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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防汛抗旱管理措施

陈永峰
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水利局Ǔ河南Ǔ洛阳Ǔ471600

摘Ȟ要：水利防汛抗旱工作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经济社会稳定及生态环境平衡至关重要。当前，我国水利

防汛抗旱管理面临设施老化、水资源调配能力不足及应急响应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全面构建防灾减灾体系，最大限

度减轻灾害影响，需加强防洪抗旱设施建设，提高水资源调配能力，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并强化科技支撑和信息化建

设，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水利防汛抗旱格局，以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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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水利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防汛抗旱功能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民生福祉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洪涝与干旱灾害

频发，对水利防汛抗旱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旨在

分析当前水利防汛抗旱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一

系列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以期全面提升我国水利防汛抗

旱的整体效能，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水利防汛抗旱的重要性

1.1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
洪涝与干旱，作为自然界的两大极端气候现象，对

人类社会构成了持续的威胁。洪水肆虐时，汹涌的水流

能够瞬间吞噬家园，冲毁道路桥梁，造成巨大的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而干旱则如慢性毒药，长期缺水导致农

作物减产、工业停产，甚至引发饮水危机，严重影响民

众的基本生活。因此，加强水利防汛抗旱管理，通过构

建完善的防洪体系、提升抗旱能力，能够在灾害来临前

做好充分准备，有效减轻灾害带来的冲击，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1.2  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石
水利作为农业的命脉，是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

现代化的关键。在防汛抗旱工作中，通过科学调度水

库、河流等水资源，确保农田得到及时灌溉，有效提高

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对于工业而言，稳定的水资源供应是维持生产活动的必

要条件。在干旱季节，通过合理调配水资源，可以保障

工业生产的顺利进行，避免因缺水导致的停工停产，从

而维护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1]。此外，水利防汛抗旱工作

还关系到城市交通、居民生活等多个方面，是确保社会

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环。

1.3  维护生态环境平衡的绿色屏障
水资源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调配与

保护对于维护生态环境平衡至关重要。在防汛抗旱过程

中，通过科学规划和管理水资源，有效避免过度开发和

污染问题，最大限度保护水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例

如，通过实施生态补水、湿地保护等措施，可以恢复和

改善河流、湖泊等水域的生态环境，为水生生物提供适

宜的栖息地。合理的防洪抗旱设施布局还能够有效减少

水土流失，防止土地沙化，保护土壤肥力，从而维护整

个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2��水利防汛抗旱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防洪抗旱设施老化严重
防洪抗旱设施，如水库、堤防、泵站等，是抵御自

然灾害的第一道防线。然而，由于许多这类设施建设于

上世纪中叶甚至更早，受当时技术条件、材料限制及

后续维护资金不足等因素影响，如今不少设施已出现严

重老化现象。裂缝、滑坡、渗漏乃至坍塌等安全隐患频

发，不仅降低了设施的防洪抗旱能力，更成为悬在民众

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老化的根源在于资金投入

不足与维护机制不健全。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对水利设施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政府财政在水利建

设与维护上的投入相对有限，难以满足全面更新的需

求。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维护管理机制，导致设施

“小病不治成大病”，最终陷入恶性循环。此外，部分

地区对水利设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忽视日常保养，也

是造成设施老化的重要原因。

2.2  水资源调配能力不足
水资源分布不均，特别是在北方干旱地区，水资源

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农业灌溉、工业

生产、居民生活用水需求激增，而现有水资源管理体系

难以高效应对这种需求变化，导致水资源浪费与短缺并

存的现象。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水资源管理的科学性与

灵活性不足。一方面，水资源分配机制不够灵活，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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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需求动态调整，造成部分地区水资源过剩而另

一些地区严重缺水。另一方面，节水意识与技术的普及

不够广泛，导致用水效率低下，加剧了水资源的紧张状

况。此外，跨区域水资源调配的协调机制不健全，也是

制约水资源高效利用的重要因素。

2.3  应急响应机制尚不完善
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涝或干旱灾害，快速、高效的应

急响应机制是减轻灾害损失的关键。然而，水利防汛抗

旱应急响应机制在实际操作中暴露出响应速度慢、处置

效率低等问题。信息传递不畅、部门间协调配合不力、

救援物资与人员调配不及时等问题频现，严重影响了应

急响应的效果。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应急管理体系的不

完善与缺乏实战检验。一方面，应急预案的制定往往停

留在纸面上，缺乏实战演练与动态调整，导致在真正面

对灾害时难以迅速启动并有效执行。另一方面，部门间

信息共享与协同作战机制不健全，导致在灾害应对过程

中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降低了整体救援效率。此

外，公众防灾减灾意识与自救能力的不足，也是影响应

急响应效果的重要因素。

3��水利防汛抗旱管理措施探讨

3.1  加强防洪抗旱设施建设
3.1.1  建设高标准防洪工程
高标准防洪工程是确保防洪安全的关键，应加大对

防洪堤防、水库、蓄滞洪区等关键设施的投入，采用先

进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提升工程的抗洪能力和稳

定性。对于老旧、病险的防洪设施，要加快更新改造步

伐，消除安全隐患。要注重防洪工程的生态效应，实现

防洪与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在具体实施中，应综合考

虑流域特点、水文条件、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科学规

划防洪工程布局。对于重点防洪区域，要构建多层次、

立体化的防洪体系，形成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相互

协调的防洪格局。此外，还应加强防洪工程的日常维护

与保养，建立健全巡查、检测、维修养护等制度，确保

工程处于良好状态。

3.1.2  完善抗旱水源工程
在干旱地区，应大力建设抗旱水窖、水井、泵站等

设施，增加水源储备，提高抗旱能力。要注重水源工程

的合理布局和高效利用，避免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为

了提升抗旱水源工程的效能，应加强对水源地的保护和

管理，防止水源受到污染和破坏。对于已经建成的水源

工程，要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作

用[2]。此外，还应积极探索新的水源开发方式，如雨水收

集、废水回用等，以拓宽水源渠道，增加水资源供给。

3.1.3  加强山洪灾害防治
山洪灾害防治是水利防汛抗旱工作中的重点和难

点。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往往造成严重的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了有效防治山洪灾害，应建立健

全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实现对山洪灾害的实时监测

和预警。要加强对山洪沟道的治理和维护，提高沟道的

泄洪能力。此外，还应加强山洪灾害的宣传教育工作，

提高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通过组织培

训、演练等活动，让群众了解山洪灾害的危害性和应对

措施，增强其自我保护能力。

3.2  提高水资源调配能力
3.2.1  建设跨区域调水工程
跨区域调水工程是解决水资源分布不均的有效途

径，通过建设跨流域、跨区域的调水工程，可以将水资

源从富水区调配到缺水区，缓解水资源短缺问题。在实

施跨区域调水工程时，应充分考虑水源地的生态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需求，确保调水工程不会对水源地造成破

坏。同时，要加强对调水工程的运行管理和维护保养工

作，确保其长期稳定运行。

3.2.2  加强水资源管理
建立完善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和监测体系，加强对水

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管和调度工作。通过实施水资源总量

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合理分配水资源，避免水资源的

浪费和过度开发。还应注重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工作，

推广节水技术和设备的应用，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为了加强水资源管理的效果，应建立健全水资源管理责

任制和考核机制，将水资源管理工作纳入绩效考核体系

之中。通过定期评估、考核和奖惩等措施，激励各级管

理部门切实履行水资源管理职责。

3.3  完善应急响应机制
3.3.1  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
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是提高应急响应能力的基础，

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地形、水资源等实际情况，制

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预案应明确应急响应的级别、

流程、责任分工和处置措施等内容，确保在灾害发生时

能够迅速启动并有效执行。还应定期组织演练和培训活

动，提高应急响应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通过模

拟灾害场景、检验预案流程等方式，不断完善和优化应

急预案体系。

3.3.2  建立专业的应急队伍
加大对应急队伍的建设投入力度，组建由应急管

理、水利、气象、地质等多领域专家组成的应急队伍，

通过专业培训、实战演练等方式，提高应急队伍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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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还应注重应急队伍的装备建设和

物资储备工作，确保在灾害发生时能够迅速集结并投入

救援工作。此外，还应建立健全应急队伍的奖励机制和

保障体系，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应急队伍之中。

3.3.3  加强应急物资储备
建立完善的应急物资储备制度和管理体系，明确物

资储备的种类、数量、存放地点和调配流程等内容。还

应注重应急物资的更新和补充工作，确保其满足应急

响应的需求。为了加强应急物资储备的效果，应建立健

全应急物资储备的监管和评估机制。通过定期检查、评

估等方式，确保应急物资储备的数量和质量符合规定要

求。积极探索应急物资储备的多元化模式，如政府储

备、企业储备、社会储备等相结合的方式，有效提高应

急物资储备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3.4  强化科技支撑和信息化建设
3.4.1  加强科技创新和研发
加强科技创新和研发是提高水利防汛抗旱工作水平

的关键。应加大对水利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推动水利

防汛抗旱技术的创新和发展。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国

内外先进技术成果和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

二次创新和集成创新。还应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工作，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并应用于水利防汛

抗旱实践中去。为了加强科技创新和研发的效果，应建

立健全科研合作机制和成果转化机制。还应注重科技成

果的推广应用和示范引领工作，推动科技成果在水利防

汛抗旱领域的广泛应用。

3.4.2  推进信息化建设
推进信息化建设是提高水利防汛抗旱工作水平的重

要手段。应建立完善的水利防汛抗旱信息化系统和管理

平台，实现对水资源的实时监测、预警和调度工作。通

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如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提高水利防汛抗旱工作的智能化和精细化水平。同

时，还应注重信息化系统的整合和共享工作，避免信息

孤岛和重复建设现象的发生[3]。为了推进信息化建设的效

果，应建立健全信息化建设的标准和规范体系。通过制

定统一的数据标准、接口规范和安全保障机制等措施，

确保信息化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安全。

3.4.3  推广智能监测和预警技术
推广智能监测和预警技术是提高水利防汛抗旱工作

精度的有效措施。应加大对智能监测和预警技术的推广

力度，建立智能监测和预警系统。通过引入先进的传感

器、遥感技术、人工智能等手段，实现对水资源的实时

监测和精准预警。还应注重智能监测和预警技术的研发

和创新工作，不断提高其精度和可靠性。为了推广智能

监测和预警技术的效果，应建立健全技术评估和推广机

制。通过组织专家评估、技术鉴定等方式，筛选出具有

先进性、实用性和可靠性的智能监测和预警技术并进行

推广应用。还应注重技术培训和指导工作，帮助基层管

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掌握智能监测和预警技术的使用方法

和操作技能。

3.5  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是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

能力的重要措施。应加大对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的投入力

度，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向公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

能。如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互联网、

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广泛宣传。还应注重防灾减

灾宣传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特

点、灾害类型等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宣传方案。通

过组织讲座、展览、演练等活动形式，让公众更加直观

地了解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并提高其应对灾害的能力。

结语

水利防汛抗旱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

社会和公众共同努力，构建起更加完善的水利防汛抗旱

体系。同时，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

与、共建水利防灾减灾体系的格局。未来，我们应继续探

索创新，不断提升水利防汛抗旱工作的科学化、智能化

水平，为构建和谐社会、保障人民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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