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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是我国进行民生建设的基础支柱性工程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管理理念与管

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水利工程的实际管理需要。所以水利工程管理人员应该积极主动革新管理思维与

管理体系。大胆应用科学的现代化管理措施,同时有效落实化每一个现代化与精化管理细节。以此逐步

提高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确保其投入使用后能够安全稳定地为国民经济发展助力。基于此,本文对水利

工程管理现代化和精细化建设进行分析研究,同时提出了建设措施,以期为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和相关研

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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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one of the basic pillar projects for people's livelihood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raditional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management models 

have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actual management need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refor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r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nnovate management think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Boldly apply scientific modern management measures, while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every 

modernization and refined management details. In this way,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ill be gradually improved to ensure that they can safely and stabl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fter they are put into use.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modernization and refined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construction 

measures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and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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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

障,在防涝抗旱、水利发电、改善航道、

提供工业和生活用水、维持生态平衡等

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水

利工程具有的重要作用,加强水利工程

的管理,使其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显得十

分重要。因此应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现

代化和精细化建设,通过建立科学的管

理体系,实现水利工程的现代化建设。 

1 水利工程现代化与精细化管

理概述 

1.1现代化管理 

水利工程是结合最先进科学技术的

系统性施工工程,现代化管理应该应用

创新管理意识,对施工项目,施工人员等

具体环节进行管理。水利工程开展推进

社会经济发展,工程项目开展前,应该设

计现代化施工方案,采取现代化管理模

式进行统一管理,现代化管理依据新时

代企业管理理念,对工程设计环节,施工

环节、质检环节等各个环节进行管理,

创新的管理意识是提升工程现代化管理

的有效手段。工程管理层应该依据工程

企业文化,结合创新意识,制定现代化管

理方针,提高工程现代化管理水平,工程

在现代化管理方法下,提高工程质量,增

大工程效益,逐渐推动工程施工地经济

发展。 

1.2精细化管理 

工程精细化管理是在现代化管理基

础上,对工程项目施工细节进行系统性

管理,采取精细化工程管理方法,提高水

利工程质量,增大使用年限。精细化管理

应该以现代化管理为基础,逐渐进行细

节管理。水利工程区别与其他建筑工程,

在具体工程设计和施工关节,更应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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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细节,在工程设计环节,应该精细化设

计方案,做到设计关节无任何误差,在工

程施工环节,应该精细化施工,提高工程

质量,设计和施工两环节做到精细化,为

精细化管理奠定基础。工程精细化管理,

应该根据水利工程项目特点,制定符合

工程发展的精细化管理方针,各部门积

极落实方针,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2 水利工程现代化与精细化管

理目标和思路 

2.1现代化精细化管理方针下的工

程管理目标 

工程管理目标是依据精细化现代化

管理方法,提升工程管理效率和体制。为

完成工程管理目标,在工程各个环节应

该落实现代化管理精细化管理意识,在

创新工程管理意识基础上,逐渐制定现

代化精细化管理规则。现代化精细化管

理规章制度,可以规范工程设计环节的

工作程序,提高施工环节的安全性。水利

工程管理目标,应该贯彻落实现代化精

细化管理方法,对传统工程管理方法进

行细化改革,在工程采集信息阶段,对数

据、设计方案认真校验,落实个人责任

制,建立工程数据储存系统,在精细化

管理方法下,提升数据准确性。工程现

代化精细化管理初级阶段,应该借鉴企

业管理手段,学习企业管理技术,结合

水利工程特点,制定符合水利工程进展

的现代化精细化管理方案,工程管理目

标是根据精细化现代化管理方法,提升

工程施工效率,优化管理水平,促进工

程长期发展。 

2.2工程现代化精细化管理思路 

工程现代化精细化管理思路,依据

国家政策,发展并制定符合工程施工特

点的管理准则,落实可持续发展原则,在

具体工程环节,落实现代化精细化管理

方案。工程管理思路应该在保证工程良

性运转的基础上,提高工程效益,工程管

理方案得到有效落实,良好的管理思路；

可以优化管理方案,水利工程精细化现

代化管理可以提升工程质量。工程管理

思路应该借鉴企业管理思路,制定并落

实工程管理规定,在日常工程管理环节,

应该以工程管理思路相匹配,精细化管

理水利工程。水利工程管理应该不断改

革创新,建立良好的管理体制,根据精细

化管理方法优化传统工程管理模式,在

创新管理模式下,提升工程最大效益。 

3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

化建设的有效措施 

3.1加强技术管理,提升团队素养 

针对现代化管理而言,应当科学、合

理地运用较为领先的管理方式,通过信

息化技术来持续革新我国水利工程管理

方式,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来持续优化

自动化运转、运转状态预测、安全评估

监测体系,从而真正意义上实现全方面

的现代化与精细化管理形式,而且在此

过程中,还可以持续提升我国水利工程

管理整体效率、质量,最大程度体现出水

利工程现代化、精细化管理形式的真正

作用。而人力资源是水利工作部门最为

重要的部门之一,唯有具有优秀的人才

作为支撑,才可以真正实现精细化建设

和现代化管理的根本目标。针对人才团

队建设方面而言,应当着重引进综合素

养较高、专业知识较强的复合型人才,

并且还应当加强同行业及同领域之间的

沟通、交流,要求我国水利工作部门可以

定期展开有效的教育培训工作,其中包

含安全培训、法律培训、道德培训、质

量培训等,进而更好的提升人才的核心

素养。 

3.2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对于现阶段的水利工程管理更新改

革阶段,需要对管理制度进行不断的更

新和完善,首先针对管理的目标进行一

系列的分析,确认大的方向是向着精细

化和现代化的模式改革,其次进行针对

性的实施一系列的制度制定,将精细化

的各项细则进行细致的分析,根据各项

实施过程的特点和内容,进行针对性的

制定对策,以对策的具体内容纳入管理

制度,在实施管理行为的阶段,用针对性

的对策进行精细化管理,要确保实施的

对策如制定的管理制度相一致。并且,

在管理改革期间,对于制度的不合理之

处,要及时的修订更改,进行长期的改良

和加强,力求管理制度更加合理和完善,

一个完善的管理制度是对水利工程实际

管理的最大保障,而制度的建立也能有

效的促进精细化和现代化的管理思路转

变以管理能力培养。同时,管理制度实施

的环节,所有的管理人员必须有效实施,

不能出现特殊化的现象,并且将管理目

标作为管理的核心,将管理制度作为围

绕核心展开实施的策略,切实做到精细

化管理实际实施到现实工作之中。 

3.3提升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程度 

现代化和精细化最大的利用工具就

是新时代的信息化手段。因此,加强信息

化手段的应用以及与日常管理的融入,

能够积极推进精细化管理和现代化管理

的更好转变,也有了切实可行的精细化

管理平台。信息化管理手段是现代化独

有的最新管理手段,能够充分体现出现

代化的各项管理特点。对于信息化平台

的应用,能够多方面的将精细化管理更

好的实施和应用,因为信息化的手段在

细微之处有着计算机作为操作基础,减

少了较大的工作强度和人员数量,能够

有效让企业在不影响成本输出的环境下

进行有效应用。投入信息化管理工具的

应用,对各个信息化管理硬件的建设和

软件的应用,都能将现场水利工程的管

理体现的更加科学化,同时对于管理的

效率能够大幅度提升,对于管理的时间

效率和管理的分析能力都不是单纯的人

力可比的,管理工作能够更加的便利,让

管理人员的经历可以有更多的富裕,能

够去完成一些其它的任务内容。而且目

前科技化的体现,应用了一系列工程专

用的软件管理系统,能够将施工各个单

位、机械设备、施工图纸等多项内容,

融入软件进行更新动态管理,减少了很

多丢失风险,同时对于现场也能实现动

态化跟踪,也让管理部门之间能够更有

效的沟通,体现了信息化管理的巨大用

途和优势。 

3.4加强政府部门监督作用 

水利工程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直

接关系到我国与人民群众的发展与进

步。因此,各级政府部门都需要对管辖区

域内的水利工程项目展开认真、全面的

监督。由于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面积较

广、工程规模较大、施工周期较长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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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其进行

管理的难度较大。例如,施工原材料存有

以次充好情况,若是施工企业单位并未

对其展开严格的监督与管理,则会使水

利工程项目质量无法符合施工要求标

准。在此情况下,政府部门应当尽好自身

的工作职责,为人民提供良好的服务,严

谨杜绝影响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因素出现,

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履行

好自身的政府职能。如此,能够为水利工

程献精细化与现代化管理,构建出一个

良好基础,同时也为我国水利工程项目

的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4 结语 

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中应积极开展现

代化管理与精细化管理建设工作,将两

者应用于管理工作后达到管理与时俱进

的目标,并在落实于水利工程建设后达

到提升管理质量与效率、促进整体工程

建设质量与效率有效提升,进而实现水

利工程建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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