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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期的快速发展中,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水利工程事业发展十分迅速,水利工程是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关键内容,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涉及内容比较多,相关部门需要加大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力度,根据水利工程建设实际情

况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进一步提高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整体质量,为水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文章主要对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问题及其

优化措施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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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工程项目管理和质量直接关系着水利工程建设的整体水平、工程

周边区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很多科学技术已在

各个行业的发展中得到了有效应用,水利工程建设规模在不断扩大,建设

效率和运营效率也有所提高,为了满足水资源保护发展的需求,相关部门

需要加大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协调性和合理性
[1]
。基于此,文章阐述了水

利工程运行管理的重要性,研究了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问题及其优化措施。 

1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重要性 

1.1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在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水利工程管理部门是市场经济主体,但

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相关部门仍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

严重影响着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和管理水平的有效提升。为

了满足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相关部门需要创新并改革水利工程运行

管理模式,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明确水利工程管理部门的重要地位,

将更多先进技术应用到水利工程运行和管理过程中,充分发挥出水利工程

运行管理的作用,实现水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1.2实现水利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在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中,社会各界对水资源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为

了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规模日益扩大,并对水利工程运

行管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水利工程作为一项持续性工程,其建设需

要适应新时期的发展形势,实现水资源的充分利用。在社会的快速发展中,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水利工程管理部门必须创新并改

革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方式,为工程项目建设的有效实施提供支持。 

2 工程实例 

某市区共建设166座小型水利工程,331处22kW及以上固定小型电力机

埠,420座小型闸坝,17908口小型塘坝,年蓄引提水能力是5.3×10
8
m
3
,有效

灌溉面积是3.4632×10
8
m
2
,全区共投资3.35亿元,为71.77万人的饮水安全

问题提供了支持,且建成了83处集中供水跨乡联村工程,23处千吨万人水

厂,32处单村工程,46处联户和分散供水工程。乡镇政府全面覆盖自来水,

通村率已达92%、普及率已达95%,并建立了农村饮水维修养护基金、水厂

维修养护站和水质检测中心。 

3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问题 

3.1管理制度不完善 

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工作能力极

易受管理制度的影响,在管理制度完善的基础上,管理规范相对详细、严谨,

管理人员在工作中会肩负自身职责,提高管理人员的整体效率
[2]
。但是,水

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比较多,覆盖面积广,很多管理部门制

定的管理制度无法满足运行实际情况的要求,出现了成本高、资金短缺问

题,严重阻碍了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影响工程的运行效率。 

3.2资金落实不到位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属于国家基础建设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国家

经济的发展,工程建设部门需要实现建设资金作用的 大化。但是,在水利

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配套设施不完善,很多建设资金无法

得以落实,人为地延长了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时间,既会对水利工程进度、正

常使用带来不利影响,又会打击人民群众的工作积极性。 

3.3水利工程管理权责不明确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水利工程项目建设

情况,其属于国家基础工程设施,防洪防涝到市区水利工程的实施直接

影响着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但是,在新时期的发展中,我国水利工程管

理过程中普遍存在权责不明确问题,如大型防洪设施建设属于公益设施,

但在实际规划过程中需要很多部门进行配合,建设费用也需要很多单位

共同分摊,导致资产管理、财务管理等权责不明确问题不断突显出来,在

遇到这些问题时很多部门会相互踢皮球,严重影响着水利工程运行管理

工作的有效性。 

3.4验收缺乏一定的规范性 

在小型水利工程项目建设中,验收工作是影响水利工程施工质量的关

键。相关部门在验收小型水利工程的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相关建设标准

和规范,根据施工合同和设计图纸的要求完成验收工作。但是,在实际验收

过程中,很多验收工作人员无法认识到小型水利工程的重要性,往往会觉

得其规模较小,自动降低验收标准,这样相关部门无法及时地发现水利工

程质量问题。另外,很多小型水利工程是为了解决区域缺水问题而建设的,

其往往处于偏远建设区域,建设区域内的验收人员不够专业,甚至出现水

利工程未经验收就被投入使用的问题,为水利工程留下了很多质量隐患和

安全隐患,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问题的优化措施 

4.1建立完善的运行管理制度 

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制度完善是在现有管理制度基础上,建

立健全安全运行管理制度和体系,并遵循制度约束人的原则,利用相关管

理制度预防并避免出现各项风险问题,避免因人为因素造成不必要的安全

风险,将相关管理制度落实到实际中。在建立安全运行管理体系的过程中,

相关技术人员需要做好以下内容：第一,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制度具有可操

作性、可行性,相关技术人员还需要制定精细化的制度,在出现问题的情况

下提供保障。第二,提高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制度的执行力和落实程度,将各

项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到个人身上,明确安全事故的责任范围,利用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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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提高水利工程项目的运行管理水平。第三,制定严谨的工作流程(如图

一),可以帮助管理者了解实际工作内容,消除工作过程中多余的工作环

节、合并同类内容,使工作流程更为经济、合理和简便,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失误。 

用水情况调查

编制短期用水计划

用水计划是否变更

通水前期准备工作

通水调度运行

停水后基础设施检修

总结及培训学习

否

是

岗前培训

基础设施检修

与用户建立联系

用户满意度调查

变更用水计划

春季防洪度汛

基础设施日常维护

用户满意度调查

 

4.2加大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财政投入 

水利工程具有公益性特点。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工程管理经

费需要政府部门全额拨付,但在水利行业的发展中,政府部门投入的经费

严重不足,很多水利工程管理部门未实现全额拨款,存在水利工程运行管

理经费不足、管理人员不足等问题,且由于实行粗放式管理模式,无法实现

管养分离的方式,还有很多水利工程管理部门无法确保人员的工资福利待

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水利工程后续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 

4.3明确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责任 

首先,水利工程管理部门需要引进大量人才作为支持,聘请更多的水

利工程项目管理人员,严格规定相关管理人员的管理规则和规定,定期做

好各项检查、培训和讨论工作,向执行评估人员颁发资格证书,并建设劳动

力激励制度,激发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其次,针对水利工程的各个流域建立

水利工程管理运行队伍,在运营管理队伍的基础上明确水利工程管理范围,

各个水域活动管理小组需要日常观察和分析水利工程管理业务,各个小组

安排一个专业负责人,积极开展日常管理工作,将各项工作落实到个人身

上,为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的协调性提供支持。 后,防汛部门需要加强

和区、镇等水利工程管理部门的合作,做好水利工程项目维护、维修、检

查、管理和运行工作,明确各级管理部门的运营责任,实现水利工程各项业

务运营和管理的有效性,提高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水平。 

4.4强化养护维修工作 

为了实现水利工程项目功能的完好性、水利工程运行的安全性,延长

工程项目的使用年限,相关部门需要强化水利工程项目养护维修工作[3]。

在水利工程项目养护维修工作过程中,相关部门需要定期做好养护、维修

工作,根据水利工程项目养护维修规范,针对各项养护维修项目进行目的

性、规划性的组织,及时地消除各项质量隐患,并检查和记录工程项目养护

维修工作,掌握各项水利工程的完成情况,进一步提高水利工程项目运行

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社会各界对水资源的需求量日益

增加,我国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规模在不断扩大,并对水利工程项目运行管

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现阶段,很多先进技术已融入水利工程运行管

理过程中,水利工程管理水平有所提升,有助于充分发挥出水利工程项目

的社会效益。因此,在新时期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相关部门需要深

入分析其中的问题,并总结相应的措施予以优化,实现水利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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