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 2020 年 9 月 28 日，山东省对于已经完成的各项水利工
程建设投资共计 455 亿元。截至 9 月底，《山东省重点水利工程建
设实施方案》中的确定项目已完成 87.7%，基层水利工程建设成
为山东省的重点项目，但对于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发展还应该
进一步推动。

一、我国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现状
我国的地域辽阔，地势复杂多样，加上人口众多，与其他国

家相比，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情况较为特殊。我国的大部分地区
处在季风口区域，整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殊地势，这就导致我
国整体的水资源出现分布不均的情况，南北的水资源差异较大。
我国作为面积为世界第三的大国，水资源占有量却仅排世界第
六，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较少。我国目前解决水资源分布不均问题
的基本措施是南水北调，基层的水利工程建设主要设置在长江和
黄河流域，通过水利工程将水资源从南方输送到水资源较为匮乏
的北方，可以从根源上解决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但近年来由
于环境气候问题，水资源不断减少，也给水利工程的建设带来了
挑战，水资源开发的任务更加繁重。

二、基层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水利工程设计不够规范
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设计是水利工程是否合格的关键，工

程设计的不规范则会导致后续各种建设和管理工作都无法有序进
行，造成重大损失，虽然我国已经多次强调工程设计的重要性，
但由于基层水利工程建设大多由地方部门负责，所以仍然存在工
程设计不规范的问题。设计不规范主要由于三个原因，一是由于
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拨款由地方财政拨付，一些地方财政资金不
足，导致分发到工程设计的费用更加紧张，还要与设计方进行讨
价还价，导致设计方为了减少资金投入，不进行实地测量，全靠
理论数据，设计的质量也是不合格的；二是由于部分工程设计人
员只是刚毕业的学生，缺乏实践经验，导致设计很难达到要求；
三是由于前期筹备，申请项目耗费了太多时间，又要求在指定的
时间内完成工程建设，导致设计部门加工加点，时间不够充裕，
设计质量较低。

（二）水利工程建设资金供应不足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水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

加，尽管我国已经加大对于水利工程建设的资金投入，但面对如
此大的水资源需求量，仍旧无法达到建设要求，尤其是在农田水
利建设方面，由于我国农村地区众多，由地方政府层层拨付资
金，到每一个基层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的经费远远不足，阻碍了
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由于需求量较大，大多数水利工程建
设采取了“民办公助”的建设模式，但这种建设模式的很多施工
单位缺乏专业性，不了解水利建设的基本程序，不具备完善的施
工方案，导致签证较多，增加了成本需求，资金供应不足。在水
利工程建设中，一旦资金短缺，就会导致工程直接暂停，影响后
续所有建设工作的进行。因此，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资金链不稳
定问题直接影响了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

（三）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较低
我国一些水利工程建设单位还采用老旧的管理方案，基层

水利工程建设的管理人员普遍存在专业水平较低的现象，由于我
国水利工程建设对于人力的需求较大，所以很多水利工程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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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要么年纪偏大、学历不高，要么是一些刚毕业的学生，
实践能力不强。由于基层水利工程建设中，工程设计环节、工程
建设环节、工程监督环节等都有专门的单位和人员负责，管理人
员主要负责一个上传下达的工作，这就导致大部门水利工程管理
人员对管理工作不重视，工作态度不端正，使得管理水平大大降
低。虽然政府加强了对基层水利工程建设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
但对于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却不够重视，基层水利建设的管理人
员也应当具备基本的水利相关知识，才能将管理工作落实到位，
否则将影响基层水利工程建设工作的有序进行。

（四）水利工程建设监督体系不完善
在基层水利工程建设方面我国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对于水

利工程监管问题还不够重视，很多水利工程建设单位没有设置监
督部门。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督体系得不到完善，尤其是一些小型
的水利工程建设单位，监管力度的不足直接导致工程完成后各种
指标不达标，工程质量较差，无法满足供水需求，不仅浪费了国
家提供的经济支持，还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危及群众的人身安
全。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管不到位，严重拖延了我国水利工程
建设的发展进程。

（五）各部门职责不明确
基层水利工程建设不是一个施工团队的任务，是一个各部门

相互协调配合的任务，其中包括当地的政府部门，拨款的财政部
门以及设计单位等。但由于没有一个完整的责任管理体制，导致
各部门的职责不明确，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和配合，工作人员工作
落实不到位，也使得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一旦工程建
设过程中出现问题通常会互相推脱给其他部门，导致水利工程建
设不能有序进行，影响工程建设周期和质量。

三、加强基层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措施
（一）严格遵循国家工程设计标准
要保障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就要提高招标标准，要

保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和建设团队都具有专业的经验。当
地政府应严格监督代理机构的工作情况，保障建设资金的落实到
位，加大对设计环节的资金投入，保证工程设计团队了解当地水
利建设工程情况，具备专业的能力，设计人员一定要进行实地勘
察测量，保证设计数据的精准，提高工程设计质量。同时，在进
行项目申请筹备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工程建设时间的充沛，工
程设计是建设的关键，要留出工程设计的时间，提高工程设计的
高效性，确保基层水利工程设计的标准化，为后续的建设工作打
好坚实的基础。

（二）加大对基层水利工程建设资金的投入
基层水利工程建设较为复杂多样，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来确

保建设的进程。在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保证资金链的稳定性，避
免工程建设中断。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短缺问题，需要各乡镇政
府向上级部门进行申请拨款，各地方财政部门也应重视农田水利
建设的资金问题，保证资金落实到位，确保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
有序进行。在基层水利工程建设各个环节进行投资的分配，确保
工程设计环节、项目建设环节、管理维护环节资金的合理运用，
保障施工过程中设备齐全，资金充沛。同时，除了依靠政府拨
款，还可以进行多渠道融资，创新融资方式，确保资金的充足。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也要时刻关注意外因素，若出现资金紧张的情



况，要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保证基层水利工程建设工作稳步
进行。

（三）培养专业的管理人才
在加强对专业技术人员培养的同时，重视对专业管理团队

的建设，扩充人才招聘渠道，对现有的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性的培
训，保证管理人员也具备水利工程建设的相关专业知识。例如，
制定完善的培训机制，定期开展管理人员理论知识培训和实践培
训课程，要求每个管理人员都参与其中，为了保障培训课程的有
效性，要设置考核机制，定期进行考核，保证管理人员的专业
能力和职业素养，同时设立奖惩机制，将工作能力与工资直接挂
钩，对于管理能力突出者提高工资基础，对于工作懒散者，进行
罚款。提高招聘的标准和薪资待遇，吸引更多优秀的管理人才，
保证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人员具备专业性、高效性的工作能
力，为水利工程的建设工作提供良好的后备保障。

（四）完善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督体系
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离不开完善的监督体系，所以，应当在每

个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中设立水利工程建设监管部门，保证能够切
实地监督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其中包括工程设计、基
础设备检查、资金的落实等多个方面的监督。要定期对施工现场
进行勘察，在工程设计方面监督设计质量，基础设备定期检查，
确保及时更换损坏或老旧的设备。同时还要保证资金链的稳定
性，合理安排工期，尽量节约工程造价，控制资金浪费，确保不
会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影响工程建设的进程。

（五）明确各部门职责
基层水利工程建设需要各部门相互沟通配合，再制作出合

理地建设方案，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责任体制，明确各部门职
责，严格划分岗位职责，保证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落实到
位。例如，制定一个责任制度章程，明确哪个环节出现的问题由
哪个部门负责，将责任落实到位。并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未开始
之前，开展集体会议，各部门派代表参加，明确任务，共同制定
建设方案。保证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稳定进行，减少出现问题的
频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的基层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还存在许多

不足之处。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基层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还存在
工程设计不规范、管理力度不足、监督体系不完善、各部门职责
不明确等问题，要想促进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发展要从这几个方
面进行完善，进而加强管理提高基层水利工程建设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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