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

管 理 科 学总第 567期 2024年 5月第 14期

水利工程管理规范化和精细化研究
甘　市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水利所，广东 佛山 528222）

摘　要　水利工程管理规范化和精细化是现代水利工程管理发展的核心方向，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的构建和应用

有利于提升水利工程管理效率，减少工程建设中的质量和安全问题，继而确保水利工程高质量建设。本文以优化

水利工程管理为目标，分析水利工程管理规范化和精细化内涵，并结合水利工程管理案例探讨管理规范化和精细

化的具体应用要点和措施。通过本文研究发现，精细化和规范化的水利工程管理应借助标准化文件，制定规范化

制度，实施专业的水利工程管理，继而保证管理高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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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建设是当前我国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

点，大力推进水利工程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利用水利工

程实施水电生产、农业灌溉以及蓄水防洪。鉴于水利

工程的多方面关键功能，要求工程建设应实施专业、

规范以及精细的管理，通过管理工作保证水利工程建

设各环节顺利开展，防止工程建设中出现质量和安全

问题。综上所述，水利工程建设及管理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但是由于工程环节复杂、管理内容多样，导致

工程管理难度大。因此，实施水利工程管理必须建立

规范化和精细化体系，以确保管理工作有效落实。

1　水利工程规范化和精细化内涵分析

1.1　水利工程规范化管理内涵

水利工程规范化管理具体是指根据相关标准和规

范管理程序实施科学、有序、安全的工程管理工作，

继而确保工程项目建设良好完成。

水利工程规范化管理的内涵在于标准与规范。在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背景下，我国为优化水利工程建设

根据工程管理经验已经设定多种标准管理制度。如《水

利工程质量管理规范》《水利水电建设工程规程》等

相关制度就是常规工程可参考、可借鉴的工程管理规

范。规范化管理具体是指水利工程无特殊情况下应按

照相关规范实施专业、全面的管理工作 [1]。

规范化管理是当前水利工程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

也是工程管理发展的目标。该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可

切实解决传统工程管理混乱的问题。传统水利管理由

于缺乏经验、管理内容复杂，导致管理工作效率较低。

而规范化管理工作可将复杂混乱的管理工作捋顺，按照

相应标准执行管理工作，继而确保管理工作有效实施。

1.2　水利工程精细化管理内涵

水利工程精细化管理是将精细化管理理念融入于

水利工程管理的新方式，是一种现代化管理方式。精

细化管理理念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文化，以服务质量精

细化为核心的管理方式，该管理方式与规范化、个性

化管理共同组成科学管理体系。

精细化管理的本质内涵在于管理内容的分解，在

具体实施管理的过程中，要求细化每个管理环节，并

针对传统管理的问题进行处理，继而确保管理精准、

具有针对性，预防水利工程管理中的问题。

传统水利工程管理由于内容复杂，管理效率低，

导致管理工作实施过程中经常出现疏漏。例如，常见

的水利工程管理问题包括工程质量问题、安全性问题

等，而实施精细化管理可切实有效地解决管理问题，

确保管理有效开展。

2　水利工程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意义分析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水利工程规范化和精细化管

理是现代水利工程管理的主要方向，在具体实施管理

中全面建设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后，将对工程管理以

及工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从水利工程具体管理角度而言，工程规

范化和精细化管理体系建成可切实提升管理效率，解

决传统工程管理的低效、不细致问题。如，通过上述

研究发现，规范化管理是标准化管理，可切实解决管

理混乱问题；精细化管理的建设和应用则可以切实有

效地解决传统管理的遗漏问题以及重点难点。通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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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管理的双向发展，实施专业化管理，为工程建设打

好基础。

另一方面，从水利工程建设角度而言，规范化和

精细化管理的综合实施可切实有效地解决管理问题，

保证水利工程顺利建设，同时也可保证水利工程建设

后达到质量、安全、成本以及环保等目标，实现水利

工程建设的社会效益 [2]。

3　水利工程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的具体应用分析

3.1　工程案例分析

本工程案例为某水库、水闸以及堤防工程管理工

作。在工程管理中，相关专家制定了专业化管理要点，

管理文件编制中明确管理要点、管理职能和具体事项。

在具体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制定《水利工程标准化手

册示范文本编制要点》。通过对管理规范文件进行分

析发现，工程项目管理具有管理内容多、环境复杂等

特点，从而给工程管理增加难度。因此，在工程单位

实施管理中要求建设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体系，实施

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3.2　水利工程规范化管理应用

3.2.1　制定规范化文件

1.制定规范化管理文件是实施规范化管理的前提，

规范化管理是标准、符合相关规范的管理措施，在实

施规范化管理之前必须要根据相关文件制定相应标准

文件，为规范化管理实施打好基础。例如，该项目根

据《关于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指导意见》创建

水库工程示范文本、水闸工程示范文本、堤防工程示

范文本等，各规范文本中根据工作要求针对性地制定

管理手册、制度手册以及操作手册，确保管理工作按

照详细文件执行。

2.制定规范化文件应明确重点工作，注重文件的

全面应用。水利工程运行后，管理工作相对比较复杂，

难以形成有效的管理工作，所以在规范化文件建设的

过程中，应从多个方面考虑，建设可切实为工程管理

提供规范化服务的文件。例如，上述水闸、堤防以及

水库管理工程中，根据要求在文件中增加工程技术特

征一览表，可为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提供科学参考，

助力水利工程管理的良好实施。另外，在水闸工程规

范化文件中特意标注工作流程图、常用记录表等附件，

均可切实有效地帮助到水利工程管理。

3.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堤防水闸基础信

息填报暨水闸注册登记等工作的通知》应制定全面性

的管理内容，在整个管理工作实施的过程中，根据工

程项目标准，制定多项工程应用的管理内容，为日后

管理打好基础。按照要求，在工程建设中将管理工作

分为安全管理类、运行管护类、综合管理类等多项管

理工作。其中安全管理类工作的管理事项包括信息登

记、工程划界、防汛管理、涉河活动管理、安全生产

管理等多项内容；运行管护类管理包括工程检查、工

程观测与监测、维修养护等管理；综合管理类包括教

育培训、档案管理以及信息化建设等多项管理工作。

3.2.2　规范化管理内容

根据管理需求和管理工作趋势可编制规范化管理

内容，在规范化文件中明确各项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内

容和操作方法，确保管理工作可按照文件规范化执行。

另外，管理内容根据制度和操作列为不同内容，为不

同管理工作执行提供标准。

例如，以水闸管理工程为例，制度手册中明确安全

管理类、运行管护类以及综合管理类的具体工作内容。

1.安全管理类内容。（1）管理信息注册等级。主

要内容包括注册登记基本要求、登记方式、信息申报、

信息变更、注销等相关要求。（2）工程安全鉴定。主

要内容包括安全鉴定基本内容、鉴定周期、鉴定组织、

鉴定实施步骤、成果审定以及成果应用等相关要求。

（3）水利工程保护。主要内容包括划界确权、水法宣传、

管理范围巡查、涉水项目监管、违法行为处理等相关

要求，也可分拆为各专项制度。（4）防汛管理。主要

内容包括防汛组织与责任制、防汛抢险应急预案与演练、

防汛抢险队伍与培训、汛前检查、防汛物资配备、预警

预报信息畅通等相关要求，也可分拆为各专项制度 [3]。

2.运行管护类。（1）全面检查管理。包括日常检查、

定期检查、专项检查等相关制度，明确各类检查的组

织形式、内容、方法、时间、频次、记录、分析、处

理和报告等相关工作内容和要求。（2）针对性实施安

全监测。其包括环境量监测、垂直观测、水平位移观测、

渗流观测、引河河床变形观测、伸缩缝和裂缝等专门

性观测相关制度。明确各类监测的仪器设备、时间、

频次、方法、数据校核处理、资料整编、分析报告编

制等相关工作内容和要求。（3）工程维护保养。包括

维修养护项目管理、采购和合同管理、项目质量检查、

资金与进度管理、竣工验收、绩效评价等相关要求。

3.综合管理类。（1）明确管理责任。包括所长、

副所长、技术负责人、水工建筑物职能工程师、机电

设备职能工程师、工程观测、档案资料、物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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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门运行工、水行政管理、财务出纳等岗位责任制；

明确上岗条件、岗位责任和相关考核办法等。（2）制

定教育培训体系。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

定本单位教育培训制度，包括职工教育管理、培训需

求识别、教育培训台账、业务学习培训、政治理论学习、

培训计划制定和审批、实施方式、考核评价、培训记录、

效果评价等制度。（3）构建信息化管理系统。包括计

算机监控系统管理、信息化平台管理、自动化监测预

警管理、网络安全管理、检查维护等相关管理制度。

3.3　水利工程精细化管理具体应用

水利工程管理难度较大。因此，工程中精细化管

理体系实施全面管理，应用精细化管理体系具体落实

各项工作，切实保证工程管理有效落实。

3.3.1　继续精细化管理任务

水利工程运行影响因素较多，所以在精细化管理

实施的过程中，应该对管理任务进行精确划分，在划

分任务之后，继续提升精细化管理工作，为精细化管

理发展打好基础，可切实提升精细化管理工作效率。

例如，上述水闸、水库以及堤防工程中，非常重视各

项管理任务的精细划分，在精细划分之后，确保管理

任务良好执行，可切实提升管理效率。

3.3.2　建立管理档案

精细化管理要求实施精准管理，建立工程管理档

案的目标就是获取档案管理资料，根据资料和具体情

况制定动态管理方案，解决规范化管理“机械执行”

的问题。规范化管理的优势在于解决常规问题，而精

细化管理应用后可根据管理档案实施动态管理，解决

特殊和突发问题。如，工程根据管理档案预测汛期提

前来临，迅速反应制定防汛和汛期施工方案，以确保

工程精细化完成，提升工程管理效率 [4]。工程中建立

管理档案的同时也开始构建数字化管理系统，利用数

字化系统执行各项管理工作，可切实提高数字化信息

管理效率，并可以完善多项信息化管理，为提升管理

工作打好基础。

3.3.3　重点难点的分析和解决

精细化管理实施的优势也在于解决工程的重点难

点问题。精细化管理更是细节、精准以及针对性的管理，

可针对水利工程中常见的问题制定管理措施，实施切

实有效的管理。例如，在上述水坝工程应用的过程中，

非常重视水坝工程安全管理工作，具体实施管理的过

程中，重点提出大坝安全监测工作要点，整个监测工

作实施的过程中，要求对大坝环境量、大坝变形、大

坝渗流、大坝压力、大坝地震以及水力学进行监测，

通过全面实施监测工作，落实具体监测管理，保证各

项监测工作全面实施，可获取大坝运行的相应数据信

息，继而在相关信息基础之上进行全面的监测管理，

如果在监测中发现安全隐患，则需要立刻实施专业安

全监管，以便完成安全管理工作 [5]。

3.3.4　精细化管理流程

为切实做好精细化管理，要求整个管理工作应该

确定精细化管理流程，保证各项管理工作高效落实，

管理工作可按照每一步的细节流程完成各项工作，防

止部分环节出现疏漏。以某堤防工程为例，其管理工

程要求细化开展，制定经常检查工作流程、定期检查

工作流程、特别检查工作流程等不同的工作流程，每

项流程在具体实施执行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具体执行

精细化管理工作，为精细化管理工作执行打好基础，

提升精细化管理工作效率，促进各项工作的全面落实。

4　结束语

我国非常重视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希望利用水利

工程完善防洪灌溉，继续优化水利工程使用，使水利

工程最大程度上发挥价值。但是，目前水利工程建设

管理具有复杂性、管理难度大等特点，不利于水利工

程发挥功效。因此，致力于树立工程建设管理优化是

目前我国水利工程管理的核心内容，有利于提升水利

工程建设管理效率。通过本文研究发现，水利工程建

设中实施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可实现全面、精细管理，

预防传统工程管理中存在的安全、粗放管理等问题，

容易导致工程应用受到影响。因此，在水利工程建设

中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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