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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经济发展下,水利工程施工项目的建设数量更多,水利工程的建设成效也较为理想。而在

新时期,国家对水利工程施工项目的需求出现了变化,使得水利工程施工项目面临的各项要求会更高,也

让水利工程施工项目的传统模式逐步暴露出更多问题,需要水利工程在施工项目管理上做好创新改革,

以工程施工项目管理的效果提升促使工程质量得到保障。总的来讲,对水利工程项目的管理问题和对策

进行探究,属于现阶段水利人员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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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number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increas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effec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s also ideal. In the new period, the national demand 

for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s changed, which makes the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projects face higher requirements, and also exposes more problems gradually in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o innovate and 

reform th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of projects by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effec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Generally speaking, to explore the management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elongs to the key problems that water conservancy personnel 

need to consider at this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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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的建设对于我国是一项利

国利民的工程。受到传统管理工作的观念

影响,水利工程的项目管理仍存在问题有

待解决。近些年水利工程的建设过程中,

经常发生各类安全隐患事故以及项目质

量问题,对施工单位即人们的安全造成了

严重影响。因此,在水利工程建设期间,

需要进一步强化管理的力度,优化水利

工程施工技术,强化项目的管理水平。 

1 水利工程施工项目管理意义 

水利工程通常建设规模都较大,施

工时间较长,对质量的标准与要求非常

高,各种施工技术以及施工工艺复杂,

工作环境艰苦,对于工期地把控较为严

格。如果没有在施工过程中强化管理工

作的落实效果,会导致在施工过程中出

现各种安全隐患。进一步优化水利工程

施工管理工作落实效果,能够有效规避

项目的施工建设风险,确保项目能够在

安全的作业环境下开展施工,进一步提

升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使得工程的建

设能够顺利平稳推进。在水利工程的建

设过程中,施工单位必须加强对管理工

作的重视,有效落实各类管理措施。针

对施工人员以及施工设备和施工材料

进行科学管理,有效保证水利工程项目

能够按照预期目标安全高质量地完成

施工任务。 

2 水利工程施工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 

2.1项目管理的体系落后 

我国现如今的水利项目建设的管理

依然沿用的是我国传统的管理方式,其

中以个人经济意识为主,导致集体观念

有所欠缺,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就会影

响建设管理工作的进行。其次是因为我

国一直以来的水利工程的管理方法都是

采用放养式的管理方式,导致如今人员

管理意识散乱现象的出现。由于这两个

因素的影响,导致我国水利项目的建设

管理体系落后。 

2.2管理人员的素质低下 

在进行水利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人

员素质的高低决定了施工效果是否符合

国家要求,这也就体现了人员在水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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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管理中的地位。管理人员的专业水

平和素质对于工程建设管理的效果起到

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国现如今的水利

建设的管理人员中普遍存在素质低下的

问题,进而忽视管理的重要性,这样长此

以往就会形成固定思维,进而影响我国

水利工程管理创新工作的进行。 

2.3工程施工中的安全管理问题 

所有工程中安全管理问题是保证工

程施工管理正常进行的重要程序,尤其是

在水利工程中,安全问题属于重中之重。

但是在实际的水利工程管理工作中,缺乏

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管理人员及施工人

员缺乏一定的安全意识。安全管理能够保

障所有施工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帮助

水利工程消除内部的安全隐患,是工程项

目的重要工作。一旦安全管理不当,轻则

导致工程塌方,损失财产,重则造成人员

伤亡。当前的水利工程存在很多安全管理

问题。例如,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安全

管理职责不明确、投入安全生产的力度

小、安全设施不规范等。 

3 水利工程施工项目管理的可

行性建议 

3.1健全管理制度 

在管理工作中,工作质量的提升要

有良好制度的支持,为让工程管理提高

水平,应该对管理制度进行健全。在管理

机构中,应该将分工和责任充分明确,使

得各级人员都被督促起来,让他们发挥

工作的充分主动性,将自身的工作做好。

此外,在管理机构中,也应该建设合作联

动于其他部门的制度,对外部的技术、经

济等方面支持积极争取,在政府部门所

充分配合下,在水利管理中发挥充分作

用。最后,还应该对追责制度、责任分工

制进行建立,使得工程的各项责任能够

落到每个人的头上,万一发生管理事故

后,便要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让管理员

都能提高责任意识,积极落实各项管理

的工作制度。 

3.2优化人员素质 

要加强施工队伍的建设水平,确保

施工人员能依据标准化管理流程开展相

应工作,维持综合管控效果的基础上,打

造综合素质更好的施工团队。一方面,

要制定更加匹配施工团队的选拔机制,

并且保证施工人员持证上岗,匹配技术

水平好且施工经验较为丰富的工人,从

根本上维持水利工程项目施工质量。另

一方面,要强化施工团队的培训和教育

指导水平,及时落实安全指导工作、专业

化技术升级指导工作,保证施工人员能

在日常施工操作中始终保持良好的安全

意识,减少安全隐患的留存,为水利工程

项目全过程精细化质量管理工作的落实

提供保障。 

3.3材料控制 

在水利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应督

促施工单位切实做好施工材料和设备

的管理工作,以及施工材料的采购工作,

必须充分考虑水利工程本身的建设需

求,确定材料的性能指标,不能一味地

强调成本而忽视材料质量,这样容易给

工程埋下质量隐患。材料入场环节,需

要做好必要的检验工作,对于一些不合

规格的材料,应杜绝其进入施工现场,

以免出现误用问题。材料存储环节,必

须保证分类存储,同时,使存储区域保

持通风、干燥,避免材料在存储过程中

出现变质问题。同时,在水利工程施工

中,需要用到各种机械设备,施工单位

必须对设备状态进行检查确认,避免其

在应用过程中出现异常和故障,减少由

此引发的质量问题。 

3.4加强项目进度管理 

在水利工程项目的进度管理工作中,

要求管理工作人员能够对水利工程项目

的建设具备较为系统性以及全面性的认

知。对各个施工工序以及施工内容进行

分解,从科学合理的管理角度对各项施

工内容的难度以及施工时间进行分析,

编制施工项目进度的管理计划方案。水

利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会受到各类因素的

影响,施工进度出现加快或延缓。管理工

作人员需要综合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

针对施工进度展开相应的管理工作。在

管理工作的开展过程中,需要对施工人

员日常工作内容进行调整与管理,综合

项目的具体建设情况制定相应的监督管

理计划,避免出现盲目追求工期而降低

施工质量的状况。 

3.5优化技术水平 

为了提升水利工程施工项目质量管

理水平,要整合技术体系,优化技术应用

效率,维持综合管理控制效果。一方面,

要结合施工项目的特点适配先进的施工

方法或者是施工技术方案,选取更加专

业化的施工体系,确保能从质量层面优

化整体水平。另一方面,要综合运行水利

施工知识提升施工工艺的规范性,并且

要制定有效的备案机制,为施工技术改

进研究提供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也要整

合施工技术评估内容和风险防控研究内

容,在合理性分配技术资源能更好地应

对技术风险,维持水利工程施工项目的

整体效果。 

3.6加强质量管理 

水利工程项目的质量管理主要涵盖

两方面,分别为材料的质量管理以及在

施工过程中的质量管理。 

(1)在原材料的采购方面需要进行

严格质量把关,建立施工材料的质量控

制体系,进一步加强对原材料质量检验

管理工作的重视。全面优化项目的材料

采购流程,进一步提升采购人员的综合

素养,对施工原材料的质检技术进行优

化,保证水利工程施工过程中应用的岩

土材料以及混凝土等施工材料质量符合

标准。 

(2)需要进一步强化质量管理和质

量监督,全面优化水利工程施工现场的

管理工作流程,强化对施工人员的管控

与监督,避免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出

现偷工减料的现象。 

(3)需要监督施工人员是否严格按

照施工设计图纸以及施工标准展开施工

作业,能够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

制定针对性解决措施。 

3.7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水利工程涉及的内容较多,并且环

境较为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施工

的风险,可能存在一系列的安全隐患。为

此,在工程施工之前,工程师应该到现场

勘察,了解周围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特点,

分析在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

然后制定科学的施工方案,以减少施工

过程中安全事故的发生。另外,加强对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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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环境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在引

进施工材料之前,对生产商的资质进行

调查,确保施工材料的质量。合理地使用

施工设备,重视对先进施工技术的应用,

从整体上提高施工效果。加大对施工过

程的监督管理,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同时

不影响工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4 结语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与我国的社会

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密不可分

的联系。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社会背景下,水利工程施工单位必须

全面优化整体的管理水平,进一步发挥

管理工作的价值与优势,从质量、进度

以及安全的方向开展管理工作,促使我

国的水利工程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与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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