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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创新策略

滕  颖*  徐小卿  刘  涛
济南市水政监察支队，山东� 250014

摘� � 要：近年来，虽然我国经济水平显著提升，但是“三农”问题仍旧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为了有效地解决

“三农”问题，国家开始重视农村建设，并且出台一系列政策或者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来推动农村的发

展，水利工程建设就是其中之一。农作物的成长离不开水的灌溉，有些地方极容易出现干旱或者洪涝的情况，导致农

作物减产，影响农产品出口。水利工程建设为农作物产量提供有效地保障，进而实现推动农村发展的目的。本文深入

从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入手，针对问题提出了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创新策略，以期为相关研究学者提供借鉴与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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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是享誉世界的农业大国，农产品出口是推动我国经济水平发展的巨大助力，虽则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我

国的农产品出口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三农”问题一直制约着我国的发展速度，农产品出口的不断提升进一步改善

了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同时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奠定良好的基础。

为了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我国近年来也将农村建设作为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各种扶贫政策的推出以及众多

基础农村项目的建设，都是为了促使农村可以更好的发展。在众多基础农村项目中，水利工程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水利工程建设的最大优点在于能够抵御洪涝灾害，对于洪涝灾害多发的地区，雷雨季节都会增加洪涝的发生概

率，洪涝的发生会导致农村地区大幅度减产，不仅会影响到农民的正常收入，同时还会影响到农作物出口，进而对我

国经济水平造成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出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性。

完善的水利工程体系能够对洪涝灾害进行有效地预防或抵御，将洪涝灾害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为农产品产量提

供有效地保障。同时水利工程建设还能进一步提高对水资源的利用，即使水资源相对较少，也可以保证整个农村地区

农作物的灌溉。随着国家开始注重“三农”问题的解决，各个城市的农村地区都开始兴建水利工程，但是许多低于在

水利工程的管理过程中仍旧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工程自身的建设质量，同时也使得水利工程无法

充分的发挥作用，农村发展速度仍旧相对缓慢。因此加强水利工程管理创新策略十分关键，深入研究加强水利工程管

理创新策略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二、水利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重建轻管思想严重

全国2016年—2018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数量详见表1。

表1�全国2016年—2018年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数量（单位：项）

年份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数量

2016年 137

2017年 151

2018年 172

由表1可知，全国各个地区都开始注重水利工程建设，水利工程数量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各个地区响应国家

的号召开始大力建设水利工程，虽然水利工程的数量非常可观，但是质量却难以得到保障。部分地区并不了解水利工

程，只是盲目的跟从其他地区开始进行水利工程建设，注重的只是最终的建设结果，并不关注工程的建设过程，同时

也不重视工程管理，导致许多水利工程都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重建轻管”的思想与非常严重[1]。

（二）管理资金明显不足

水利工程建设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持，并且各个地区水利工程建设的资金大多都来源于政府拨款，但是对于水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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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种重点项目来说，仅仅靠政府拨款是无法保证资金充足，并且各地区负责管理拨款资金的人员也并不是专业的财

务人员，不仅无法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同时还无法保证自身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难以抵住大量资金的诱惑，极容

易出现挪用公款的情况，这些都会导致政府拨款无法满足工程自身建设，自己稳定性明显不足，水利工程建设进度也

会受到严重的影响[2]。以A市水利工程建设为例，2016年—2018年水利工程资金投入情况详见表2。

表2� 2016年—2018年水利工程资金投入情况（单位：亿元）

年份 预算拨款 投入补助资金

2016年 0.8747 10.5741

2017年 0.9676 10.9874

2018年 1.2361 11.3697

由表2可知，A市近年来非常注重水利工程建设，并且政府的拨款也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每次水利工程建设

都需要大量的投入补助资金，说明项目建设完成实际使用资金要明显超出资金预算，A市资金管理存在明显的问题，

不仅自己利用不完全，还进一步增加了资金的投入，补助资金的筹集需要大量的时间，整个项目建设的时间被大幅度

的延长。

（三）管理责任难以落实

管护主体不明确使得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管护不力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局部农田水利工程基本管理得很少，许多水

利工程甚至处于无人管理或者呈现失管的状态[3]。即便是有专人管理的部分农田水利工程，由于管护经费的不足，管

理人员总体文化程度较低、管理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难以维持水利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这样，就一定程度上就

缩短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循环周期，增加了重复投入成本。

（四）农民缺乏参与意识

全国2016年—2018年水利项目允许农村参与城市占比详见表3。

表3�全国2016年—2018年水利项目允许农村参与城市占比（单位：%）

年份 水利项目允许农村参与城市占比

2016年 25.6

2017年 31.4

2018年 33.8

由表3可知，近年来众多城市都开始意识到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农民参与的重要性，并且越来越多的城市在建设

水利工程的时候让当地农民参与其中，但是允许农村参与的城市占比并不多，全国仅仅只有33.8%，大多数的城市都

不允许农民参与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农民缺乏参与意识，农民自己也不愿参与其中。

三、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创新策略

（一）创新管理理念

水利工程对农村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各个地区的政府在建设水利工程的时候不能只注重水利工程的

数量，同时还要注重水利工程的质量。政府进一步强化水利工程管理，从水利工程建设初期开始到水利工程建设完成

的整个过程中，政府部门都要充分地发挥自身的监管职能，创新管理理念，摒弃“重建轻管”的建设思想，严格对待

每一个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从根本上保证水利工程项目的质量[5]。

（二）拓宽融资渠道，加强资金管理

在拓宽融资渠道方面，各地政府应该积极的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为了更好地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就要改善融资

环境。政府应该建立以市场为引导，建立完善的管理模式，加强对各项社会资金机构的管理，使得社会资金机构也可

以规范化的运作，并且给予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大量的资金支持。为了提高社会机构的积极性，政府部门也可以给予社

会机构相应的优惠政策，例如参与水利工程建设的企业，可以免除1年的纳税等，通过这些方式来进一步激发社会机

构的参与积极性[6]。资金充足之后要进一步强化资金管理，聘用或者引入专业化的会计人才，有专业化的会计人员组

建成高质量的会计团队，全权负责水利工程项目的管理，极大程度上提高资金利用率，同时预防挪用公款等恶性事件

的发生，进一步节约投入成本。

（三）完善管理体制，明确管理责任

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明确各个参与主体的管理责任，以提高各个参与主体的责任意识，所有参与主体都

能对水利工程项目高度负责，在自身职权范围内，对水利工程建设进行有效管理[7]。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统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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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作用，充分的协调好各个方面的作用，明确各个参与者的共同管理目标，使得所有参与者可以团结协作，提高管

理水平的同时，极大程度上提高管理效率。

（四）培养农民的参与意识

在水利工程的建设中，农民的参与也十分重要。农民参与能够进一步强化监督力度，从根本上保证水利工程的质

量。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农民的思想意识问题。不断的给农民传输保护水资源的知识，动员所有的农民养成呵护水利设

施的好习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利设施维护不当的问题。另外，还可以鼓励农民根据自己地区的地势特点，积极的

发展旅游业，无论对水利职工还是当地的经济发展，都能带来额外的好处[8]。

四、结语

想要完成全面小康社会的设计蓝图，国家一定要注重“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

有效措施之一，水利工程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之一，在农村发展以及“三农”问题解决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许

多城市虽然开始注重水利工程的兴建，但是忽视了水利工程管理，不仅水利工程质量得不到有效地保障，在农村的发

展与建设过程中，水利工程也无法充分地发挥作用，农村发展速度仍旧相对缓慢，基于这种情况，各地区的政府部门

就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管理职能，注重水利工程管理，树立创新管理理念，对管理的组织体系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与改

建，同时有效拓宽融资渠道，使得水利工程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为了进一步强化对工程建设的监督，政府部门还可以

培养农民的参与意识，让农民参与到水利工程建设当中，并且由农民监督整个水利工程的建设。

水利工程是利民设施，对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农民为了自己脱贫致富，也会积极的参与到

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督过程之中，监督力度明显加强，为水利工程高质量建设提供有效的保障。水利工程建设最为帮助

农村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各地政府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不仅仅关注于工程的建设结果，还要注重工程建设过

程的管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水利工程的质量，使得水利工程充分地发挥作用，以此来推动农村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刘莹莹.对新时期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创新思路的探索[J].中外企业家, 2019,09(32):93.

[2]陈冬利.对新时期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创新思路的探索[J].安徽建筑, 2019,06(08):260-261.

[3]张红芳.基于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问题及创新对策分析[J].中华建设, 2019,05(07):48-49.

[4]张林杰.城市水利工程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 2019,04(06):75-76.

[5]龙灏.水利技术创新与水利管理能力提升浅议[J].四川水泥, 2019(06):215.

[6]吴嫡捷,张世安.基于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问题及创新对策分析[J].建材与装饰, 2019,03(15):293-294.

[7]曾凡莉.水利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应注意的问题及管理创新[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 2019,02(10):166.

[8]常颜彬.新时期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创新思路探究[J].住宅与房地产, 2018,07(26):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