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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中国水利工程基础建设已经逐步完善，在各地区发挥着重要的蓄水、灌溉、发电等重要功能。而水利工程

的管护与运行管理工作是否科学有效，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进一步强化水利工程作用，提高工程项目综合效益，

要保持水利工程始终维持在最佳的运行状态。为此，论文针对水利工程长效管护与运行管理进行探讨，仅供参考。

Abstract: Currently, China’s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infrastructure has gradually improve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water storage, irrigation, power generation, and other important functions in various regions. Th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role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maintai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in its optimal operating state.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ong-term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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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水利工程事业稳步发展，为国

民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在新的发展历史

时期，中国对于水利工程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也给水利

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随着水利项目的增多，水利工程

管护问题逐渐突出，为进一步加强管护效果，保障水利项目

安全运行。就必须建立健全的管护机制，在日常工作中严格

落实好各项管理措施，针对工作中存在的缺失要及时弥补，

并完善管理方案漏洞，从而保证水利工程安全稳定运行。

2 水利工程长效管护与运行管理的基本内容
2.1 水利工程长效管护与运行管理概述

水利工程长效管护与运行管理工作主要是针对水利项目

投入使用后各类问题的管理养护工作，通过管护与运行管理，

能够保证水利工程各方面功能的发挥，维持项目正常稳定运

行。水利工程管护与运行管理是保障水工建筑运行的重要基

础，在水利工程建成投入运营后，涉及大量的机电设备，在

日常管护期间，要针对各类机电设备、机械设备等定期检查，

对存在的故障要及时排除，针对故障及磨损严重零部件技术

更换，要防止设备出现故障，影响设备运行。同时，要保证

工作人员能够正确使用和操作各类仪器设备，要控制、调节、

分配、使用水源，充分发挥其防洪、灌溉、供水、排水、发电、

航运、水产、环境保护等作用。此外，要改善经营管理工作，

明确各参与主体、人员的责任与义务，要达到管理目标，在

日常工作中严格遵守管护标准和运行管理标准，要加强对技

术、设备的升级改造，以此不断提高水利工程运营能力 [1]。

2.2 水利工程长效管护与运行管理的目的
随着水利工程项目数量增多，在各地区承担着重要的服



2

水利水电工程与设计·第 1 卷·第 4 期·2022 年 12 月

务功能，通过长效管护和运行管理工作，有利于提高管理工

作质量，减少项目运行期间出现的各类质量问题，发挥水利

设施的基础作用。同时，水利工程作为一项民生工程项目，

其主要建设目标就是要实现对水资源的合理调配，要保持特

定区域范围内生活、工业等方面用水的稳定性。合理分配水

资源，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要缓解用水难的问题，实现水

资源的供需平衡。此外，通过科学管护与管理措施，能够保

障防洪大坝等水工建筑的稳定性，发挥其在防洪抗旱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从而有利于保障区域内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安

全，营造安全的生活环境，保障生产活动稳步进行。

3 水利工程长效管护与运行管理问题
3.1 水利工程的管理体系不完善

水利工程长效管护和运行管理工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

善，一些基层管理工作人员的大局观淡薄，工作态度不严谨，

工作不细致。由于缺少标准化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为指导，无

法有效提高整体工作质量。而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工作人员

的责任意识、工作能力等受到管理体系的影响，一旦缺乏科

学管理机制，则无法发挥有效的监督约束作用，对各项工作

开展极为不利。此外，一些基层水利工程在维护过程中仍采

取传统的方式，在水利工程建成投入使用后没有及时进行维

护。加上技术手段单一，对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不足，养

护管理信息化水平较低，影响水利工程整体的管养水平。

3.2 水利工程资金不充足
水利工程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其运营维护资金来源渠道

比较单一，具有局限性，除了政府拨款外，大多数资金来源

于灌溉水费。但这些资金对于水利工程维修养护等日常运行

管理工作来讲支持不足，导致很多地区的水利工程设备陈

旧，建筑老化，由于缺乏资金设备无法及时更新，水工建筑

年久失修。久而久之，则无法完成水利项目的基本服务功能，

影响其发展建设。

3.3 管养分离不彻底
长期以来，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工作处于管养一体的状态。

近年来，逐渐实现管养分离机制，但在实际管护过程中仍然

存在管养分离不彻底的问题，存在交叉管理、职责不明等问

题，一些工作内容重叠，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资源，还会影

响工程维修养护效率。针对严重故障问题，维护不及时，则

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此外，由于水利工程养护经费主要是由

地方财政部门和水利管理部门拨款，而这些资金支持仅能够

满足运行管理需求，在养护方面还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这

也是影响管养分离不彻底的重要因素。

3.4 维修和改造难度大
中国很多地区水利工程规模小、分布广，这些水利工程

在经过长时间的运行后，需要加强维修和改造，但在维修和

改造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专业技术人员缺乏，机械

设备更换或升级难度大，极大影响了水利工程的灌溉、蓄水

等功能。此外，在工程管理养护方面，一些单位缺少相关资

质，维修和改造效果无法达到预期要求，难以有效解决水利

工程存在的问题。

3.5 相关单位管护意识淡薄
当前，相关单位对于基层水利事业的发展缺乏重视，没

有给予必要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水利工程运行期间缺

乏必要的维护管理措施。另外，在水利项目投入使用后，基

础设施管理机制落实不到位，管护单位管理意识淡薄，维护

工作不到位，对于很多潜在的质量问题未能及时发现，甚至

对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隐患不作处置。由此，给水利工程埋

下重大的隐患。

3.6 缺乏必要的用水计量机制
当前，一些基层农业用水计量缺乏明确标准，降低了水

利设施建设管护水平。当前，一些地区在农田灌溉用水方面

的费用计算主要是按照灌溉区面积，用水计量机制不科学，

水资源浪费严重，节水措施落实不到位。很多计量设备没有

发挥价值，用水计量比较粗放，降低了资源的利用率 [2]。

4 水利工程长效管护与运行管理措施
4.1 完善水利管理制度

要实现水利工程预期运行目标，就必须建立完善的水利

管理制度，要根据水利工程具体运行情况、特点及问题等，

分析和总结水利工程运行规律，并完善水利管理制度，要保

证管理制度与本项目相符。在长效管护与运行管理工作期

间，要以该制度为依据，实施规范化的管护措施，积极解决

区域水资源相关问题。与此同时，为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维

护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和使用安全，发挥其防洪、蓄水、排

涝、灌溉等综合效益，更好地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服

务，必须明确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相关职责，明确水利工程管

理内容 [3]。包括工程日常维修、养护及运行管理，根据受益

与影响范围，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形式。各部门要提高

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意识，落实好管理责任，并细化责任内

容，切实把责任落实到岗、落实到人，扎实做好水利工程长

效管护和运行管理工作。并在工作中完善工程建设与长效管

护机制，推进管理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发展，切实保障

水利项目正常运行。

4.2 加强水利工程资金投入
充足的资金支持是保障水利工程运行稳定的关键，要积

极解决地方水利工程管护资金缺乏的重要问题。在水利工程

建设初期，相关主管部门要确保有充足资金维持水利工程运

行，相关单位还要拓宽资金来源，要增加宣传力度，积极鼓

励多方参与到水利工程管护工作中来。可以建立市场机制，

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增加社会力量的引入，鼓励企业投资，

增加水利工程运行维护资金来源，为管理工作奠定基础。另

外，要严格控制好运行维护成本，提高材料采购资金的有效

管控工作。在保证水利设施质量的基础上，要尽量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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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控制好机械设备、材料等方面的成本。相关各环节工

作都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章制度，保证工作落实到位，杜绝

资源浪费，要发挥水利工程的社会效益，并提高其经济效益。

4.3 水利工程产权及界址明确界定
水利部门首先要摸清辖区内水利工程数量，对原有的小

型水利工程的产权及界址进行明确界定，按照水利工程原所

有权归属和工程受益情况确定其所有权和使用权。对新兴建

的小型水利工程，按照“谁投资、谁所有”，对财政补助、

个人或集体共同投资新建的工程，按照各方投资比例以股份

制形式确定所有权归属，其中财政补助资金所形成的资产归

乡镇或村集体所有。工程使用权归投资者所有，其中财政补

助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新建的工程，使用权可

以委托给生产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已流转的地域内小

型水利工程，原所有权不变，使用权可以随土地流转给新型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等流入方；未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域内

的小型水利工程，所有权人拥有使用权，也可以委托给相关

组织和个人进行管理使用 [4]。

4.4 全面实行两证一书制度
积极探索小型水利工程管理机制改革，发挥小型水利工

程社会效益，可以采取由政府相关部门颁发统一印制的所有

权证、使用权证，并分级签订管护责任书。按照明确事权、

改革产权、多元投入、建管结合的原则，统筹安排、合理布局、

洪旱兼治，在政府主导、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探索以市

场化方式推进公益性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和管护，调动村组集

体、受益农户和各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建立

和完善小型水利工程投资、建设和管理维护的长效机制。通

过该制度，有利于推进小型水利工程长效管护工作的科学化

和规范化，并发挥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好地服务于社

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 [5]。

4.5 水利工程管护新模式
对于一些地处偏远地区的小型水利工程，其运行管理和

长效管护工作难度较大，尤其是在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

人员的基础上，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难度大。为此，应积极

探索水利工程管护的新模式和新方法，以此增强水利工程实

际运行能力。例如，可以采取物业化管理新模式，引入市场

化机制，通过公开招标、询价或委托等方式，选择高质量的

管护机构，严格把关参选单位资质能力。通过招标文件明确

管护内容、具体要求，如合同中明确水库大坝、溢洪道、放

水系统、上坝道路、管理房、启闭机房、水雨情观测设施等

的管护内容及要求，规定管护人员在每次巡查、养护后根据

业主提供的标准格式做好巡查、管护记录，每季度在原址拍

摄管护前后照片并报发包人进行对比，确保管护到位。此外，

制定标准化维修养护考核机制，可以引进第三方专业进行考

核，提高水利工程管护工作质量，并保证考核的专业性和准

确性。此外，还要实行退出惩罚机制，以此增强管护单位的

质量意识、责任意识，运用市场机制来保证水利项目的维护

质量。另外，上一级水利管理部门要落实好技术指导工作，

负责辖区内工程维护工作组织实施，并监督水利工程维护工

作的具体落实。并由专业维修服务企业对工程进行专业性维

护，其维护成果可以由群众进行监督，及时了解建议和意见，

提高水利工程管护效果。

4.6 实行长效机制管护
水利工程投入建设后工程管护一直是管理难题，必须建

立长效管护机制，加强对工程项目的重点管理。要坚持落实

工程巡视检查制度，一些水利工程在运行期间经历了严峻的

考验，这类工程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要加强工程

巡视检查，及时排除运行隐患，并做好巡视检查纪律，为后

续的运行管理工作提供依据。另外，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

安全生产制度，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在管理方面处于松懈状

态，容易出现无人管理的状态，这样会引发安全事故。所以，

严格落实相关制度，避免出现无人管理现象。还要加强各项

安全生产制度的贯彻落实，要对特殊时期加大管理力度和排

查力度，避免出现安全生产事故。

5 结语
综上所述，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对于保障社会生产

安全有重要的意义。基层水利工程在管护和运行管理工作中

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全社会给予共同的关注。相关管理部

门要提高对水利工程项目的重视，针对潜在问题要及时重

点关注，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完善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制度，

并积极探索管护新模式和新方法，利用现代化管护方式，减

少水利生产中的安全隐患和质量隐患。同时，工作人员要积

极学习新技术，必须掌握相关设备的操作要求，规范日常管

护措施，执行标准化的运行管理模式，从而保障长效管护与

运行管理工作的实效性，发挥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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