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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利工程管理直接关系到水利工程使用效果，是保障防洪、灌溉、排水、发电等作用发挥的关键。基于此，项目单位

在建设水利工程时，需引进现代化与精细化管理理念，提高水利工程管理水平，保障水利工程的长期可靠运行。文章主要对

水利工程管理的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开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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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is related to the use effec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directly, which is the key 

to ensure flood control, irrigation, drainage, power generation and other functions. Based on this, the project units need to introduce 

modern and refined management concept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nsure the long-term 

and reliable oper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modernization and refinement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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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利工程项目具有工程量大、投资成本高的特点，易在建设时表现出管理混乱、经费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影响水

利工程质量，加大成本，降低水利工程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针对该问题，“十三五”规划提出水利现代化要求，项

目单位可将现代化建设与精细化建设配合应用，推动水利工程可持续发展。 

1 水利工程管理的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要求 
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是指创新管理理念，引进先进技术开展工程管理，如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远程监控技

术等，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提升水利工程管理水平；水利工程管理精细化是指将管理工作渗透在水利工程的各个方面，

为每个环节和工序提供可操作性的指导。在实际管理工作中，现代化建设与精细化建设相辅相成，现代化管理可为精

细化管理提供详细数据信息，提高精细化管理的可行性；精细化管理是落实现代化管理的关键，二者协调配合，方可

实现效益最大化。 

就此，在水利工程管理的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中，项目单位需引进信息管理工具，配置先进监控设备，实现水利

工程实时管控，并按照高层管理决策、中层管理规划、基层人员落实的流程，实现精细化管理。同时，水利工程管理

工作需遵循行业标准规范，以水利工程质量、效益提升为管理目标，开展针对性、动态性管理
[1]
。 

2 水利工程管理的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要点 
基于水利工程管理的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理念与要求，某水利集团构建信息管理平台，选择 B/S 架构体系，将互

联网主流框架为平台前端；MVC 框架为平台后端，通过 API 接口与管理系统及监控设备连接，管理数据存储于数据库中，

提高水利工程管理的灵活性、有效性，在质量、效益提升方面效果显著，值得其他项目单位借鉴学习。本节总结该水

利集团的成功经验，分析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要点。 

2.1 构建信息管理平台 

信息管理平台是水利工程管理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方式，项目单位可根据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现状，与相关利益单位

配合，构建协同管理信息平台，整合水利工程项目相关的业务流及信息流，将管理工作覆盖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全过

程，实现现代化管理与精细化管理。 

在该水利集团中，技术人员开发多层级水利工程信息管理平台，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人员可根据用户名登录平

台，进行在线办公与线上交流，实现水利工程管理信息共享。以进度管理为例，管理人员登录信息管理平台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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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中“进度管控”的“计划编制/审批”功能，在“新增”中添加项目的合同编号、进度计划等内容，保存在数据库

中；然后，编写任务信息，添加各项工序的起始时间、结束时间、责任人等信息，定义各项工序的“前置任务”（如土

方开挖即为土方回填的前置任务）和“交付物”（指工序验收报告）；最后，将进度计划上传至平台，交由上级领导审

批，审批后严格按照该进度计划施工，按照要求上传“交付物”附件，管理者可通过平台了解进度计划完成状况，及

时发现进度落后现象，采取有效措施调整，确保工程按期完工
[2]
。 

2.2 配置现代化设备 

在水利工程管理中，管理平台发挥信息处理与统筹规划作用，其信息来源需现代化设备采集，确保水利工程各项

信息的全面及时传输，提高水利工程管理的及时性及有效性。以该水利集团的灌区水利工程为例，管理者共在灌区设

置 15 个监测点，配置传感器、计算机及遥测遥控等设备，可实施获取灌区的水位、流量等信息，并定期传输灌区图片，

有效实现灌区远程管理，为管理者决策提供数据参考，提高水资源调度的合理性，落实水利工程现代化建设。 

同时，为保障现代化设备的安全可靠运行，将精细化管理渗透在水利工程各个方面，该水利集团为现代化设备配

置二维码，设备巡查维护人员到达设备现场后，只需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设备的技术参数、历史故障数据、当前运

行信息等数据，确保设备管理的真实性及全面性，提高设备运维管理效率，使设备反馈更具灵活性，为水利工程管理

提供可靠技术支持。 

2.3 制定完善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是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是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根据和标准。管理者需结合水利工程项目内

容，制定相应的技术管理制度、质量管理制度、运维管理制度及人员管理制度，覆盖水利工程的各个方面，并引入现

代化考核指标，实现水利工程管理的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本节主要对技术管理制度和人员管理制度开展分析。 

在技术管理制度制定中，该水利集团结合水利部颁发的标准规范，制定水闸、灌区、泵站及堤防等水利工程的技

术管理制度，明确安全鉴定管理、水闸管理、泵站机组运维、水利工程观测等工作的要点，为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开

展提供指导，提高水利工程的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 

在人员管理制度制定中，该水利集团结合水利工程管理工作内容，制定相应指标考核制度，对管理人员的工作业

绩、态度及能力进行全面考核，应用平衡计分表考核管理人员的业绩；应用 360 度测评考核工作态度及能力。根据考

核结果，给予奖金、优先职称评审或优先职务晋升等奖励，提高管理人员对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重视，保障各项技术

管理制度的落实。 

2.4 加强管理队伍建设 

管理人员是开展水利工程管理的主体，项目单位需加强管理队伍建设，引导其在工作中落实现代化与精细化理念，

构建一支高质量、高素养的管理队伍，为水利工程现代化与精细化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在现代化与精细化管理要求下，

该水利集团通过人才招聘和人员培训方式，开展管理队伍建设。 

在人才招聘中，该水利集团根据水利工程管理要求，招聘青年管理人才，为管理队伍输入新鲜血液，提高管理人

员工作的活力。以水环境治理工程为例，该水利集团设定的人才招聘要求如下：年龄低于 45 岁；工程类相关专业毕业；

持有注册环保工程师证书五年以上；从事水环境治理管理工作五年以上；具有中级或高级水利工程师职称；具备协调

沟通能力，掌握合同谈判技巧等。上述明确的人才招聘标准，为水利工程管理人员引进提供指导，确保管理人员能力

素养符合水利工程现代化与精细化管理需求。 

在人员培训中，该水利集团结合水利工程特点，设定培训活动的主题。在水库防汛期，管理者邀请当地水利局负

责人举办培训会，以水库安全管理、水库管理人员责任、对安全管理人员的要求、山洪灾害管理等为培训内容，提升

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与安全意识。同时，对于集团新入职的管理人员，组织优秀管理人员介绍信息平台安全管理模块

操作要点，提高管理人员的实践能力，为安全管理工作提供帮助，以现代化和精细化建设，提高水利工程安全管理水

平，确保安全度汛。 

3 结论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管理受管理方式、管理技术、管理制度及管理人员等要素影响，项目单位需协调优化几种要

素，提高管理水平，具体可从信息管理平台构建、现代化设备配置、完善管理制度制定及管理队伍建设四方面入手，

实现水利工程建设的现代化与精细化，为周边居民生产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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