保障上也要注

重地方河长制法规的重要性，积极开展地方立法活动。

6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国家越来越重视河长制的治理工作。

对此必须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方针政策的落实，

完善原有的体系制度的建立方式。在此期间，必须要在各地

区积极地建立起先进的河长制申诉机构，确保公众投诉有方，

提高公众对于河长制的监督管理积极性，在实践过程中实现

河流湖泊的长期治理，保障制度的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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