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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江西省水利稽察通过发现大量水利建

设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敦促和指导各有关单位及时整

改，有效提高了当前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质量和水

平。 水利稽察对规范水利项目建设管理，引导水利事业

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江西省水利稽察现状

1.1

机构的组建

2011

年以前，江西省水利工程稽察工作由江西省

水利稽察办负责，该机构属临时机构。 随着水利建设任

务加重，

2011

年正式组建江西省水利厅工程建设稽察

事务中心，具体负责全省水利工程稽察事务工作。 江西

省编委下达了“三定”方案，江西省水利厅设立了稽察

工作专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为有效开展稽察工

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2

稽察的开展

江西省水利工程稽察事务中心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的工作方针，把握重点、抓住热点、突破难

点。 对省管水利建设重点项目进行扎实的稽察；同时加

大了对全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农村饮

水安全、农村小型水利、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

等民生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稽察力度。 把建设任务重、

基础薄弱、存在问题较多的地方作为重点开展稽察工

作的领域，督促工程建设任务保质保量如期完成。

1.3

稽察的成效

以

2013

年江西省水利厅工程建设稽察事务中心稽

察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为例，

2013

年共稽察水利项目

54

个，稽察项目资金达

17.06

亿元，占水利建设资金的

8.53 %

。稽察发现问题

559

个，其中涉及到前期工作与设

计工作方面问题

110

个、建设与管理工作方面问题

113

个、资金使用与管理工作方面问题

159

个和工程质量施

工安全工作方面问题

177

个，共提出整改意见

559

条，已

落实整改

486

项。

2 稽察中发现的问题及原因

2.1

设计文件质量不够高

一是前期勘测深度不够、工作不细，造成设计与实

际严重不符现象；二是施工图不够完善，缺少必要的施

工详图，同时图纸供应不及时，不能满足施工要求；三

是设计方案证据不足、论证不充分，甚至出现论证错

误；四是设计单位未按规程、规范设计，导致部分设计

不能满足强制性标准；五是设计变更太多太随意，有些

重大设计变更未履行报批程序；六是设代服务意识不

强，不能及时解决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2.2

监理工作不够规范

一是监理单位人员、专业配置不能满足工程建设

需要，监理人员不能持证上岗、责任意识较差，少数监

理单位存在借资质承揽业务和总监理工程师兼管多个

摘 要： 水利项目稽察作为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重要手段,在水利事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水利稽察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充分发挥“检查、反馈、整改、提高”的功能，已经成为水利建设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成为水利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成为水利建设工程安全、资金安全、干部安全和生产安全的有力保障，成为水利事业跨越发展的坚强支撑.本文根据江西

省水利稽察工作中发现的工程问题，提出应在实际工作中注意的质量问题，以期为今后水利工程建设及管理的健康发展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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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现象；二是《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针对

性不强，不能指导监理工作的有效过程控制；特别是对

重要隐蔽项目实行旁站监理不够认真，不能真实反映

旁站时工程实施情况；三是监理日记、监理月报和重要

隐蔽或关键部位单元工程验收签证不够规范，不能真

实反映工程施工实际状态；四是少数监理单位对工程

质量抽查数量偏少，不能及时掌握和发现工程建设中

存在的质量缺陷，不能及时有效地采取相应的补救措

施；五是重要隐蔽或关键部位单元工程验收签证和单

元、分部工程验收不及时，不能有效地实现过程控制。

2.3

项目法人管理体系不完善

一是项目法人组建不够规范，机构设置和人员配

置不能满足工程建设管理要求；如项目法定代表人为

行政单位主要领导，技术负责人专业不能满足岗位要

求，专业人员技术力量薄弱；二是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多数项目法人单位缺少安全生产和质量管理专业管理

相关制度，施工现场未按项目管理要求设置“五图一

牌”；三是不能及时有效地发现工程中存在的问题，解

决问题的方法、措施不够多，致使一些问题累积成堆，

工程质量得不到保障，施工进度往往滞后；四是设计变

更报批意识淡簿，认为工程建设项目法人说了算，不能

正确地履行设计变更报批手续；五是未按有关规定单

独建立建设资金账户或未设置会计账簿，少数项目法

人账户设置在当地财政部门，实行报账制，项目资金在

财政部门滞留时间长，影响了工程进度和工程价款的

结算与支付；六是多数项目配套资金不能及时足额到

位，影响工程项目按计划的执行，特别是征地、移民和

拆迁问题影响工程进度；七是工程价款结算支付不规

范，已结算支付的工程价款未进入成本核算，往来款未

及时清理；八是部分中央资金用于非主体工程建设，存

在挪用现象。

2.4

施工单位保证体系不到位

一是人员和设备不能按照投标文件的承诺到岗到

位，项目主要管理人员不能持证上岗，施工单位存在挂

牌、转包、分包现象，普遍存在工程进度滞后现象；二是

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意识不够强，未能建立有效的安

全生产与文明施工管理体系，施工现场存在一定的安

全隐患。 如施工用水、用电和交通等管理责任落实不

够，多数机电设备未采取有效的继电保护措施。 如深基

坑应急处理方案和高支模专项施工方案未能有效编制

和落实；三是质量保证体系不够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形

同虚设，如“三检制”未能有效执行，进场材料有不按规

定要求检测或有未检先用现象；四是未按设计图纸或

技术要求施工，工程实体质量缺陷较为普遍。 如土方工

程中存在清基不彻底，土料填筑、铺土厚度不能满足施

工规范要求；砌石工程中存在石材质量、排水孔设置、

砂砾石垫层铺设等不能满足施工规范要求，干砌石砌

体存在架空、松动现象，浆砌石砌体存在砂浆不饱满现

象较为普遍；混凝土工程中存在原材料、中间产品把关

不严，对钢筋、模板、伸缩缝等制作与安装缺少必要检

查，混凝土运输、浇筑、振捣工艺及养护随意性大，出现

蜂窝麻面现象较普遍；金属结构与启闭设备安装和机

械电气与设备安装中缺少必要的原材料、金属结构（含

预埋件）、机电设备和电气设备等出厂前检测检验合格

证，缺少安装后的检测和试运行记录情况等。

2.5

工程档案收集整理不规范

一是重要隐蔽单元工程或关键部位单元工程验收

不规范， 往往出现验收组人员签字不全或缺少地质编

录、测量成果、影像等备查资料，填表时用词或数据不

准确，前后出现矛盾；二是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或分部工

程验收缺少必要的“三检制”支撑数据材料；三是施工

单位自检和监理单位平行检测数量、部位不能满足规

程规范要求，检测数据与施工现场情况存在失真现象；

四是单元工程评定和分部工程验收不及时，不能与工

程建设进度同步；五是工程完工后，验收时间滞后，未

能及时让工程发挥应有的效能。

3 建议与对策

面对水利工程建设任务越来越艰巨繁重、 全社会

对水利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的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工

程建设管理、加大监督检查和稽察力度的意义显得特

别重要。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与对

策。

3.1

加强市场管理、严查违规违法行为

（

1

）严把建筑企业准入关。 在勘测、设计、施工和监

理等企业单位的资质审查时，依据审查标准和程序，实

行政务公开，将审查后的企业资质等级、诚信等级面向

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

2

）降低企业准入门槛和招标成本，规范招标行

为。 降低企业准入条件，采用符合性评审方法评审，无

特殊要求的建设工程，一般使用合理低价方法选择建

筑企业，杜绝人为操作因素，防止围标、串标行为。

（

3

）严格市场后序监督管理，严查违规违法行为，

杜绝挂牌、转包和违法分包现象。 勘测、设计、施工和监

理单位一律不得转包、违法分包和挂靠承包承揽工程，

一经发现有违法行为和违规现象的要及时责令改正或

依法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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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大项目管理、确保工程质量

（

1

）依规组建项目法人单位，合理配置建设管理人

员，建立健全各项规章管理制度，完善工程质量管理体

系。 在当前水利专业人才突显奇缺的情况下，针对新规

范、规程和强制性标准及质量通病等技术要求，组织相

关单位的人员专业培训和引进水利专业人才。

（

2

）加大工程现场监督检查力度。 项目法人按投标

承诺重点核查设计、监理、施工和检测等单位主要生产

和管理人员到岗到位情况，如发现有不符情况，及时整

改；监理单位重点监督检查施工现场工程实体质量以

及对新规范、规程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及时掌握工

程质量、进度和投资情况，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组织相关

单位进行整改，使工程质量、进度和投资处于可控状态。

（

3

）做好服务保障，及时组织工程验收。 项目法人

净化施工外部环境，保障工程顺利实施。 建立建设资金

账户，确保配套资金足额到位，做到专款专用，按工程

进度及时支付工程进度款。 项目法人和监理单位按职

责及时组织单元、分部及单位工程的评定和验收，确保

工程建设进度与资料整编同步，让工程及时发挥应有

的效能。

3.3

加强稽察力度，建立整改机制

（

1

）扩大稽察范围。 将全省在建水利资金项目全部

纳入稽察工作范围，除正常稽察工作外，根据工程进展

情况及时组织稽察小组，采取不事先告知形式，深入项

目现场，突击稽察。

（

2

）加大检查技术手段。 充分利用省内具有良好信

用、设备较为先进和技术有保障的水利工程检测单位

到工程现场对实体质量进行现场抽检，依托检测单位

的检测数据，合理判别工程质量的优劣，从而提高稽察

成果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

3

）建立稽察整改机制。按照边稽察、边落实整改

的原则，重点抓好稽察整改工作，切实将稽察整改工作

落到实处。对工程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进行书面

通报，加大处罚力度，借助信用体系平台及时曝光工程

建设参建企业不良行为，规范水利建设市场秩序。

3.4

抓好稽察队伍建设，强化部门联动

项目稽察监管涉及范围广、专业性强、责任重大，

要求稽察队伍必须政治合格、业务过硬、精干高效、依

法办事、规范运作。 针对江西省稽察专家聘请现状，不

定期更新稽察专家库，着力建立起一支高素质、专业化

和精干的稽察队伍。 注重与相关单位的联系和协调，结

合厅相关职能处室的阶段工作目标，加强部门联动，开

展专项稽察；积极参与厅纪委、厅监察室、厅质监局在

投诉举报项目和存在重大工程质量隐患项目的调查；

并主动学习借鉴兄弟稽察单位的有益经验，为我省水

利工程稽察积累经验。

3.5

强化行业管理，提升水利绩效

开展水利稽察业务知识讲座，通过稽察项目典型

案例分析，系统梳理工程建设中易犯的毛病既可普及

稽察的

5

个方面知识，又可使参建者在工程中避免犯类

似问题，提升参建单位的整体业务素质。

总之，只要始终以建立一个“制度完善、管理规范、

业务精湛、监督有力、工作高效”的稽察机构为目标，切

实履行“监督、检查、指导、帮助”的稽察职能，按照“依

法稽察、科学稽察、责任稽察、廉洁稽察”的工作要求，

通过“检查、反馈、整改、提高”稽察功能，充分发挥稽察

的“威慑作用、推动作用、导向作用、保证作用”，为规范

项目单位的建设管理提供帮助，为领导及职能部门提

供决策支持服务，为大规模水利建设又好又快推进保

驾护航。

An overview of the audit work for water resources projects construc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LIU Xiaobin

（Project Construction Audit Service Center of Jiangxi Provincial Water Resources Department,Nanchang 330009,China）

Abstract: Water resources project audit plays an uniqu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projects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projects.Water resources audit focuses on the central task,service overall

situation,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check,feedback,rectification,improvement,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water re－

sources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water resources supervision work in order to guarantee engi－

neering safety,financial safety,cadre safety and production safety and become the strong support of water resources projects span－

nin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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