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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下的乡村振兴产业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经济的发

展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本文在

客观揭示水利工程现有问题的基础上挖掘深层次原因，

立足于实践提出精细化的管理改进措施，希望促进现代

化水利工程管理效率和质量全面提升，为水利工程管理

工作提供有益指导。

一、现代化水利工程管理现状

1. 管理工作流程粗放

从水利工程管理现状分析，对管理工作流程的细化

程度不足。比如，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人员均为管理人员，

其工作内容和岗位职责未进行明确细化及分工，导致出

现部分工作重复管理而一些工作又无人负责的现象，既

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还不利于发挥水利工程的管理效

益。因此，实行水利工程精细化管理模式，完善人员管

理制度，细化工作流程，合理划分部门及岗位职责，才

能保障水利工程的长效稳定运行。

2. 现代化管理意识欠缺

目前，我国一部分水利工程依旧使用人工管理模式，

虽然这种以人为本的方式能实现对工程运行情况的实时

监控，也能进行分析和跟踪管理，但从管理效果上来说，

人工管理模式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干扰，不能保证管理

的科学性，并消耗了大量资源。因此，现代化管理体系

的建设至关重要。水利工程部分管理人员对现代化管理

认知不足，仅仅将其看作是利用计算机等先进设备汇总、

分析工程监控信息，而没有真正意识到现代化管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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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致使他们依旧被传统思维方式所禁锢，减缓

了水利工程现代化发展的步伐。

二、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策略

1. 确保工作人员具有主体责任意识

在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对用协会进

行严格管理，保证管理协会工作效率不断提升。管理部

门需要发挥出自身良好的指导作用，引导农户参与到水

利工程管理与养护工作中。在协会组建时，需要及时了

解用户需求和用户意见，对协会工作人员的资格进行审

查，严格贯彻相关落实，始终遵循自愿自发原则，构建

符合标准的协会工作制度。在灌溉工作开展中，用水量

和收费需要相匹配，对用户公开用水情况，逐渐完善收

费制度。水利部门还需考虑农户生产需求，积极进入用

水现场，对农户用水情况进行指导，预防出现水资源浪

费现象。还需借助网络平台和电视媒体，进行水利工程

管理方面的案例宣传，还可聘请专家进行讲座，构建完

善水利工程管理和养护工作体系。

2. 加强合同管理力度

通过提高合同管理力度，签订合同前，可以根据

对以往类似项目合同实施情况、结算及索赔情况的统计

分析，以此为鉴，双方签订合同时可以更好地完善合同

条款。合同实施过程中，通过“PDCA”法，既保证工

程进度、质量，又能较好地完成项目索赔工作，维护双

方利益。完工后，双方各自总结本工程合同实施中存在

的问题，吸取教训，对本工程中做得好的方面，总结经

验。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受自然环境、异常恶劣天

气、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投入施工的人员、材料、机

械设备等资源，都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不可预料的情况，

为了减少不可预估风险的负面影响，保障合同双方各自

的利益，减少经济损失，顺利履行合同要求，因此在合

同条款中融入保险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合同双方需要根

据工程特点及施工情况合理分析影响因素，协商之后可

以选择合适的保险机制，明确规划合同条款中的风险义

务等，降低索赔风险性。保险机制在水利工程施工合同

中属于附属文件，需要由合同双方协商购买保险的费用，

根据特定比例由合同双方共同承担。本着“专业、科学、

实事求是”的原则，组织专业的队伍，安排专业的人，

运用科学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对待索赔工作。由项目合

同管理、工程造价、技术人员组成的队伍，依照合同条

款，根据法律法规，结合基础资料，运用科学合理的计

量和组价方法，得到“拿得出、讲的透、算的来”的索

赔报告，以最高效率得到费用、工期索赔。

水利工程项目管理流程

3. 提升施工质量监管强度

实现提升水利工程质量控制，就要同步落实监管工

作，让两者可以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对工程质量产生正

面影响，从而让影响农业经济未来健康运营的水利工程，

可以在施工阶段得到最有效管控，提升工程的施工质量。

需要针对水利工程的所有环节进行详细监管，确保施工

各项内容符合生产规范。如果在检查阶段发现工程存在

异常问题，则要立刻将问题记录，并上报给相关部门，

并由专业人员对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提供科学方法解

决现有问题，并进行第二次检查，直到水利工程符合国

家施工标准。借助这种严谨的监督、检查程序，让各项

施工内容可以得到妥善处理，从而让水利工程在后续应

用中拥有稳定生产能力，推动地区农业健康发展。为让

水利工程的施工质量进一步提升，可以应用“三检制”

作为监管的基本原则。第一道监管程序、需要由班组进

行自检。出现问题需要及时修正，详细记录问题产生原

因，如何修复，让下次施工遇到同类型问题，可以得到

及时解决，对于一些细节内容则要严格管控，降低在施

工细节出现的安全隐患；第二道监管程序、施工员在班

组自检完成后，立即完成复检。着重强调工程的施工细

节，进一步控制施工的不确定因素。第三道监管程序、

由专职质检员负责完成最后的监管工作。质检员需要以

认真态度面对所有施工项目的内容，无论是施工常见问

题还是细节内容，都需要以施工规范为主，对于一些内

容做好记录，项目存在任何问题都不允许投入应用，以

此提升工程项目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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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过程精细化管理

首先，根据建设项目的规模和需要，设立不同的部

门或部门，由其他部门负责项目的具体衔接，由骨干人

员牵头，准备开展相关工作。所有工作均由相关部门和

专家推动，具有帮助按期完成建设工作的优势。其次是

各部门核心人员制定行动计划并完成目标，而执行这项

工作的基础是建设项目的最终目标。这种方法是将建筑

目标细化，以促进全面控制和对细节的严格关注。对既

定的计划和目标必须定期跟踪和执行，对未能按期完成

的责任人，要按照项目管理制度进行处罚。再次，建设

企业应设立专门的质量检验机构，主要任务是对建设工

程的施工质量是否符合标准，是否按有关规范执行进行

检查监督。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在移动操作建设项目的

各个环节时，要不定时排查安全隐患，及时制止和纠正

潜在的危害和不安全行为，确保建设项目始终处于安全、

可控状态。

水利工程施工现场

5. 开展水利工程防渗处理

灌浆施工具有较高的技术性，其施工过程十分关键，

关系着整个水利工程的稳固性，因此施工人员在施工前

要做好技术交底工作，对施工方案有充分的了解，严格

按照施工方案进行作业，施工过程包括打孔、浆液配置、

灌浆、封孔几个主要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认真对待相

比其他灌浆技术而言，高压喷射灌浆技术防渗效果更好、

操作更便捷，因此，目前我国水利工程防渗处理灌浆施

工技术中主要以这种技术为主。其施工原理是利用压缩

空气产生的强烈的冲击力将混合好的浆液喷射到水利工

程堤坝结构中，针对堤坝软质岩浆可能存在的渗漏情况

进行有效填补，通过高压喷射浆液会和堤坝中的土层混

合到一起形成耐水性较好的固体。在灌浆施工完成后静

置一段时间，然后对坝体进行检查，确保坝体软质岩浆

以及出现裂缝的位置都被浆液灌满，保障坝体的防渗效

果。长期防渗处理灌浆施工实践证明，这种灌浆技术操

作十分简单，而且效率较高，还可以有效控制施工成本，

适用于很多水利工程防渗处理。需要注意的是，高压喷

射灌浆技术需要使用专业的设备，要求施工人员具备较

高的专业水平，能够熟练操作施工设备，并且需要具备

适宜的施工环境，在体积较大的构筑物中防渗效果较差。

6. 扩大资金来源，强化资金管理

应进一步扩大资金来源，打破完全依赖政府财政的

管理模式，争取获得民间资本的输入与支持，比如，在

水利工程正常运作期间，为当地居民提供灌溉等服务时，

可向当地居民收取一定的费用，增加工程收益，使得水

利工程管理经费不断扩大。其次，工程管理局需要加强

资金的有效管理，做到专款专用，合理分配资金，提高

资金利用水平。制定成熟合理的资金管理制度，对资金

的分配原则、具体用途、审批流程等细节进行严格清晰

地规定，同时，加强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一旦发现

内部存在擅自挪用工程资金的情形，务必要在查明真相

的基础上予以相应处置，以此起到震慑作用，保证每一

笔资金都得到科学合理地使用，为水利工程管理工作高

效稳步地开展提供良好的资金支持。

三、结论

总之，建设水利工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促进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发展，新的时代背景下，

需要深刻认识到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本文主要

提出了加强合同管理力度、提升施工质量监管强度、开

展水利工程防渗处理、扩大资金来源等精细化与现代化

管理策略，希望实现水利工程的全过程管理工作，创造

更大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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