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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项目,在其运行管理的过程中会受到自然因素、人为因素、质

量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不仅会增加运行管理的难度,同时也会降低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而我国大多数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方式相对落后,很难满足现代水利工程发展需求,因此,需要结合实际的水利工程情况,

开展创新的运行管理方式,从而全面提升水利工程的运行能力,实现其应有的价值,促进地区经济的平稳

发展。本文从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中常见的问题以及具体的解决措施等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旨在提高水利

工程运行管理的能力,为我国水利工程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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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a very complex project. In the process of it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it will be affected by natural factors, human factors, quality factors, etc., which will not only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but also reduc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However, most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are relatively backward i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ethod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innovativ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ethods 

based on the actu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ditions,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operation 

capac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realize its due value, and promot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on problems and specific solutions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iming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bi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operation management; common problems; optimization measures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水平将会直接影响农业领域、工业领域

的发展情况,对于提升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但是在水利工程进行运行管理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会直接影响水利工程的正常开展,因此管理单位需要结合水利

工程运行管理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对策,能够

大程度的提升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水平。 

1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特点 

1.1复杂性 

这里的复杂性主要是针对运行条件而言。在水利工程运行

过程中,会受到水流、水量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运行条件复杂,

要求相关单位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时,采取合理处理措施,在保

证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做好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不

能破坏区域的自然环境。 

1.2结构特殊 

水利工程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区域水资源的利用率,因此,其

对水利工程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

应将各种结构所具备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确保工程能够很好

地实现各项功能。 

2 目前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常见的的问题分析 

2.1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缺乏明确的目标 

我国水利工程事业正在快速发展,对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

却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这导致在实际运行管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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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混乱、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而其中 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水

利工程的运行管理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目标,这样管理运行的措

施就会流于形式,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缺乏方向性指导,无法根据

时代发展的特点和步伐以及人们的实际需求发展和进步,导致

很多水利工程被动的被淘汰掉,这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且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水利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设立明

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符合实际的运行管理目标,是水利工程

管理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2.2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执行不够规范 

为民服务是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运行的初衷,由于水利工

程关系到农业生产,也就是直接关系到民生,因此公益性是水利

工程的一个重要特性,与其他经营性的工程项目相比,水利工程

运行管理具有非竞争性,在这种情况下,对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

重视程度无形中会受到影响。在缺乏足够重视的前提下,水利工

程的运行管理程序制定不合理、运行管理制度不完善,甚至有些

地区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人员不知道如何更好地推进相关工作,

也没有针对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形成相应的工作标准,管理

混乱是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存在的重要问题。 

2.3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缺乏有效监管 

监督管理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是促

使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顺利、高效开展的关键推动力,但是在实际

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地区的水利工程运行监管存在不到位、不

深入甚至是不科学的问题。有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监管计划和

措施仅仅停留在“计划层面”,不符合水利工程的实际情况,监

管工作走形式、走过场,在这种情形下,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人员

的工作开展效率较低,各种管理不力的问题逐渐凸显。 

2.4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队伍有待优化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队伍的整体水平、能力和素质会对整个

水利工程的效能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在实际中,很多水利工程运

行管理人员的能力较低,综合素质达不到要求,有的农田灌溉水

利只是安排村内的老人“看管”,根本起不到任何运行管理的作

用,甚至有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为了个人利

益滥用私权,不仅降低了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质量,还对整个工

程的建设品质和效能发挥产生了恶劣影响,提升水利工程运行

管理队伍整体水平迫在眉睫。 

2.5水利工程应急处理能力不足 

应急处理是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完备

的应急处理方案和设备,一旦遇到突发水利事故,会造成极为严

重的损失。但是从目前水利工程在应急管理方面的实际来看,

存在着设备故障问题频发、应急处置预案缺乏以及管理人员应

急管理思维淡薄等问题,为了水利工程和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必须要建立完备的应急处置管理体系。 

2.6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现代化水平不高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手段也在

不断更新,数字化、信息化管理手段的应用能够更好的提高水利

工程运行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水利工程运行

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并不高,很多水利工程仍然采用传统的管理

手段进行运行管理,加大现代化管理手段投入和引进是新时期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3 优化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措施 

3.1实现多元化的运行管理目标体系 

不论是哪种类型的水利工程,其建设和运行的目的都不是

单一的,尤其是在大力提倡生态环境保护的今天,相应的水利工

程的运行管理目标也应当是多元的。具体地说,可以将水利工程

运行管理的目标设定为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充分发挥水

利工程的性能。上文分析中提到,水利工程都是基于对水资源的

某方面利用目的建设的,比如建设蓄水池是为了缓解用水紧张

问题,修建农田水利是为了农业灌溉,因此充分实现水利工程建

设应用的初衷应当是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首要目标。二是注重

生态环境保护。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必须要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

通过运行管理实现治水、用水和生态保护之间的有机融合,在推

动水利工程建设发展的同时,确保区域生态环境系统不被破坏。

三是为水利事业发展做出贡献。这是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根本

目标,作为水利事业的重要组成,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要通过健全

的管理制度、完善的管理手段和措施来为水利事业的长远发展

提供服务和支持。在明确、多元的管理目标体系下,水利工程运

行管理工作才能够顺利开展。 

3.2重视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制度的构建 

为了保证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顺利、有序开展,管理者要

改变过去“重建设,轻管理”的思维方式,加强对水利工程运行

管理的重视程度,根据实际,借鉴经验,构建完善的水利工程运

行管理制度。由于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困难性,

在管理制度构建方面要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一是水利工

程建设与运行管理融合起来,合二为一,也就是在工程设计、建

设施工过程中就要开展运行管理工作,比如在设计阶段加强设

计与实际的联系,确保工程设计符合区域水文地质实际,在工程

施工阶段对施工材料、施工人员和设备进行管理,确保工程建设

质量等等,也就是说,要实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系统性、整体

性。二是注重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手段的开发和创新,从水利工程

的实际出发,在多元化目标的指导下,由单一管理模式逐步向多

元管理模式过渡,引入新的管理理念,比如精细化管理理念、全

过程管理理念、动态化管理理念等,对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模式

进行创新,提高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制度的全面性、实践性。以动

态化管理理念应用为例,可以安排多个管理人员开展同班次、同

岗位的值班管理,在远程监控、网络传输等现代化管理手段支持

下对水利工程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处的运行状态进行全面

监控,从而更好的提升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质量。三是要实行权

责分配的管理责任体制,在管理工作中体现权责分明理念,以水

利工程后期维护管理为例,要对具体的维护工作任务进行细分,

每一个维护环节任务要具体落实到人,不论是水利工程的漏洞

修补,还是设施设备的维护,都由专门的人员负责,一旦出现问

题,能够及时锁定责任人,快速找到问题所在,从而提高问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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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效率。 

3.3建立完善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法规制度 

完善的法规制度是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有法可依的重要保障,

在相应法规的支持下,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能够明确的做到

“依法治水”。法规制度的完善,一方面要依靠国家有关部门的

支持,另一方面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部门和人员也要根据实际工

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在共同努力下推动相

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合情、合理。在有法可依的条件下,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要加大执法的力度,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和规

范开展管理工作,禁止出现滥用职权、损害水利工程利益等行为

的发生。 

3.4提升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队伍的综合水平 

管理人员和队伍的能力、水平关系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实

践工作开展的效果,建设高水平、综合素质高的水利工程运行管

理队伍是十分关键和必要的。首先,要加强人员培训。新入职的

管理人员要进行入岗入职培训,重点强调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

重要意义,提高其责任意识。同时要对全体职工进行定期的培训,

包括新型管理思想的培训、管理技能的培训以及职业道德和素

养等方面的培训,从多个方面夯实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队伍的质

量。其次,要做好队伍和人员的管理。按照人岗相匹配的原则,

从每个管理人员的专业背景、性格特点、专长经验等角度出发,

对各项工作进行合理的分配,让每一个岗位都能够匹配 合适

的人才,同时也充分发挥每一个职工的 大价值,引导职工在各

自岗位上获得成功、实现价值。另外,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部门要

加大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相关单位之间的合作交流,共同开展水

利工程人才的培养,将实践管理经验和案例带入人才培养,实现

管理人才引进前置。 后,还要注重各类高素质、高水平人才的

引进工作,以先进的人员管理经验、完善的管理制度来提升水利

工程运行管理部门的综合人才实力。 

3.5做好应急管理预案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必须要做好应急管理处置预案,在技术

信息管理的基础上,建设一套信息数据采集收集、数据资料统计

分析和信息反馈等一体的管理控制系统,对水利工程运行管理

中的相关数据、信息进行及时的采集、整理和处理,根据系统分

析发现其中存在问题的地方并及时采取措施。另外,要注重引进

新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设备,对旧的设备进行淘汰处理,同时要

对运行中的设施设备进行定期的检查和维护,制定严格的检修

保养计划并且切实执行。 后,要根据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实际,

不断总结经验,形成重大问题应急处理方案,并进行相应的处置

演习,确保在问题、险情发生时能够及时、有效地应对。 

3.6注重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引入信息化的管理技术和设备是提升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效

率和质量的关键。一方面,要注重信息化管理手段的引入,如远

程监控、网络监控、智慧管理平台等;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信息

化管理手段的应用培训,让信息管理技术手段能够在水利工程

运行管理中发挥实际的效用。 

4 结语 

运行管理已经成为水利工程的核心工作内容,将会直接影

响水利工程的功能效果,因此运行管理人员应该结合水利工程

的实际情况,严控运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原因追

溯,有针对性的制定一些优化解决措施,提升水利工程运行管理

的工作效率,能够 大程度的发挥出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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