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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水利工程养护与维修的现状及对策 

陶良志 

（南陵县水务局  安徽省芜湖市 241300） 
 

摘要：文章对目前南陵县水利工程的养护与维修的现状进行介绍分析，水利工程养护和维修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并对目前水利工程养护

与维修工作提出对策与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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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水利工程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在防洪减灾、供水灌溉、

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等领域都发挥了积极的水利支撑和保障作

用。但是随着水利工程建成移交运行后，其后续随之而来的就有大

量长期的养护与维修工作。正确有效的养护与维修不仅可经保障水

利工程的运行安全，还可以促使水利工程长久发挥效益，所以必须

重视水利工程的养护与维修，切实让水利工程建得成、管得好、长

受益。 

2 水利工程的养护与维修的现状及问题 

南陵县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地处皖南丘陵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过

渡地带，属沿江江南，总面积 1263.7 平方公里。地形较复杂，半山

半圩，西与西南属低山丘陵，东为平原，沟渠纵横，东北属江河圩

区，具江南水乡泽国特征。南陵县属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区，四

季分明，年平均降雨量 1402.6mm。 

全县主要水利设施有：大小圩口 27 个，堤防总长 360 公里，

其中 5 万亩以上大圩 2 个，1-5 万亩圩口 3 个。全县共有固定机电

排灌站 106 座，总装机 264 台套 22609.5 千瓦。全县共有小型水库

55 座，其中小（一）型水库 5 座，小（二）型水库 50 座。全县共

有塘坝 11177 口。全县有柏山渠、石杨两个万亩以上灌区，其中柏

山渠灌区为中型灌区，其它小水库、提水站灌区 86 个。全县有幸

福闸、一级蓄水闸、养马滩防洪闸等中型水闸 3 处。全县有小水电

1 处，装机 750 千瓦。全县共有农村自来水厂 21 座。这些水利基础

设施，构筑了南陵县较为完善了防洪排涝体系、农田灌溉体系、城

乡供水体系、水资源和水生态保障体系，为全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发

挥了水利应有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但是，相对水利建设步伐而言，在水利管理尤其是水利工程的

养护与维修上仍显得不足与滞后，管护问题跟不上，一定程度上限

制或影响了水利工程应有的效益发挥。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缺乏

必要的管理机构。在水利历史上普遍存在着“重建轻管”问题，工

程建好移交后，受编制与机构数的政策影响，不能有专门的机构来

负责管理，如幸福闸工程、一级闸工程建好后一直没有新增机构与

人员来保障运行与管理，由县机电站代为管理，存在着管理与运行

上风险隐患。二是专业人员缺乏。全县 3 个直属水利事业单位（水

管单位）水利专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只有 21 人，县水务局机关公务

员中水利专业的有 6 人，全县各镇中有一半的镇水利站都没有水利

专业出身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力量薄弱。三是管护经费不足。受

财力影响，从工程测算的管护经费与实际的管护经费相比差距非常

大。四是常态化维修养护跟不上。由于缺乏专业人才队伍，社会化

服务又未推广，养护经费少等诸多因素，导致日常常态化养护跟不

上，尤其表现在泵站管理、闸站管理上，大多以突击应急管理为主。 

3 水利工程养护与维修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针对水利工程来说，开展养护与维修工作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

对其进行养护和维修工作的开展来维持、恢复和局部改善原有工程

面貌，对工程的设计功能起到保持的作用。主要原则：一是“分级

管理、分级负责”、“谁受益、谁管护”的原则。即产权所有人是管

护的责任主体，负责日常养护与维修工作；县水务局作为水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行业指导责任；水利设施所在地镇政府负监督管理责

任。二是遵守“规范”原则。各类水利设施的养护与维修都要遵守

相关水利工程的建设管理规范，不能降低标准。三是定额原则。水

利部、财政部出台了《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各水管单位

要按照该“标准”统筹筹措资金，以保障养护与维修资金足额到位。

四是重在平时原则。水利设施的养护与维修关键在平时，即常态化

开展养护工作,定期检修，把隐患、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4 水利工程养护与维修的对策措施 

4.1 对重点水闸的养护与维修 

主要是对幸福闸、一级蓄水闸、养马滩防洪闸等中型水工建筑

物的管护。一是成立专门水管单位，明确机构的职能定位，落实编

制、落实养护与维修经费，使水利工程建得成，管得好，并长久发

挥效益。二是社会化服务管理。主要针对机构编制设置受政策影响

不能设置的情况下，由代管单位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委托有资质的

第三方力量来参与运行管理和日常养护与维修，这样才能保障水利

工程的安全运行与日常养护与维修，保障工程正常的效益。 

4.2 对机电泵站的养护与维修 

机电泵站的养护与维修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力量，而且季节性

非常强，在汛期需要专门的人员力量并 24 小时值守，确保安全。

一是建立泵站设备检查保养制度。落实汛前专项检查与试车制度，

落实汛后保养制度，确保泵站电气、机械等各类设施的完好性，并

做好检查、运行、保养工作台帐，通过建立制度来发现问题、消除

隐患、预防事故发生，并能提高设备的使用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二是加强业务培训与考核管理。开展一线管理员的业务培训，编制

操作手册，开展业务考核，培养训练一线操作员并能上岗操作；同

时加强日常考核，让考核深入泵站运行管理的全领域，确保泵站管

护到位。三是开展社会化服务。通过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单位进行

集中统一管护，既解决当前人员队伍与专业技术力量不足问题，又

能提升养护与维修的水平。 

4.3 其他小型水利工程的养护与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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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陵县自 2013 年以来，开展了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

按水利公共安全及公益性特点，结合改革，对小型水库、中小河流

及其堤防、小型水闸以及其他面上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进一步明确管

护主体与责任。 

一是落实管理主体，负责其日常养护与维修。全县 55 座小水

库由各镇水利水保站负责管护；中小河流及其堤防管理由各镇水利

水保站负责管护；小型水闸以及其他面上集体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由

村及用水协会负责；日供水规模不足 1000 立方米的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龙山自来水厂）由村用水协会负责管护。其他面上由新型主

体投资兴建的如塘坝等小微型农田水利设施由投资主体负责管护。 

二是落实工程管护责任。从县级层面统一制定工程管护制度，

出台《南陵县农田水利工程管护实施办法》，该“办法”重点在工

程确权、管护组织与职责、管护机制与管护方式、管护人员选聘与

管理、管护内容、管护资金的筹集与奖补标准等方面加以明确规定。

重点按水库、堤防、小型水闸、河沟渠、塘坝等类别分别加以统一

规范，落实管护责任内容，确保工程正常运行。 

三是落实工程管护经费。多渠道筹集工程管护经费，建立稳定

的管护经费保障机制，并实行县财政给予补助机制：小（一）型水

库每年每座 6000 元、小（二）型水库每年每座 5000 元，在册排涝

泵站每年每千瓦 80 元，在册圩堤（含河道）每年每公里 3000 元，

在册涵闸斗门每年每座 800 元，柏山渠总干渠每年每公里 5000 元，

养马滩站每年每千瓦 100 元。镇级按上述标准 50%先行配套。 

四是加强对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与运行维护的技术指导，县水务

局每年开展必要的农村水利设施管护培训，重点对基层水利设施日

常养护与维修进行专题培训，不断提高基层管护人员专业能力与水

平，增强基层工程管理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用水合作组

织等的管护能力。 

4.4 加强养护与维修的考核评比 

考核就像一根指挥棒，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指引基层水管单位按照水利工程的管护要求去落实相关措施，提升

日常工作水平。制定水利设施的养护与维修考核办法，并将考核结

果纳入县对镇的年度综合目标考核，以促进各基层水管单位、责任

主体的管护主体责任到位、日常养护维修措施到位、资金保障到位。

从而进一步提升全县水利设施养护与维修的整体水平，确保水利设

施长久发挥效益。 

5 结语 

目前水利工程养护与维修存在着专业技术力量不足、经费保障

不到位、管理机构不配套等问题，需要做好顶层设计，从政策层面

上出台水利工程的管护办法，对水利工程分门别类明确责任、管护

内容、补助标准等；从技术层面讲，加大业务培训，指导基层水管

单位开展好水利工程的养护与维修工作；也可推行社会化服务，通

过第三方专门的力量来负责水利工程的养护与维修。以实现水利工

程使用寿命的延长以及投资经济效益的提升，进一步促进水利事业

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