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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堤防现场安全管理措施研究

白金合*

陕西省留坝县水利水电工作队，陕西� 724100

摘� 要：本文在对堤防工程管理和国内外研究现状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堤防工程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堤防

工程的自身特点、法规体系、技术支撑等方面剖析了原因，提出了强化堤防工程风险—生态—文化一体化管理理念、

为建设幸福河提供安全保障的管理目标；并从法规体系完善、关键技术研发、两个抓手落实、监管平台建设等方面探

讨了新形势下的堤防工程管理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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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伴随我国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水利工程建设水平随之大幅度提高，呈现工程项目多、建设规模大的趋势。但

比起其他发展迅速的产业，水利工程建设的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特别是在河道堤防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

必须对传统的堤防建设和管理模式进行创新。为适应新形势下河道贯通工程中堤防精细化管理要求，构建生态文化与

安全景观集一身的绿色堤防，有必要全方位、多角度探究河道贯通工程堤防安全管理的机制和策略。

二、水利堤防工程安全管理中的问题

（一）安全管理意识淡薄

首先是在水利堤防工程施工建设过程中，相关单位与工作人员不注重安全管理，对于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

安全隐患做不到及时排查与有效处理，并且在施工过程中也存在纪律散漫、秩序混乱、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严重影响

了工程施工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二）安全管理体系不完善

水利堤防工程建设现场缺乏科学完善的安全管理系统与机制，对施工现场安全隐患的排查不全面，施工风险的防

范不及时、不彻底，未结合工程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安全事故制定预防与处理措施，从而导致安全事故影响扩

大，使企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受到较大影响与破坏。

（三）安全管理技术落后

施工单位只有结合工程实际情况不断创新安全管理方法，推进安全管理信息化建设，才能实现对整个工程的有效

监管与控制。但目前，很多单位仍然主要依靠人力开展安全管理工作，对于%,0等先进技术的应用较少，安全管理技

术水平较低，也因此导致工程安全管理效率低、效果差。

（四）人们对河道堤防管理的认识意识不足

当前，人们对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视，但对河道堤防工作却有所疏忽。因此，只有重视河道堤防工作的管理，才能

够使安全系数增高，减少安全隐患的发生。但是对于一些领导干部和河道沿岸的人民群众，他们对河道堤防管理工作

的认知意识不足，对这项工作的关键性重视不够。对于某些管理领导，未能严肃重视河道堤防的整治和后期的维护；

而沿岸的人民群众相关的法律法规意识不足，在土地的利用、开荒等问题上存在违法行为，甚至有人私自盗伐河堤两

岸的防护树木；还有的人将河堤当作交通道路，并对其肆意损坏；还有些沿岸的工厂企业，不顾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环保意识淡薄，私自向河道排放污水，使得河水被污染，环境被破坏，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

三、水利堤防工程安全管理策略分析

（一）完善法规体系，规范管理标准

尽快出台《堤防工程运行管理办法》，明确流域机构、地方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水管单位的职责，深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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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体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协调与河湖、防汛等行业内外管理关系，落实堤防管理防汛行政、技术、巡查�个责任

人，推动监管工作逐步规范化、常态化、法治化。按照新形势要求，适时修订《堤防工程养护修理规程》《堤防隐患

探测规程》《堤防工程安全评价导则》等，做好《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堤防工程安全监测技术规程》等标准的

宣传贯彻工作，抓紧制定路堤结合、穿堤隧道审查标准以及大型渠堤安全管理技术标准，加强对废弃穿堤建筑物（管

线）的管理和利用，不断增强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适应宜居水环境、水工程文化和智慧水利建设需求。

（二）强化基础研究，研发关键技术

针对堤防战线长、地质条件复杂、土石接合部位多以及水头差小、偎水时间短等特点，重点研发���P内隐患探

测技术以及堤防偎水后应急监测技术，研究不同类型险工险段安全评价及风险管理技术（可引入/(�法），研发土石

接合部安全监测与加固技术，研制堤防堵口机械化装备。建立堤防安全管理技术研发培训基地，研究堤防隐患、防护

及应急抢险足尺试验模拟技术。探讨虚拟现实在人员培训以及大数据在应急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探讨防洪工程保险制

度，将政府每年用于堤防管理和抢护资金的不确定性，通过保险公司运作模式转为确定性的预算投资；探讨维修养护

市场化运作新模式���。

（三）亲水平台漫溢预警机制

为了方便工程周围居民的生活，河道滨河贯通工程中建设有诸多的亲水平台。按照区域的规模将一体化监视及预

警设备安装在亲水平台处。利用“一网统管”等系统对水位信息进行实时获取，并构建沿岸水位变化趋势的模型，利

用积累的数据进行河岸沿线亲水平台漫溢的监测和报警，并向巡查人员和前端设备实时推送数据信息，相关人员配合

视频监控借“一网统管”平台进行监管。

（四）加快平台建设，提升监管能力

针对堤防管理基础薄弱、管理手段落后等问题，尽快成立水利部堤防安全管理中心，为提升堤防安全运行管理水

平和监管能力提供有力支撑。不断完善全国堤防水闸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全国堤防基础信息地收集、管理，纳入水

利一张图管理，直接服务全国堤防工程安全日常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体现监管与服务并重。加强堤防安全法规、标

准的制定和宣传贯彻，组织开展堤防安全管理方面的政策研究、技术交流和人员培训等。

（五）加大执法力度，严格依法治理

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堤防河道危险系数的办法有很多，但最具有权威的办法就是大力宣传河道治理的

相关法律。我国关于河道治理的相关法规非常多，这就需要管理人员不断加强执法力度，及时解决河道管理中的问

题，从问题中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提高河道管理的安全系数，为执法部门积极提供帮助。同时，加大群众的法

律意识，有效改善地方安全监督工作。加大河道行政部门的执法力量，增强日常监督和巡视的力度，并和当地政府部

门互相沟通配合，不定期进行水利、公安等部门的联合执法，严肃拆除违法违章建筑和去除不利于河道堤防管理的现

象，坚决维护好河道沿岸的治理环境。

（六）革新观念为未来的管理创造必要条件

过去堤坝建设后的管理工作秉承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重建轻管，意思就是在建设时投入的精力比较多，但是在

建设成功后就会疏于管理，这个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对堤坝的使用寿命以及质量管理方面造成了影响，非常不利于堤坝

长期地使用发展。还有“先治坡后治窝”的观念。想要进一步加强对堤坝的管理，尽量地避免在大规模堤坝建设后出

现问题，就需要先革新这些落后的观念，这样才可以为未来的堤坝管理创造必要的条件。

堤坝对于保障人民的财产安全、有效地发展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加大堤坝工程的建设力度，通过不断

地提高堤坝建设的质量来确保堤坝防洪的能力，毕竟，堤坝防洪的能力关系到抗御洪灾和发展经济。同样，在堤坝完

成建设后，对于堤坝的日常维护管理以及平时的运行，相关的人员都应该投入足够的重视，只有保障这些日常工作顺

利地完成，才可以有效地促进堤坝发挥其作用。堤坝的良好运行是保障堤坝建设投资效益的根本保障。

任何水利建设都是有使用时限的，不论是大规模的还是普通的水利建设，都有一定的使用期限。但是不同的是，堤

坝的管理工作却是长期的。想要充分地发挥堤坝的作用，保障堤坝的经济效益不断地放大提高，就需要对堤坝进行长期

有效地管理。有效地管理是大规模堤坝工程经济投资效益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也是投资者确保收益的一个重要保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水利堤防工程施工建设与使用过程中，安全管理是一项重要工作。安全管理工作是否科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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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直接决定了水利堤防工程是否能安全使用。为此，建设单位应高度重视水利堤防工程安全管理，并能结合工程

实际情况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安全监测体系，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将安全管理工作真正

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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