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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类型复杂,通常与水电工程同步建设,在现场施工管理中,需要涉及多个层面和具

体工作岗位。同时,现代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要求水平不断提升,需要做好各个方面问题处理,优化整体管

理模式。本文在明确水利工程管理优化意义基础上,分析具体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结合实际提出管理问

题优化路径,以此为相关工程项目建设提供参考,为提升工程管理成效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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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typ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complex, and it is usually constructed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hydropower project. In the fiel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t needs to involve multiple 

levels and specific jobs. At the same tim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moder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require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deal with all aspects of problems and 

optimize the overall management mod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significance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specific management work, and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management problem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ed projects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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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项目在区域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方式优化、防洪

抗旱等多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工程管理体系涉及规

划、设计、施工和运行等多个阶段,在每一阶段都需要处理好各

个方面问题。但是在具体管理工作开展中,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常会出现材料质量、人员组织、机械调配、施工质量和进度管

理等方面问题,对工程项目效益实现产生负面影响。强化工程管

理问题研究,合理优化解决方式,是水利工程建设必须关注的重

点问题。 

1 水利工程管理优化的意义 

1.1工程管理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 

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是水资源利用的基本方式,也是区域经

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条件。新时期背景下,我国工农业生产、城市

居民用水等,对水利工程的依赖性更加显著,水利工程建设质量

控制,已经成为项目管理最为关键的内容[1]。工程管理质量受项

目建设各个流程影响,在某一环节出现管理问题,都会对最终质

量控制产生直接性影响。因此在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开展中,必须

要深入做好管理工作,创新管理理念和工作方式,构建精细化、

全过程管理体系,将管理措施落实在工程建设各个方面,因此才

能够推动管理体系发展,实现工程质量的有效控制,为项目验收

运营奠定良好基础。 

1.2工程项目效益的实现路径 

水利工程项目建设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实现等各个方面,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不仅要确保建设方、施

工方等经济效益实现,更要确保工程项目在设计周期内安全稳

定运行,能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能够为

区域生态环境改善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工程管理工作

开展中,必须要全面加强现场管理工作,优化管理方式,在确保

经济效益实现基础上,全面提升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水平,为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2 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管理理念创新不足 

水利工程建设管理需要覆盖规划、设计、施工、验收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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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等各个方面,当前管理体系下,建设方、施工方等各个参与方

都是相互独立的,由此也带来建设管理的新型问题。在管理工作

开展中,传统粗放式管理理念已经无法满足建设目标要求,各

个参与方面都应当明确责任管理职责,实现系统化、精细化管

理[2]。但是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部分管理

人员依然基于传统理念开展工作,对管理目标要求认识不够清

晰,管理职责划分不够明确,管理活动衔接不到位,以此不仅使

得工程建设要求难以达成,还会造成不同方面的资源浪费,对工

程项目建设效益实现产生影响。 

2.2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水利工程管理制度是各项管理工作开展的基本依据,也是

提升管理水平的重要保障。当前水利工程管理体系中,管理制度

建设方面存在的重要问题,就是管理层面对管理制度构建的重

视程度不足,管理制度内容依然是沿袭原有制度体系。在没有充

分考虑当前水利工程建设技术变革、工程管理方式变化情形下,

使得部分制度内容已经完全滞后,无法对具体管理工作提供规

范指导作用。而部分新型技术应用管理和设备管理则缺乏对应

的管理要求,使得现场施工出现问题时,缺乏对应的处理依据,

对工程建设质量控制产生影响[3]。管理制度革新不足,还会造成

部分施工人员对工程管理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创新管理思维,

也使得管理成效能以体现出来。 

2.3管理方法较为落后 

管理工作方式是指管理人员在具体工作开展中所采用的方

式和路径,当前BIM技术在水利工程设计阶段广泛应用情形下,

依托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管理方法创新,已经成为管理工作开

展基本要求。但是还有部分管理人员对信息化管理重视不足,

信息化平台应用不够规范,部分工程项目信息没有及时上传,甚

至出现人为因素干扰,不仅对工程管理效率产生影响,甚至还会

出现数据偏差等方面问题,使得管理目标无法有效达成。部分工

程项目施工中,信息化平台更新较为滞后,模块设计与管理工作

实际要求不符,也使得某些管理内容缺失,管理方法无法有效落

实,对管理成效产生不同形式影响[4]。 

2.4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 

管理措施是确保水利工程管理成效实现的基本要求,更为

全面、灵活性的管理措施,能够有效解决工程管理中的问题,避

免由于问题存在对施工进度、成本和质量控制产生的影响。当

前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开展中,多数管理措施缺乏系统性,前瞻性,

只能够临时解决施工中的问题。部分技术和施工人员对管理措

施落实重视不足,没有严格依照规范要求落实管理措施,甚至出

现违规管理现象。管理措施的不到位,还会使得技术应用要求不

到位,对工程建设质量控制产生影响。 

2.5管理人员素养有待提升 

管理人员是管理工作开展的直接执行者,综合素养水平对

工程管理成效具有直接影响。当前水利工程管理体系更加复杂

背景下,需要管理人员具备技术管理、人事管理、沟通协调等多

方面能力,通过各方面要素优化,才能够满足工程建设整体目标

要求。当前水利工程建设中,管理人员对水利工程建设发展形势

认识不够深入,管理方法应用较为落后,新型技术应用要求把握

不足。还有部分基层管理人员存在应付心理,在技术指导和组织

活动中,没有严格依照规范要求开展工作,使得技术和施工人员

在施工中出现懈怠情绪,在隐蔽工程施工中,存在细节处理不到

位,质量不达标等方面问题,对工程验收和后期运行管理产生较

大影响,使得工程项目运行效益受到影响。 

3 水利工程管理问题优化路径 

3.1全面贯彻精细化管理理念 

新时期我国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覆盖范围更加广泛,对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水利工程项目承担的效益要求

要更加多元化。在工程项目建设中,全面深入做好管理工作,确

保技术应用、人力资源、材料和机械设备等各项工作中问题高

效解决,是工程管理的基本要求。精细化管理是由工业生产系统

延伸而来,结合工程建设实际产生的新型理念,在水利工程管理

工作中,全面贯彻精细化管理理念,需要明确如下方面要点：一

是要准确分析水利工程管理成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将这些因素

细分为人员、机械、材料、施工方法或技术、施工环境等方面,

结合原有工程管理数据,分析工程管理尤其是质量控制的关键

因素,将管理重心放在关键因素层面[5]。二是要选择合适的管理

方法,对管理体系进行优化,尤其是采用5S管理法,借助现场视

频管理等方式,优化整体管理体系,提升管理工作开展系统性,

确保管理信息的有效传输,奠定精细化管理运行基础。三是要强

化各层级管理人员精细化管理理念灌输,依托现场管理活动做

好相关方面的理论指导和总结,切实将精细化管理贯穿至工程

建设的全部流程。 

3.2及时优化革新管理制度 

水利工程管理体系中,管理制度优化与否是解决管理问题

的基本依据,也是提升管理成效的关键支撑。管理制度的优化,

应当从如下方面入手：首先是从水利工程规划设计阶段,就应当

明确工程项目建设的重点要求,明确管理制度应当关注的重点

层面,对制度要求进行细分。其次是在项目开工建设前,应当结

合工程设计和新型技术应用要求,对制度内容进行优化,将新型

技术应用要求写入制度体系,并明确对应岗位工作人员的具体

要求,确保管理目标实现有对应的岗位支撑。再次是在工程项目

建设推进过程中,要确保管理制度的权威性,在非必要情况下,

不应当改变制度内容,对于确实与现场施工要求不符的制度内

容,应当由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等共同会商解决,对制度内

容进行优化,确保工程管理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3.3创新信息化管理体系 

信息化管理是新时代水利工程管理的基本硬件条件,是提

升问题解决效率的重要保障,要确保信息化管理平台运行成效

充分体现出来,必须把握如下方面要求：首先是要结合工程管理

实际要求,对管理模块进行优化,在条件具备情形下,应当结合

工程管理要求开发对应的工程管理信息化平台,并作为后续运

营管理平台基础,实现管理数据的有效利用[6]。其次是要强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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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岗位工作人员信息化素养培养,要求管理人员能够熟练掌握

信息化平台操作技能,确保信息和数据输入精准性、传输实效性,

为有效解决管理问题奠定良好基础。再次是要强化管理层面对

信息化技术应用的重视程度,将信息化管理平台与BIM技术平台

有效对接,利用FRID技术采集现场数据,在出现技术应用等方面

问题时,以数据处理结果为准则解决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

升问题处理效率。最后是要强化信息化管理体系创新,结合工程

管理实际要求,对信息化平台模块进行优化,适当纳入智能化技

术,为信息化管理体系创新奠定良好基础。 

3.4构建全方位管理机制 

水利工程管理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当前水利工程建设技

术的细化,在于精细化管理要求不断提升,因此要确保管理问题

有效解决,还应当顺应新时期水利工程建设要求,构建全方位管

理机制。管理机制的全面覆盖,首先应当从运行机制优化入手,

也就是要明确管理问题处理的基本方式,基本目标和参与对象,

要求各个岗位工作人员能够明确自身职责,向上和向下的负责

对象及权限,提升各个岗位工作人员对问题处理的重视程度。其

次是要构建管理优化和问题激励机制,根据现场情况和处理效

果,采用合理的奖惩措施,激发技术人员处理问题积极性。再次

是要完善相应的约束机制,也就是利用完善的制度要求对现场

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进行约束,明确对应岗位人员职

责要求,确保问题能够得以有效解决。 

3.5强化管理人员素养培养 

强化管理人员综合素养培养,提升管理人员处理问题能力,

是有效解决水利工程管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在工程项目建设前,

管理人员应当对工程建设整体要求进行细化,分析管理环节应

当关注的重点问题,制定完善的管理计划,基于PDCA计划循环法,

明确不同环节质量管理实施要求。在工程建设中,要重点研究新

型施工技术、施工方法应用可能带来的问题,基于创新理念探讨

问题解决的方式,采用最为有效的技术方案解决问题。同时在日

常管理工作开展中,还应当加强各个岗位人员职业素养和道德

素质培养,要求相关人员严格依照工程建设技术规范和行业标

准进行施工,避免出现违规作业现象,避免由于人为因素干扰出

现施工质量问题,从根源上控制管理问题产生,推动管理流程不

断优化。 

4 结束语 

新时代背景下,水利工程管理面临问题更加复杂,各个管理

岗位人员在具体工作开展中,都需要明确自身责任要求,在树立

精细化管理理念基础上,严格遵循管理制度要求,充分发挥信息

化管理平台优势,将管理工作覆盖工程建设的各个方面,以此才

能够真正发挥管理效能,有效解决工程建设中的问题,提升工程

建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水平,为我国水利事业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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