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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久以来, 水利工程现场管理的制度建设朝着规范化方向不

断发展,用制度管住了钱、权、事、人,明确了参建各方职责,形成了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运转机制。但是,制度建设不是短时期所能形成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当前形势不断做出调整,

包括管理理念和具体措施。本文将重点探讨水利工程现场管理的

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可行的策略,从而理顺参建各

方关系、保证工程建设质量和运行安全,促进水利工程现场管理的

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

1加强水利工程现场管理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来看, 探讨该问题可为相关的水利工程现场管理提

供借鉴,从而有助于相关单位及早制定制度、建立机制,避免一些问

题的产生。

从现实上来看,水利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需要进行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管理,需要提高工程项目的综合管理效率和水平[1]。任何

一项工程建设,质量控制与安全管理都是必须具备的。加强管理制

度的建设,将有效避免工程基本质量出现问题,同时将有效保证安

全施工。制度的完善还将促进各方工作交流,及时应对施工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同时制度建设的完善程度将有效减少和避免人为因

素的干扰,全方位推动现场管理,推动水利工程施工。

2 水利工程现场管理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2.1 制度建设的滞后性

制度建设的滞后性, 主要表现为缺乏制度建立的顶层设计和

及早制定。现场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管理制度、施工进度控制、工作

协调制度、质量检查制度、资料整理制度、监督考核制度等,是一个

系统性的制度建设。

项目开工前相关单位没有及早及时的全盘考虑, 往往会出现

现场管理人员进驻现场后无章可循,导致职责不明确、开工前期忙

于制定有关制度的情况,而匆忙制定的制度常常不够科学。这不仅

不利于现场机构的管理, 甚至可能出现工作上的偏差和影响工程

进展和安全,譬如没有应急预案难以有效应对突发情况。

2.2 制度建设的静态化

制度建设的静态化,指的是虽然制定了有关制度,但是对于一

些工期较长的工程, 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实时对制度进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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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现场管理是系统性的工作,而制度建设是重要前提。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有利于提高工程建设效率,有利于工程建设的有

序开展。本文主要采取调查法、文献研究法进行探讨。现实情况中,制度的建设存在着滞后性、静态化、缺乏有效的横向工作机制、某些岗位

人员缺乏延续性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的策略：加强制度建设的动态化、提前谋划,做好质量安全制度建设工作,完善选人用人制度,建

立有效的与政府、群众沟通协调机制。探讨水利工程现场管理制度建设存在着的问题并提出策略,能够为工程建设在保证质量前提下安全

实施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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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园林的意境创造, 主要通过对山水的合理运用, 打造出

“山中有水,水中有楼”的写意风格。还应按照地势特征,借势营造人

文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主要包括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的

是协调发展理念。现代园林的设计应当具备丰富的情感色彩,充分

借鉴古典园林的特点, 把这些要素巧妙融合到当下的实际工作之

中。

3.3.2 现代园林借鉴了传统园林的设计思想。比如现代公园的

小桥流水,完全参考了古代那种曲径通幽,诗情画意的设计方式,充

分展现了自然之美。这样值得参考的细节还有很多,运用到当下的

园林建设中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不凡效果。这也完全迎合了当今

人们对贴近自然的渴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3.3.3 中国传统的园林设计会大量的应用到活水和叠石。利用

水的声音和多样的形态,打造回归自然的理念。潺潺的流水,各种形

态的巨石,会使人产生一种静谧的心态,平复疲劳的身心。现代景观

也应广泛采用水的元素和叠石, 丰富了空间环境和的同时也营造

了多变的地形。这样可以更好的协调自然环境,达到接近真实意境

的目的。

3.3.4 传统园林注重因地制宜的配置植物, 并且做到了层次上

的合理搭配。古人以花喻人,认为花都是具有灵性的。比如牡丹为

富贵的代表,梅花是坚韧的象征。现代景观也应结合不同的园林主

题,种植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鲜花,使园林的文化气息更加浓厚。

4 结语

现代园林作为一种休闲、娱乐的景区,对人们释放压力、放松

身心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

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高。人们对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也有了

更高的要求,传统艺术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有着重要作用。将传

统艺术和园林设计有效融合,能够强化园林艺术表现力,给人们带

来更高的欣赏价值,满足现代人们对审美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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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2]。比如工作纪律、水环保管理办法、监督检查制度等,随着外部

形势发展、工程进度、上级要求和人员变化,需要对有关制度进行

完善。现实情况是,很多项目管理单位没有及时的对制度进行完善,

很多制度从一开始制定到工程结束是一成不变的。

事物是不断发展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度的建设也是如

此。不及时的完善有关制度,就会导致任务、职责不明确,工作纪律

容易涣散,影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而一旦出现需要担责的情况,就

会出现推诿扯皮的情形。这样一来,有关制度就仅仅是为了应付,而

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3 横向工作机制缺乏

横向工作机制缺乏主要是项目法人现场管理机构没有建立起

有效的与外部的沟通协调机制。水利工程发挥的是社会效益,同时

又牵涉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 项目法人没有多余资金通过经济方

式解决矛盾,难免出现一些遗留问题[3]。进而影响工程进度,甚至会

产生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工作是由政府主导负责的, 做好这项工

作需要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另外还涉及与群众的关系,还应当明

确信访或者答疑的单位部门,与当地村两委、政府等搭建有效的协

调平台,及时解决矛盾。

2.4 人员调整过于频繁

人员缺乏延续性主要表现为有些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监理人

员、施工人员调动频繁,导致工作衔接性较差甚至出现工作上的错

误。比如现场统计人员,如果人员更换频繁,就会导致数据衔接不

好, 新调入的人员对业务不熟还会导致数据上报出现延迟甚至差

错。

除了人员的延续性外,涉及人员的问题还包括人员的素质、责

任心、积极性等,本文不再详细探讨。

3加强水利工程现场管理制度建设的策略

3.1 加强制度建设的动态化、系统化、前瞻性

在开工前,责任单位要将有关的机构建立起来,主要构建工程、

安全管理、质量检查、财务、纪检监察、后勤保障等部门。通过召开

协调会,督促各个部门尽快制定有关规章制度。而制度一旦制定出

来,仍需通过协调会由各方讨论。

现场机构设置建议实行扁平化组织设计, 由于现场管理人员

较少,应当是扩大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级,以便于加快信息传递、

降低管理成本。加大监管体系建设,完善项目法人、监理部门、施工

企业的监管体系。

3.2 强化安全、质量制度建设

在严格执行水利行业有关安全、质量标准规范的前提下,还需

要完善奖惩制度和培训制度。设立奖惩制度,赏罚分明［4］,可以使

参建各方及工作人员履行好职责,又能调动管理人员、施工人员的

积极性。以奖惩制度作为手段,一定程度上能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

生产。

建立健全培训制度,在施工前和施工过程中,要分别建立管理

人员和施工人员的培训计划,加强他们的业务能力、安全意识、质

量意识的培养。施工企业应选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实践培训。尤其

是一些需要人工操作的工作, 更要加大对一般施工人员的培训,以

免因为人员操作技术问题影响施工。

3.3 完善人员的管理

制度最终还是要靠人来执行。现场管理人员很多是从原有单

位抽调,要定好负责人员,选好一般管理人员。制定制度,选拔业务

能力强、责任心强、素质高的人员。对于工期较长的工程,要保证人

员的延续性。如果人员有调整需要提前安排, 以保证工作的衔接

性。抽调的人员,要用制度规定与原单位工作的协调关系。

3.4 完善与外部的沟通协调工作机制

构建与外部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主要是建立与政府、群众的沟通

协调平台。这既是明确各方职责,又能及时处理矛盾,推进工程进

度,有助于社会安定和谐。项目法人单位及现场管理单位要主动作

为,与地方政府建立正式的定期协调会、非正式的“碰头会”。

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建立类似于信访部门的机构,对于项目法

人能答复的要及时对群众答复并做好法律法规的解释工作。对于

职责范围外的工作,要告知群众有关职能单位。最大限度的解决群

众疑惑,推进工程进展。

4 结语

水利工程现场管理的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化、体系化工作,在

工程建设前就需要开展,更是伴随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加强水利工

程现场管理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工程质量、安全、进度

的必然要求。现实情况中,制度的建设存在着滞后性、静态化、缺乏

有效的横向工作机制、某些岗位人员缺乏延续性等问题。为此,本

文提出如下的策略：加强制度建设的动态化、提前谋划,做好质量

安全制度建设工作,完善选人用人制度,建立有效的与政府、群众沟

通协调机制。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只有将好的制度认真执行,才能够保

证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本文的探讨比较初级,还需要不断总结实

践经验教训,在广度、深度上进行探讨,确保建立良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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