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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水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多，因此须将水利工程运行管

理工作严格落实到位，科学有效地解决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列问题。下面本文就水利

工程运行管理中存在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仅供业内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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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economy, people demand more and more water 

resources,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rictly implement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place, and scientifically and effectively solv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e following paper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industry peer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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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概述 
1.1 水利工程的概念 

水利工程从概念上来说，是指为了改善当地农民的生活水

平，提高农业生产率，提升农村地区防洪泄洪能力而施工建设

的一系列水利项目，农村水利工程大体包括农田水利工程和农

村饮水工程等[1]。 

1.2 水利工程管理的主要内容 

建设水利工程的目的是改善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水

利工程不仅包括农民日常生活用水设施，同时也包含农业生产

的水利设施。农村水利工程主要的管理内容包括合理利用水资

源、提高村民的用水质量以及强化农业用水管理等。 

1.3 水利工程的作用 

在水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的过程中，水利工程占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对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主要包括以

下几点：第一，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农业生产力[2]；

第二，提高农村地区的饮水质量，确保农民用水安全；第三，

提高地区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避免或减少因自然灾

害对地区经济以及村民人身安全所造成的损害；第四，有利于

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第五，能有效推动经济转型，避免农业

生产过程中水资源的过度浪费。 

2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职责不明确 

在基层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工作多年中，经本人在实际工作

中所遇到、见到的，认为基层水利工程的运行方式及管理制度

都比较传统，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未

能明确管理职责，导致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管理人员间互相推

诿，同时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无法满足实际需求[3]。二是水

利工程运行管理部门在开展日常工作时管理方式单一，经济效

益低下，同时水利工程的建造成本较高，后期的维修成本和管

理费用较高，水利工程运行面临着入不敷出的局面，对水利工

程运行管理造成了负面影响。 

2.2 水利设施老化严重 

大部分地区水利工程的平均使用年限达 20 多年，甚至部

分水利工程的使用年限达 50 多年，水利设施设备出现了严重

的老化现象。同时部分水利工程泥沙及污染物的堆积量严重超

标，运行管理单位对泥沙和污染物的处理不及时或不彻底，降

低了水利工程的蓄水能力和泄洪能力。以钦州市钦北灌区为

例，该工程建成运行几十年，为灌区工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发

展和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但目前部分水工建筑物和

机电设备已达到或超过国家相关规范规定的使用年限，老化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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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事故多发、能源单耗上升、安全运行率降低。这些现象出

现的原因：一是钦北灌区运行多年，渠道及附属建筑物渗漏严

重，淤积严重，堤坡崩塌，杂草丛生，水流不畅，部分渠段已

因常年无水而被破坏或者填平占用，而且配套不完善，灌区泵

站工程机组长时间运行后主水泵受冲刷气蚀，泵体壁厚变薄，

承压能力严重减弱，泵体有破裂的危险；中开面及填料套台阶

部位冲刷剥蚀严重；泵轴长超过了使用年限，多次发生断轴事

故，导致水泵效率降低，无法达到水泵技术性能的运行要求。

二是主电机绝缘老化严重，铁芯表面锈蚀较为严重，硅钢片出

现裂缝，运行中电动机笼条端部易断裂、定子线圈槽楔松动、

线圈绝缘击穿、引线烧断等问题。三是经过多年运行大多数变

压器均出现不同程度漏油、温升增大等问题。四是配电设备、

直流系统内部配置的元器件老化严重，运行可靠性降低；低压

配电设备大部分都属于淘汰产品，存在技术缺陷。五是出水阀

门密封面冲刷严重，阀板沉降变形，阀门回水，导致提水效率

降低、能耗增加。六是反虹吸管道经过过年运行且常年受渠道

来水磨损和停水期管内潮湿空气的氧化锈蚀，已不能满足原设

计反虹吸管强度要求。七是检维修工器具落后单一，职工劳动

强度大、安全性差。 

2.3 缺乏专业管理人才 

大部分农村地处偏远山区，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十分艰

苦，缺乏系统完善的水利工程管理体系，因此不少专业人才都

不愿投身到农村工作。首先，缺乏科学完善的人才招聘机制，

没有对专业人员的技术能力进行科学考核，招聘到的一些工作

人员缺乏专业能力，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其次，缺少对后续人

才的储备培养，对现有的工作人员或者刚刚入职的新员工缺乏

有效的培训规划，很多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以及技术理念得不

到及时更新，无法满足当前工作的实际需要。 

2.4 资金投入不足 

相关部门对农村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在这

方面投入的资金有限，特别是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更容易被忽

视。在国家大力推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地方财政很多时候

都处于紧张状态，因而没有充足的资金用于水利工程建设以及

项目维护，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工期延误，加重了偷工减料

等行为的发生，对水利工程建设质量造成了严重影响。 

2.5 监管措施不到位 

要想确保农村水利工程的顺利运行，就必须要建立健全相

应的监管机制，而在实际的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当中，不少管理

人员对考察发现的问题并未进行仔细分析，仅仅是临时维修，

监管人员缺乏较强的专业知识，监管力度不足。这就导致无法

对实际的水利工程管理工作提供指导作用，部分管理人员在自

己的岗位上即便有正确的管理意识，也会由于缺乏正确工作机

制的指导，导致管理工作无法进行优化落实。在管理制度混乱

的状态下，实际上很容易出现工作人员失职的问题，这会给整

个水利工程的运行带来影响。 

3 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策略 

3.1 更新管理理念，加大资金投入 

对于水利工程运行管理，首先要加深对水利工程建设的认

识，充分认识水利工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特点，采取科学有效

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加快对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制度的优化，及

时改变传统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理念，将现代化的管理理念融

入其中。工程建设过程中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融合，以科

学合理的观念为指引，充分结合农业生产对水利工程项目的实

际需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完善运行管理机制。相关部门要

主动参与，逐渐完善监督体系，为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创造良好

条件，进而实现水资源合理利用的 终目标。良好的资金管理

是提升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效率的基础，完善、构建合理的资金

管理制度可更好地为水利工程运行管理提供后勤保障，管理部

门要拓展水利工程资金投入渠道，避免资金不足对运行管理造

成不利影响，提升水利工程的整体运行效率。管理部门要不断

完善水利工程基础设施建设，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助力，同时

做好资金监督与管理工作，逐渐完善水利工程监督体系，并聘

请专业人员对运行管理资金进行核算，确保专款专用。财政部

门也要及时拨放资金，确保资金落实到位。税务部门要加强对

资金应用的管理，推动水利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稳定发展，同

时促进运行管理单位的经济效益稳定增长。 

3.2 加快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 

一是制定完善工程运行管理制度和标准。工程管理责任主

体应结合实际制定标准化管理手册，健全规章制度、操作流程，

做到内容完整、流程清晰、要求明确。二是严格规范实施工程

巡视检查、安全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理活动，强化日常工

作的精细化、规范化，做到巡测规范、记录标准、维护及时，

利用信息化手段及时对相关信息进行存储和上报。三是应按照

要求严格划定工程管理保护范围，确保管理范围界桩齐全、明

显，逐步对管理范围内土地进行确权。 

3.3 探索建立水利工程运行管护常态化机制 

创新水利工程运行管护机制，建立“管理主体明确、管护

标准具体、考核奖惩到位、工程效益长久”的水利工程运行管

护体系，推进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由“重建轻管”向“建管并重”

“以管促建”转变。一是根据工程规模和性质，分类明确工程

管护主体，层层签订管护责任书，实现水利工程管理责任全覆

盖、无死角；分类制定工程运行管理内容、管理标准、管理职

责及考核办法，确保每个水利工程有人管，每个目标有考核。

二是在确保工程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引入社会

资本参与小型水库经营，用经营收益承担部分管护费用，督促

经营者参与管护工作。三是建立奖罚并重的良性机制，设置科

学的评价指标，逐步加大绩效工资施行的力度，推动工程管护

与管理人员的收入相挂钩的执行力度。 

3.4 提升水利工程数字化管理水平 

一是加强安全监测设施建设。制定信息采集标准规范，搭

建信息采集汇集平台，为工程信息化建设提供底层数据支撑。

二是建设水利工程运行数字平台。依照国家、行业相关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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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山东省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实际，完成水库、拦河闸（橡胶

坝）、河道堤防等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数据库建设。三是健全

信息融合共享机制。准确掌握、实时更新包括安全鉴定、除险

加固、降等报废、病险水库安全度汛措施等信息在内的水利工

程基本数据，加快实现市、县各级与省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一

张图”资源融合、信息共享，实现基础信息和监测预警信息互

联互通。 

3.5 强化水利工程质量管理 

强化水利工程质量管理，需建立完善、科学的监督管理制

度，确保水利工程质量管理的合理性。质量管理部门应结合水

利工程建设实际，通过民主测评的方式确保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能满足群众的需求，制定符合生产实际的管理措施。水利工程

建设过程中要安排专业人员对现场进行定期排查，找出危险

源，有针对性的进行风险规避，提前制定突发事件预防方案，

通过构建预防体系，全面提升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以甘肃省景

电工程为例，其更新改造项目重要施工环节均在冬季，天寒地

冻，有效施工期短，工期紧张，特别是土建和机电安装工程交

叉作业，施工难度增大，安全防范要求更高，易发生人身伤亡

和设备损坏等安全事故。为此，项目建设相关处室成立了项目

质量安全管理领导机构，全面负责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对施工

单位及监理单位的人员数量、资质、施工组织设计、质量安全

管理制度进行检查落实，确保工程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严格按

照水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对工程原材料和实体质量进

行平行检测，对关键部位和关键环节进行认真检查和旁站监

理，严格施工全过程的质量控制，确保冬季施工各项质保措施

落实到位。对工程材料进行质量把关，严格控制材料进场条件

(具备生产许可证、出厂合格证、试验报告等)，对钢材、水泥、

商砼、灌浆料等按要求进行质量检测。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与

原设计图纸不相符的地方，及时与设计部门主动联系沟通，进

行设计变更，确保了工程质量与进度。自施工单位进场开始，

就注重落实现场安全管理，督促施工单位认真落实安全主体责

任，加强施工期间的安全检查和对施工人员的监督管理，杜绝

了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 

3.6 制定严格规范的水资源管理机制 

首先，积极开展农村水权制度改革。水资源是社会发展的

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源，为了确保水资源在市场经济中能够得到

合理配置，相关部门应对水资源使用权限积极开展制度改革，

制定系统完善的水权制度，通过转让水权、认购水权等方式确

定水资源的使用权和所有权，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其次，制

定科学合理的水资源保护管理机制。随着国家工业的持续快速

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加重，并严重影响到水资源，加剧

了水资源欠缺的现状。对此，相关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水资源保

护机制，并严格贯彻落实污染管理制度，勒令存在水污染情况

的生产部门将污水处理至达到排放标准后排放，并安装净水设

备等，以此来减少工业、农业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对水资源所

造成的污染。 后，水利部门还应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对水资源

的使用情况以及水资源分布情况制定科学的规划，积极建设水

库等储水设施，并科学整合农田用水高峰和降雨高峰，在合理

配置可利用水资源的基础上，确保当地农业生产有充足的灌溉

用水。 

3.7 加强工程质量管理，提高监督管理水平 

从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现状来看，管理工作不到位会使农

村水利工程的建设和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必须有效解决农

村水利工程中“重建设、轻管理”等问题，确保我国农村水利

工程发挥应有的作用。加强质量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效率，建

立系统完善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组建专业质量监督小组，配

备专业的监测设备和工具，进一步提高水利工程质量监测水

平，确保工程建设所使用的各种施工材料均符合规范要求，防

止出现以次充好等情况。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的科学运行管理不仅关系到工程自身

安全，更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发展水平，因此必

须加强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工作，为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

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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