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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是关系民生的重要工程,其运行效果对人们生活影响是很大的。本文围绕水利工程管护工作展开讨论,对水利工程长效管护

及运行管理现状进行分析和探讨,希望提高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水平,促进水利工程自身功效的充分发挥,提升工程建设的整体效益。 

[关键词] 水利工程；长效管护；运行管理现状 

 

随着社会的进步,水利工程建设的需求也在提升,如果不能开展科学

有效的管理作业,很容易使水利工程项目运转中出现诸多问题,降低水利

工程的实用价值。长效管护与运行管理作为完善水利工程管理的重要手段,

加强研究对于提升水利工程运行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现状 

1.1管理方式老旧。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中,仍在沿用传统的上级主管

部门发布调令开展管理工作这种形式,虽然管理模式较为简单,但调令发

布和下传会受到时间上的限制,进而阻碍管理工作的开展,降低管理效率,

对 终经济效益带来较大影响。 

1.2管理体制不完善。现阶段,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体制以事业单位、

企业管理的传统模式为主,这无疑是将政府负担的公益性支出直接转嫁给

工程管理单位,阻碍工程管理单位的顺利发展。 

1.3经费投入不足。水利工程长效管护与运行管理中,正常运行、设备

维修及养护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扶持,但在经费划分上,大部分费用被应用

到水利工程前期建设及运行环节中,管理工作所备经费不足,很难满足工

作需求。 

2 水利工程长效管护与运行管理 

2.1完善和健全管理机制。管理机制完善前,强化管理人员的认知,使

其充分认识到长效管护与运行管理的重要性,这样才能结合水利工程实际

情况,合理规划管理机制内容,确保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有效落实,促进其

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的提升。同时在管理机制完善中,应利用奖惩机制来

调动管理人员的自主性,主动参与到管理工作中来,对水利工程管护及运

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予以及时解决,改善管理水平。 

2.2做好管养分离,降低成本支出。相关部门需做好管养分离工作,明

确工作职能,实现资金、人员的科学配置,以此来保证管理与养护工作的有

效落实,延长水利工程使用寿命,达到我国环境保护及建设目标。 

2.3落实标准化管理目标。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要求：一是明确管理标准。结合实际情况及水利工程建设功效,实行管理

目标的设定和规划,并生成较为完善的手册文件,便于管理人员明确了解

管理要点,利用对管理手册的研究,实现管理工作的创新和优化。 

二是制定管理方案。统一工作标准,科学划分管理职能及权限,加大经

费投入力度,为标准化管理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三是科学配置管理人员。按照部门岗位要求进行管理人员的科学配置,

并详细划分其工程职能及任务,提高管理水平。 

四是资金管控。资金费用是管理工作开展的基础,为解决传统管理中

存在的经费不足问题,除了要注重资金经费供应的充足性外,还需做好资

金经费的科学划分,做到专款专用,加大管理作业的落实度。 

五是加大考核力度。落实分级验收、抽查复核管理模式,由行政主管

部门加大验收管理力度,做好不同阶段水利工程运营管理考核工作,及时

处理存在的各种问题,维持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 

2.4责任制的落实。水利工程长效管护与运行管理工作的开展不单单

是政府部门的工作内容,其关系到民众的实际生活及民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为此,在长效管护及运行管理中,应落实责任制内容,将部门与民众自

身监督和管控权责予以科学划分,在促进政府部门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上,

让民众明确自身作用,充分发挥自身监督实权,对水利工程建设中存在的

问题予以及时发现和上报,为长效管护与运行管理的落实奠定基础。再者,

政府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做好相关知识的科普工作,深化民众的保护意

识,加强对水利设施的保护。 

3 基于实例的水利工程长效管护及运行管理 

以某市水利工程长效管护及运营管理为例。该市在水利工程管理上

涵盖了室内闸门控制和渠道养护工作,如设备定期维护,金属结构物的

防腐处理等,日常管护与维护作业,如河道河堤维护,周边建筑物修缮等,

对于这些长效管护工作,当地的水利管理部门利用以下两种管理方式来

实施管理： 

3.1加大管理与养护的重视力度。在水利工程日常管理中,相关部门需

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对水利工程及周边建筑物开展定期的检修和保养工作,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通过外聘专职管理机构的方式来开展日常管理工

作,减少危险事故的产生。工程的整体管理工作交于当地水利管理部门负

责养护工作的统一管理,定期监督和管理养护工作,改进养护工作的管理

效率。 

3.2加大部门间的协作力度。管理与养护工作的开展应由政府部门与

中标企业联合负责,通过研究和分析制定合理的养护与管理方案,做好工

作的科学划分,如闸口养护直接交由闸口管理部门、水面存在的漂浮物及

杂质直接交由绿化管理部门；防汛及汛期管理直接交由抢险部门等,利用

各部门的通力协作,改善整体管理水平。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长效管护与运行管理需要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

综合分析和控制,找出问题要点,有针对性的制定合理的防控措施,加强长

效管理的有效性,从而改善水利工程运行水平,增大建设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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