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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新历史时期下,传统的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模式已经无法充分满足当前工程建设管理的相

关诉求。基于此,相关工作人员结合新形势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和施工地区的自然条件

与客观情况对于管理模式的发展方法和内容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结合新形势下水利

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的相关需要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其充分考虑了既往水利工程建设

管理模式在实践期间取得的效果和作用并分析了相应的优化策略和解决办法,希望有效推动后续管理

工作的持续拓展与不断深化,以期满足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相关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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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historical era,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ode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an no longer fully meet the relevant demands of current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relevant personnel have sorted out and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the 

management mod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ctual needs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the natural conditions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area.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sorts out the relevant needs of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n this basis, it fully considers the effects and 

roles of previou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odels in practice and analyzes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nd solutions, hoping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of subsequent management work, in order to meet the relevant need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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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水利工程项目的过程中,大批从业者以施工项目落

实情况作为切入点对于如何有效开展工程建设管理进行了思

考和探索。在此过程中,有研究资料显示,传统水利工程建设

管理模式在实施期间缺乏对于细节问题的核心掌控,且管理

模式大多数以人力管理为主,这一点导致管理工作的整体效

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和削弱。在具体工作实施期间,有研究资

料显示,随着水利工程项目数量的不断增加,工程建设管理难

度有所增长[1]。与此同时,水利工程项目是一类综合性项目,其

涉及的工种和工作类型数量庞杂,会产生大量的工程数据和信

息。面对这一问题,单纯依靠人力管理的整体效能往往无法满足

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实际需求,因此,及时做好对于建设管理模

式的多元化调整已经成为了摆在广大从业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和

使命。 

1 新形势及其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影响 

1.1新形势的解读 

从全局观的视角来看,在全新历史时期下,随着石油、天然

气、煤炭等化石能源储量的日渐减少,积极做好对于新型能源的

发掘已经成为了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2]。在此

过程中,水利资源在能源供应方面展现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和

广阔的空间,从而受到了相关人员的密切关注和一致肯定。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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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水利资源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方面同样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因此,随着社会进程的不断加速,积极做好对于

水利资源的科学开发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民生问题,其促进了我

国水利工程领域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大量新型工程项目的建设。 

1.2新形势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影响 

1.2.1推动了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多元化发展 

随着水利工程项目数量的增加,对于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工

作的要求也得到了相应提升。在此基础上,大批从业者以实践作

为出发点对于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进行了梳理和

探究,其推动了管理工作的多元化发展。在这一问题上,大量研

究资料表明,通过及时做好对于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模式和路径

的合理调整与改进,可以更好地强化对于工程项目的整体管控

工作水平,其对于工程项目的稳定运行具有重要的辅助意义,同

时拓展了管理工作人员实施具体工作的能力与素养。 

1.2.2促进了管理工作组织方法的信息化转型 

在全新历史时期下,通过及时考虑新形势对于水利工程建

设管理提出的相关要求并结合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关

人员可以进一步促进管理工作组织方法的调整与变革,其推动

了管理工作内容的信息化转型[3]。在具体工作开展期间,信息技

术的可以引入和渗透可以帮助管理人员结合相关技术进行管理

平台的搭建和完善并促进对于海量数据信息的动态化管控,其

可以更加全面而系统地实现对于数据内容的合理展示和放映,

促进了数据管理工作整体效能的稳步提升。在管理工作开展期

间,相关做法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整体管

控水平的拓展,有利于确保问题的及时发现和妥善解决,对于管

理工作的优化至关重要。 

1.2.3提升了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综合效率 

在新形势下,随着新技术和新思想的引入与应用,水利工程

工作者可以进一步促进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模式的多元化发展。

基于此,其可以有效促进管理工作模式的细化,有利于确保具体

问题的妥善应对,对于水利工程建设施工工作综合效率的提升

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与辅助价值。与此同时,在新技术和管理模

式的引导下,有利于大幅提升对于工程数据的动态管理能力,其

为管理工作的优化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2 新形势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模式发展与策略 

2.1围绕藏区情况进行探索,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工作方案 

在新形势下,为了进一步优化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模式,相关

工作人员应积极做好对于水利工程施工建设问题的合理分析和

持续探索,从而有效制定相应的管理工作方案与计划。以西藏地

区为例,在开展建设管理工作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应及时围绕藏

区情况进行分析和梳理,从而有效制定适合于藏区自然环境条

件和水利资源储量情况的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模式和组织方法,

这一点可以使管理工作更加具有契合性,对于工程管理工作整

体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和导向价值[4]。 

例如,在开展给排水设施施工建设期间,通过积极做好对于

西藏地区情况的分析,有关人员可以合理实现对于藏区水利工

程建设要点和注意事项的分析和梳理。在这一问题上,通过有效

结合藏区实际情况对于水利工程建设计划进行审核并积极围绕

相应的设计内容进行可行性论证,工作人员可以更好地结合水

利工程项目建设施工情况进行系统分析,从而优化管理工作模

式的组织形式和开车方法,其对于工程管理工作整体水平的提

升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此外,相关工作的持续推进还可以进一

步优化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模式的针对性,使其更加契合于工程

施工地的实际情况与客观条件,这一点对于水利工程建设水平

的持续提升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和辅助价值。 

2.2开展专业知识研讨活动,帮助从业者强化自身专业素养 

鉴于水利工程项目对于从业者专业能力的要求较高,为了

进一步做好工程建设管理,相关部门应定期开展专业知识研讨

活动,帮助从业者通过学习新知识和互相交流讨论的方式进一

步强化自身的专业素养与职业能力,这一点对于高素质水利工

程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具有良好的辅助价值[5]。另一方面,

相关工作的持续推进还可以使水利工程工作人员积极做好对于

具体问题的系统剖析和持续探究,其可以有效强化对于细节问

题的科学管控,从而使工作人员在开展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期间

利用管理工作内容有效强化对于工程施工建设落实情况的系统

管控。 

例如,在开展大规模水利工程项目规划和设计期间,通过及

时组织工作人员围绕专业知识进行学习和探索,可以帮助其更

好地结合新知识和新思想对于水利工程项目规划和设计的相关

内容进行科学系统的评估与分析,其促进了工程项目整体水平

的持续优化,对于项目施工效果的提升具有重要的辅助意义。另

一方面,其还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围绕具体项目对于所学的知识

进行合理应用,从而促进抽象知识和具体工作二者的有机融合,

其有利于强化工程管理工作的综合效能,对于工程管理水平的

优化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相关活动的持续

推进可以使管理人员更加全面地结合实践对于专业能力进行不

断提升,其可以有效促进。我国水利工程施工建设和管理工作队

伍的不断完善,对于工程项目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2.3做好网络管理平台搭建,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应用价值 

为了进一步优化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的综合质量,在对

管理模式进行探索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应注意做好对于信息技

术的合理引入与应用,结合信息技术作为载体进行网络管理平

台的充分搭建。基于此,其可以利用相关平台对于水利工程施

工建设期间的相关数据进行动态管控,这一点为工程建设施

工效果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从全局观的视角来看,这

一模式更加契合于新形势下水利工程信息化转型的相关诉求和

主张。 

例如,在结合西藏地区实际情况对水利工程施工进度进行

管理的过程中,通过及时利用信息技术搭建相应的网络管理平

台,工作人员在开展工程建设管理的过程中可以灵活运用信息

技术对管理工作进行合理调整,其推动了管理工作整体水平的

持续提升和不断拓展。在此基础上,通过做好对于平台各个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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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设计并对数据进行上传,可以有效确保水利工程施工技

术数据的动态监控,其对于管理工作模式的持续优化具有良好

的辅助意义,推动了管理工作方式方法的持续拓展。实践表明,

相关工作的持续推进有利于确保信息化时代大背景下我国水利

工程施工建设管理的科学调整与变革,使其更加贴合于时代发

展的主旋律和潮流,对于管理工作效率的提升很有帮助。 

2.4有效细化奖惩工作机制,调动水利工作人员的探索热情 

针对工作人员热情不足的现象,为了进一步激发其在水利

工程建设管理模式探索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有关部

门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有效优化内部奖惩工作机制,从而有效

帮助工作人员消除“吃大锅饭”的心理[7]。实践表明,上述工作

的推进可以进一步确保奖惩工作机制的有效优化,有助于推动

水利工作人员探索热情的合理激发。基于此,大量工作人员可以

有效做好对于本职工作问题的密切关注并积极设计相应的优化

举措,这一点对于藏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模式的不断细化和延

伸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在水利工程运营期间的安全管理方面,通过将具体工

作内容和每一个人的工作职责与任务进行合理划分,可以有效

明确具体问题的相关责任人,从而使工作人员提升对于工作的

态度和热情。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细化奖惩标准和相应的原

则,可以通过通报表扬、发放奖金、颁布证书、提供晋升名额等

一系列方式激发工作人员对于具体问题的探索积极性和热情。

与此同时,通过进一步细化相应的惩罚机制和举措,同样有助于

引导工作人员提升对于具体工作的关注程度和注意力,从而有

效确保细节问题落实到位。 

2.5定期组织管理工作反思,结合具体问题调整工作的内容 

为了有效确保新形势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模式的科学发展,

相关人员在对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和改进的同时应积极结合管理

工作的落实情况和水利工程项目及施工建设情况进行分析与反

思。在此过程中,通过定期开展相应的交流讨论,有关部门和施

工队伍可以结合技术服务对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

从而不断梳理相应的管理工作方法与经验教训,其对于具体

工作的合理推进和问题的妥善解决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和辅

助价值。 

例如,在组织西藏地区水资源管道铺设工作期间,通过近期

做好对于管道铺设情况施工问题的合理管控和分析,相关人员

可以在交流讨论的过程中对于管理模式在实践期间的应用效果

进行评估和审视。在此过程中,对于管理期间遇到的实际问题,

通过积极开展交流讨论,工作人员可以及时提出自己的一些观

点和看法,从而有效结合集体智慧来探究问题的应对方法和破

局之道。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相关活动的持续推进进一步促进了

管理工作模式的持续拓展与延伸,同时细化了具体工作的解决

路径和实施举措,对于管理工作的拓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促

进了我国管理工作方式方法的持续优化。在交流和讨论的过程

中,有助于实现先进管理工作经验的推广和普及,其对于水利工

程建设管理模式的科学优化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3 结语 

总的来看,在西藏地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开展期间,基

于新形势下,相关人员应及时做好对于具体工作问题的分析和

探索,从而进一步促进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的多元化发展。为

了进一步实现预期管理工作目标,建议工作人员积极围绕藏区

情况进行分析和探索,从而制定相应的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工作

方案与计划。与此同时,还应定期组织从业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并

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搭建相应的网络管理平台。在此基础上,为了

激发工作人员的探索积极性和热情,相关部门和单位应积极建

立奖惩工作机制和相关标准。此外,有关部门应积极组织水利

工程工作人员结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定期的分析和反思,

从而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以便强化自身的专业能力与职

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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