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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建设既能充分利用水资源，又能控制好工程的施工质量，如果出现任何差错，造成

工程质量问题，不但会危及到周围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会影响到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文章从

水利项目的施工与管理两个角度出发，提出了缓解措施，以保证有效改善项目的建设质量，加速项目

的建设，保证了项目的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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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can not only make full use of water resources, but 

also can control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project, if any error, cause the project quality problems,

 not only will endanger the life and property safety of the surrounding residents, but also affect the ec

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

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mitigation measures to ensure the constr

uction quality of the project,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and ensure the completion of t

he project on time, with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guarant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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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水利建设的质量，既能促进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又

能造福附近的农民，又能预防自然灾害。但若质量不合格，不

仅会危及附近居民的生命安全，还会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水

是生命、生产、生态的基础。水利工程建设既能充分利用水资

源，又能控制好工程的施工质量，如果出现任何差错，造成工

程质量问题，不但会危及到周围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会影

响到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为此，文章从水利工程的施工与

管理两个角度出发，提出了相应的缓解措施，以期达到 大限

度地提升项目的质量，加快项目的进度，保证项目按期、保质

保量的完成。 

1 工程项目管理内容 
工程项目管理是一项跨越多个组织的复杂工作，项目组织

和管理机构在技术性能、成本、进度等约束条件下实现项目的

预期目标。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负责

组织一套项目班子，建设一个技术过硬、配合默契、责任心强

的项目管理团队，在技术方面主要负责制订项目的实施计划、

进行资源分配、指挥现场的进度。工程项目管理内容主要包含

三个方面。 

（1）成本控制 

工程造价控制是工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工程造价管理

的重要内容。在实施成本控制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①费用

小化：按市场价格制定工程定额.②目标管理：在工程建设

之前，对工程造价进行合理的控制。③全成本管理：对整个企

业、所有人、全过程进行成本控制。④动态管理：根据成本控

制的目的，对费用进行实时的控制，并对其进行及时的误差修

正。⑤结合责任、权利和利益。 

（2）进度控制 

工程进度控制是指在对工程工程量和施工工艺进行精确

把握的前提下，制定施工进度和进度计划。施工单位应按项目

进度安排人员、物料，保证施工进度顺利。在施工期间，必须

对项目进度进行每周的总结，明确项目与实际项目之间的差

异，找出问题所在，并实施相应的计划与安排。加强月报、季

度汇总，对工程进度进行实时监控是十分必要的。在施工过程

中，尽可能地缩短工期，避免为了提前完成而加快进度，尽可

能地按原计划进行；避免在工程建设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进而提高整个工程的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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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质量控制 

工程质量控制是工程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一个很

大的难题。①对人的支配。项目管理的基础是人的管理，第一，

要选好人，要根据人员的技术特点和性格特点，以及实际需要，

挑选出符合项目要求的人员，组建相应的管理队伍；其次，要

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运用业绩评价方法，将员工的工作表现

与个人的工资、荣誉相结合，使每个人都能积极工作。 

②材料管理。材料是影响工程质量的重要因素，材料的控

制要贯穿材料的选择、采购、运输、存储和施工；在实际使用

中，业主的日常需求、项目预算等方面，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确定各项目的档次、价格，并进行比较，并按相关的法律、法

规来进行采购。进场后，一定要核对材料的检测报告、合格证

明等；进入现场后的贮存与保管是项目管理的重中之重，由于

存放不当造成的材料损坏、变质等问题，将会对工程的进度和

工程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施工必须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规范

施工，确保施工质量。 

③工程机械管理。水利水电施工机械的经营管理一直是施

工中的一个难题，设备租赁、使用费用高，使用周期长，机械

设备的合理利用是制约项目进度和造价的重要因素。机器设备

的管理和使用必须遵守使用规程，进场之前应检查机器的状况

和维护记录，特别是特殊设备人员的资质。进场后，由专业人

员制定检修、维修方案，并做好设备的日常管理与维护，保证

设备的正常运行。 

2 项目管理的提升途径 
2.1 构建水利工程项目综合管理平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水利项目管理模式已不适

应，在信息化的今天，可以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建立一个科学

的、管理完善的管理平台，既能降低人力成本，又能有效的管

理水利项目。通过对每个水利项目的情况进行分析，对每个工

作人员的职责进行合理的规划，使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更加和

谐，从而实现水利项目管理的 佳效果。此外，还应注意关键

措施，掌握资金流向，及时掌握进度，确保工程质量。所以，

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设计出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设立一个监

察机构，对工程进行监督，另外，对员工进行技术和知识方面

的评估，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现在的科学技术特别发达，要

掌握大数据，及时更新工程的管理体系，要定期对工程设施、

设备、材料进行监督，保证设备和材料的正常运转，保证工程

材料的质量。这对今后的水利建设工作，将有很大的帮助。 

2.2 加强水利工程项目招标管理 

水利建设工程招投标中，存在着行贿、走后门等违法的现

象。所以必须强化招标管理，杜绝这种情况，建立一个明确的

奖励和惩罚机制，既能有效地遏制非法竞争，又能激发职工的

工作热情。在投标过程中要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来遏制非法

竞争，这对水利项目的建设是有益的。 

2.3 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 

水利项目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直接关系到整个项目

的质量。水利项目的施工管理工作具有复杂性、技术性、复杂

性、长期性等特点，因此，对管理者的素质要求也很高，需要

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因此，在水利工程项目的建

设中，必须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首先，基层水利部门要

在新的形势下，对农业水利项目管理的要求、要求、标准、规

范等进行科学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专业培训、

思想教育和观念引导，以提升整个管理水平。其次，基层水利

部门的管理者大都是当地居民，他们对项目的内容、要求等都

很熟悉，但由于专业水平低、专业知识较少，总体上的管理水

平较低。这就要求各级水利部门定期组织农业工程技术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等对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专业知识、技能和专业素

养的培养。第三，现代水利工程与以前的农业项目相比，规模

较大、技术含量较高，为适应工程建设的需要，必须加大对新

型、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力度。农田水利专业技术人员的引进既

要有对农业水利的全面了解，又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技术、专业

水平和综合素质，以保障农业项目的建设和管理。 

2.4 强化原材料质量管理 

在选择材料时，应根据所需的材料进行施工，并在施工之

前准备好测试设备，并对材料进行检验，并对材料进行检验，

以保证材料质量的双重合格，从而延长项目的合理使用寿命。 

2.5 完善现场施工质量管理 

在水利工程施工中，施工现场的施工质量也是一个非常关

键的问题，它关系到整个项目的安全。在施工前，设计师要向

施工单位的施工人员解释清楚施工顺序、机械使用方法、施工

内容，并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同时，

在新材料、新技术应用时，应向上级报告，由上级部门负责，

由有关部门负责检验、检测、确定新材料的质量，并制订合理

的技术方案。同时通知业主，由业主组织施工、设计人员进行

技术交流，并由设计单位对新材料、新技术是否满足设计需求

进行审核，三方一致同意后，再进行后续施工。 

2.6 加强短板建设 

2.6.1 水生态补短板 

本文根据某工程片区的具体情况，对工程进行了研究，以

期更好地利用该地区的雨水资源，实现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调

配，为今后 NS 世界文明论坛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水基础。提

出了以水生态修复、水系综合整治、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工程

为重点的“水生态修复”。 

(1)提高水生态修复保护能力｡ 

一是在水库进行调蓄，充分利用的雨水资源，充分利用 N

S 水库的调蓄功能，将水库的水量调入。二是水库扩建工程，

利用坝址附近的农田和支流口受洪水影响的临水侧护坡，使水

库的兴利水位从 123.00m 恢复到 124.59m，提高了水库的蓄水

量 1658 万 m3。该项目建成后，可有效地提高区内雨水、洪涝

资源的利用率，为 NS 水库的蓄水、改善区域水环境、改善区

域生态环境、促进水生态系统的恢复。 

(2)水系综合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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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水库的生态环境，确保水库水质良好。 

一是整治了所在#1 河段，整治了 3.883 公里的河段，对河

道进行了清淤疏浚，并修建了 3座。 

二是对#2 河段进行整治，该项目全长 1.274 公里，按 10a

一遇洪水标准进行，主要内容有：清淤疏浚和修建漫水坝 11

个。 

三是治理#3 河段工程，全长 20.900 公里，按 20 年一遇的

洪水标准进行，主要工程包括：河道整治工程、堤防工程、建

筑物工程和生态景观工程。 

四是#4 河段整治工程全长 0.600 公里，进行了一次十年一

遇的泥沙整治。 

(3)水土保持及水源涵养工程 

“十四五”规划实施水库周围的水土保和水源涵养工程，

实施土地整治面积 327.69hm2，主要建设内容为坡改梯 209.79

hm2，坡耕地营造水保林、经果林，封禁面积 144.56hm2；新增

12 座水库，5600 米截水沟；修建了 7.70 公里的生产性公路。

上述项目的总投资估计为十五亿元。NS 水库的水生态修复补

源，周边河道综合治理，以及水库周边的水、林、湖、林、湖

系统的综合治理，重视水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真正做到“金山

银山”。使水库周围实现了四季都有景观的生态效应，对当地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8 水利信息化 

水利信息化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整体上来看，

水利信息化建设还处于较低水平，业务处理只完成了局部数字

化、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数据资源总量不高、应用系统功能

单一、协调性差等。“十四五”时期，为适应省、市信息化、

信息化、流域、区域管理等需要，将加快水利信息化建设，全

面提升水利信息化水平，重点建设内容有： 

(1)三防指挥体系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三防”指挥系

统由信息采集、通讯、计算机网络、决策支持、水利政务信息、

水利信息公共服务等组成。“十三五”之前，已经完成了一些

水库的数据采集和传输，机房硬件市一级的视屏系统和网络三

防一体化查询系统，投入 500 万元左右。“十四五”规划中，

将继续投入一千万元（不包括三防物资和仓库的建设），进行

三防指挥体系的续建。 

(2)建立水利部门的决策支撑体系。本项目计划投入一千

万元，建设水利管理决策支撑体系，主要建设内容有：水利信

息收集、骨干网络建设、水质监测和评估、水资源调度和监督、

城市供水、水资源预测、预报等。 

(3)建设小流域防洪预警系统｡计划投入三千万元，建设一

个小型水库防洪预警系统，主要建设内容有：水库、雨水站、

通讯、乡镇接收系统等。 

(4)建设水土保持监管数据系统｡水土保持监测数据的处

理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数据采集和传输、数据管理和信息

提取、信息发布和服务。针对监控目标的特点，选取遥感影像、

数字地形图和其它必要的基础资料，利用现代化的监控设备和

设备，采集监控目标的主要特征和主要影响因子，并将其实时

传输至存储管理装置。在水土保持监督的全过程中，数据的收

集是整个监督的起点，是后续监督的源头，也就是信息的传递

与管理，是加工处理的原料，是服务与发行的基础，是服务与

发行的基础。 

3 结语 
确保水利建设的质量，既能促进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又

能造福附近的农民，又能预防自然灾害。但如果质量不过关，

那就会影响到周围的居民正常生活，严重时影响到当地的经济

发展。上述只是工程质量控制中的一种，但在此问题上，要不

断地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将其与实践相结合，从而达到改善工

程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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