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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人开始

关注民生工程项目建设，就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施工来说，

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工农业的发展，为我国社会经

济水平的优化提供契机。在新时期建设发展的过程对区

域水利河湖管理进行优化是满足水利行业建设要求的重

要举措，避免生态环境遭受过大程度的破坏，从而更好

地服务于人们。

一、新时期区域水利河湖管理及保护的必要性

近年来，我国部分城市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遭受了

不同程度的水体污染，导致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处于非常

尴尬的局面。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区域水利工程项

目中存在严重的生态污染现象，并且水利工程项目建设

与区域经济发展和环境规划之间存在矛盾。部分工业生

产单位直接将污染物排入河道，存在水产养殖、沿河垃

圾倾倒等问题，给水体环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污染。在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利用区域水利河湖管理及保护措施

限制污染物的排放，特别是在新时期发展的过程中，需

要以科学的水利河湖管理措施加强对工程项目的审批管

理，在项目投入建设之后就需要采取严格的环境管理措

施，避免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施工中产生污染问题。新时

期的区域水利河湖管理可以通过环境执法的方式降低污

染者排放总量，以科学的施工管理和环境保护手段监督

企业的排污情况，为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施工提供良好的

生态保障。

二、区域水利河湖管理优化措施

1.转变管理思想

在优化区域水利河湖管理措施时，施工单位管理人

员需要以管理思想的转变作为基础，结合新时期建设发

展对于水利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改善管理方法，积极推进

水利事业的发展。区域水利河湖管理要求管理人员突破

传统的政绩观，不能片面地追求GDP，而是需要以实现

生态美作为基础指标，重视区域水利河湖管理中生态建

设效用的体现。管理人员要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尤其

是领导人员要对当下的水污染治理进行合理引导，给相

关企业的操作提出具体的要求。管理人员还需要坚持科

学的治水观，在对河道进行生态管理的同时整治畜禽养

殖建设等工作，还需要采用科学合理的新媒体手段落实

管理监督，全力发挥水环境管理作用。

2.落实工作要点

不同的工作形式在具体落实的过程重要按照差异性

要求予以完善，就目前的区域水利河湖管理来说，管理

人员需要确保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实践操作的规

范性。区域水利河湖管理对于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有较

高的要求，其需要先详细了解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解决预案，一旦在后续操作中遇到

困难就可以根据预案中的问题予以解决，为水利工程的

稳定运行和管理提供科学保障。管理人员要坚持以促进

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作为核心，根据水利建设实际情况制

定科学合理的调度方案，确保区域河湖管理可以发挥最

大化的价值。这样一来，在日常生产生活当中就可以较

好地满足人们的用水需求，在确保河道管理作用得到体

现的同时可以为实践操作的顺利开展打好基础。

3.构建智慧水利管理平台

智慧水利管理平台的构建需要基于现代化社会信

息技术的发展予以完善，河湖管理人员要提高自身的

专业能力，加强对智慧水利管理的认识，充分体现信息

化技术在平台建设中的作用。水利管理部门需要形成协

调的部门关系，在开展业务工作的过程中优化系统建设

基础，整合成一个无缝对接的平台，让技术人员和管理

人员可以实现信息共享，同时，还能够一全方位的服务

方式引导智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全面提高河湖管理水

平。在新时期发展的过程中，河湖管理智慧水利管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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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建设需要与当代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相适应，特别是

可以构建以移动客户端作为基础的管理平台，将手机和

平板等作为终端服务应用。水利管理部门还可以针对河

湖管理形式的优化构建线上监督管理系统，对技术人员

的各项操作进行严密的监督，使其可以达到相应的技术

要求。

三、区域水利保护有效性措施

1.采取信息化措施

信息化措施在很多领域建设发展的过程中都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在河湖管理当中也可以体现相应的作用，

在实施区域水利保护时，就可以借助其提高水利保护生

态效用，信息化建设对于环境保护的作用非常显著，在

落实相应的建设流程时，要采取规范化的管理方法，为

智慧水利工程建设提供基础的支撑条件。在采取信息化

措施时，需要按照统一的技术要求制定水利保护标准，

管理人员可以借助多元化的途径采取水利信息，结合安

全保障体系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水利保护工作顺利

进行，还能够凸显智慧水利建设的实效性。与水利区域

河湖管理智能化建设的差异在于，区域水利保护的信息

化需要以生态建设管理作为核心，在组织管理和落实相

应的政策时，还要以资金和人员的投入作为前提条件，

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从而产生实际的水利保护成果。

2.加强水生生态监测

水生生态监测顾名思义是需要对水利工程建设中的

生态保护情况进行监测管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

容，需要以多元化的监测技术作为基础，其主要包括物

理技术、化学技术、生化技术及水文技术等，还可以与

生态技术相互结合，对水环境中的生态建设效用进行强

化。在建设水利工程项目时，需要将工程建设施工与水

文生态环境建设相互结合，管理人员要对水体中的生态

系统结构及其功能进行有效的监控。管理人员要根据水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水环境的保护效用进行分析，重视

对水生态环境质量体现的监督管理，还需要以环境修复

作为关键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避免水利工程建设

对自然环境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3.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区域水利保护可以通过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和完善

得以实现，很多时候水利污染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过度

捕捞引起的，导致水利环境中的生态系统失衡，损害了

水利环境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保护水利环境时，就可

以通过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实施增殖放流，促使水利建设

与生态环境的发展可以达到平衡状态，还能够促进水利

工程项目建设的稳定开展。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各

级政府部门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工作人员进行引领，

还需要领导基层工作人员开展实地调查和施工评估，提

高施工人员和水利企业的环保意识。需要注意的是，在

构建生态补偿机制时，要坚持水利工程绿色施工和安全

施工的基本理念，还要加快环保技术的研发进度，为环

保效用的提升提供根本保障。

四、结语

区域水利河湖管理和保护工作的开展需要基于生态

管理的理念予以落实，管理人员要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

科学组织施工人员完善基层工作内容和形式，为后续的

环境综合整治发展提供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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