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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监理的实践与思考
) ) ) 以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耘昔河示范区为例

董雨亭, 王答相, 杨军礼, 康学林
(黄河水利委员会 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 甘肃 天水 741000)

摘  要: 为了探索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监理的方法和途径 ,加快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监理向着正规

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耘昔河示范区工程建设推行了监理制。实践表明, 水土保

持生态工程实行监理制积极可行,效果明显, 能有效地促进工程质量, 控制工程投资, 保证工程进度。通过

实例分析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提出了目前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监理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旨在促

进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监理制的完善和推广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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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 and Deliberation on Supervising Constructio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based Eco-environment Project
) As a Sample at Xihe Demonstration Area in Yellow River Valley

DONG Yu-t ing, WANG Da-xiang, YANG Jun-li, KANG Xue-ling

( T ianshui Soil and Water Conser vation Scientif ic Exper imental Station, T ianshui 741000, Gansu Province, PRC)

Abstract: In order to ex plore the methods and w ays of superv ising the construct ion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based eco-env ironment project , to quicken superv ising the const ruct ion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ion-based eco-

environment w orks development towards regularizat ion, standardizat ion and scient ism , the system of supervising

the const ruct ion at Xihe demonst rat ion area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w as carried

out. Practices indicated that, it is posit ive and feasible, and could yield notable results. It improves the engineering

quantity, cont rols the engineering investm ent and promotes the engineering progress effect ively. T he facing prob-

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about present superv ising the const ruct ion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based eco-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living example analysis and summing-up experience, so as to advance, to per-

fect and to popularize the system of supervising construction of so 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based eco-environment

project.

Keyword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based eco-environment project; supervising the constructio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Xihe demonstration area

  早在 1996 年 8 月, 水利部就以水建 [ 1996] 396

号文发布的5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6中明确指出/在

我国境内的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必须实施建设

监理制,小型水利工程项目也应逐步实施建设监理

制。本规定中的水利工程包括水土保持工程0。自此

以后, 尽管各地大都采取了不少切实可行的措施, 促

进建设监理制在水利工程领域的应用与普及。但是,

由于水利工程复杂多样, 规模大小相差悬殊, 实施建

设监理的效果和进程也大不一样。在大中型水利工

程建设中,建设监理制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认同。而在小型水利工程特别是水土

保持工程中,建设监理制尚处于起步阶段。全国挂牌

最早的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公司,当算黄河上中游管理

局 1999年下半年开业的西安黄河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实质性的工作才 1 a多的时间。这家公司的最大

生意也是开门生意, 就是根据黄委会黄规计[ 1999]

123号文的要求, 受业主委托,组织实施黄河流域水

土保持耘昔河示范区施工阶段的建设监理工作。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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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标志着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建设监理由研究

试验转入示范推广的新阶段。因此,总结耘昔河示范区

建设监理的成功经验, 分析解决存在的问题, 对加快

水土保持工程监理事业发展步伐, 具有相当重要的现

实意义。

1  耘昔河示范区工程简介

耘昔河示范区地处甘肃省天水市渭河中上游, 系渭

河右岸一级支流,属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三副区。示范

区涉及天水市秦城区和北道区的 18个乡(镇) , 总人

口5. 61 @ 10
5
人, 其中农业人口 2. 76 @ 10

5
人, 农业

劳动力 1. 17 @ 105 人, 农业人口密度 281人/ km2, 人

均耕地 0. 18 hm2/人。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耘昔河示范

区工程是黄委会 1998年以黄规计[ 1998] 118号文批

复立项, 1999年 9月又以黄规计[ 1999] 123号文批复

了5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耘昔河示范区工程总体规划6。

根据[ 1999] 123号文,示范区建设目标、规模和措施

比例为:项目区总面积 1 553 km
2
, 综合治理面积 500

km2,其中建设梯田 15 450 hm2, 乔木林 6 540 hm2, 封

坡育草 4 200 hm2, 果园 10 410 hm2,建设治沟骨干工

程 7座,淤地坝 10 座, 谷坊 3 430座, 沟头防护工程

780座, 同时发展一定规模的小型水利灌溉工程; 结

合综合治理, 建设 4 个中心苗圃, 4个环境工程。通

过 5 a( 1998 ) 2002年)治理, 使项目区治理程度达到

80%以上。项目概算总投资为 2. 55 @ 10
8
元, 其中国

家投资 3. 5 @ 107 元, 地方配套投资 3. 5 @ 107 元, 群

众自筹 1. 85 @ 108 元。又据5示范区总体规划6显示,

示范区以/一川、两山、四景区、八条高效治理开发示

范流域、三十个示范点0为重点,对山、水、田、林、路综

合治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加强流域内物质、能量的

多层次循环利用,改善生态环境, 将耘昔河流域建成结

构科学合理,科技含量高,形成产业化经营,具有城市

型特色的高产、高效、高标准的水土保持优质示范工

程,以推动生产发展,取得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

益,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发挥示范作用。

2  示范区工程建设监理总体方案

2. 1  监理范围

监理公司遵照监理委托合同的要求,对水土保持

耘昔河示范区项目进行施工阶段的监理。监理范围包

括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在内的规划批复的梯田、造

林、种草、谷坊、沟头防护工程,小型蓄排引水工程,苗

圃建设、景点建设以及治沟骨干工程等。

2. 2  监理内容

根据示范区建设目标的总体要求和监理委托合

同,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耘昔河示范区建设监理的主要包

括如下内容。

( 1) 督促承建单位建立健全施工管理制度和质

量保证体系, 认真执行初检、复检和终检的施工质量

三检制,在施工中对工程质量进行全程控制。( 2) 审

查承建单位提出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技术方案和施

工进度计划, 提出修改意见, 并监督其实施。( 3) 审

查承建单位提出的材料和设备清单及其所列的规格

与质量。( 4) 督促、检查承建单位严格执行工程项目

批准计划和工程技术标准。( 5) 检查工程使用的材

料、构件和设备的质量。( 6) 检查、控制工程进度和

工程质量。分阶段对工程进行质量与进度控制,及时

提出调整意见;对分项工程、隐蔽工程进行验收签证;

复核已完工程量, 签署工程付款凭证;督促检查安全

生产、文明施工, 对严重违反规范规程者,必要时签发

停工通知单。( 7) 组织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进行工

程竣工初验, 督促承建单位提出竣工验收报告, 并对

工程质量提出评估意见。( 8) 审核工程结算。

2. 3  监理依据

监理公司依据5水土保持法6、5水利工程建设监

理规定6、5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6 ( GB/

T 16453. 1~ 16453. 6 ) 1996)、5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验

收规范6( GB/ T15773 ) 1995)、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

基本建设工程验收规程6(黄规计[ 1998] 173号)、5黄

河水利委员会基本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6(黄规计

[ 1999] 4号)、5甘肃省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

规程6 ( 甘 Q/ SL1 ) 83 )、5造林技术规范6 ( GB/

T 15776 ) 1996)、5水土保持治沟骨干工程暂行技术

规范6( SD175 ) 86)和5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耘昔河示范
区工程总体规划6、5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耘昔河示范区四

十六条小流域等工程设计6、5耘昔河示范区中央资金管

理办法6(黄财字[ 2000] 21号)、以及5关于下达 1998

年甘肃省天水市耘昔河流域示范区水土保持建设投资

计划的通知6(黄保计[ 1998] 51号)、5关于下达黄河

流域水土保持耘昔河示范区建设 1999年投资计划的通

知6(黄计字[ 1999] 48号)等有关的法律法规、相关的

技术规范、标准及工程施工承包合同,黄河流域水土

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管理的有关规定及已批复的总体

规划、单项工程设计、年度计划任务和监理委托合同,

按照/公正、独立、自主0的原则对耘昔河示范区工程进

行建设监理,维护项目法人和施工单位的合法权益。

2. 4  监理组织

耘昔河示范区项目监理部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

制,下设技术部、信息部、资金部、合同部、工程部和监

理工程师若干人,分工负责,各把一头,根据监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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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程建设规划,针对不同类型治理措施及施工组织

形式制定了相应的建设监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合

同管理为手段,采取巡回和旁站监理的方式, 对示范

区工程建设实行投资控制、质量控制、进度控制,进行

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和组织协调, 保证三大目标最优

实现。

3  示范区工程建设监理的措施与效果

3. 1  以总体规划设计为依据,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

耘昔河示范区监理部始终要求施工单位必须按照总

体规划和单项工程设计组织施工, 不得随意变更设

计,如有规划与实际不符,确实需要调整的必须覆行

变更申请手续, 经监理工程师审核并报业主批准后才

能变更。监理人员深入田间地块, 坚持/三图一表0对
照,即现状图、规划图、实施图、自验表, 逐个图斑对照

核实, /拧干0工程中的水分, 及时指出和纠正施工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如该机修宽幅梯田的地方则修成

了小块梯田,该修鱼鳞坑的则修成水平阶,甚至为了

追求形式上的统一, 外观上的整齐,在网格整地时,在

相平坦的地块中修成网格状, 这样浪费了大量的劳动

力。究其原因就是施工脱离了规划设计的指导,盲目

随意铺摊子, 追求形象上的/假干0, 不讲科学的/蛮

干0。对此,监理人员迅速认真的发布现场指示,强化

技术管理和规范约束, 确保规划设计不走样, 质量标

准不降低。同时,对于造林工程, 由于整地与植苗分

别在春季和秋季进行, 监理工程师则从实际出发, 充

分考虑到施工方的积极性, 采取整地与植苗两步走,

分阶段监理,并按比例签署支付凭证。总之, 监理工

程师始终以总体规划为主线, 坚持因地制宜、因害设

防、科学配置各项治理措施的原则, 及时纠正了不切

实际的做法。

3. 2  以技术规范为准绳,确保工程质量水平

项目监理部坚持以技术规范为准绳,严把工程建

设质量关,加强现场监理。把质量监理始终放在工作

的首位,对于达不到质量标准或质量不合格的工程,

通过发布现场指示的形式, 要求施工单位完善提高,

直至符合质量标准, 否则不予计量。对于坡改梯工

程,田面不平整,田坎没有培实及田坎冲毁的要求返

工和修补;对于造林工程,成活率达不到要求的,监理

工程师现场分析原因,并提出要求。施工单位按照监

理工程师的要求经过返工和补栽达到了质量标准后

才给予计量。这样就有效地控制了各项措施的工程

质量。

3. 3  实行申请报账制,严格控制投资

为了管好用好建设资金, 耘昔河示范区项目建设除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制度外,结合水土保持生态工

程建设的特点, 建立了切实可行的项目财务管理制

度。示范区国家资金部分,采用/申请报账制0支付方

式,先利用地方匹配资金和群众自筹资金, 组织开展

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根据工程进度和核实的工程

量和工程质量,签署支付凭证, 上报业主单位, 并按比

例支付国家资金部分。经过 2 a 多的运行,投资得到

了有效的控制。如 2000年第 1季度, 示范区项目办

公室申请国家资金报账 2. 06 @ 106元,经监理工程师

现场核准实际完成投资 1. 83 @ 106元,切实保证了国

家投资的正常发挥和地方匹配资金的落实。

3. 4  按年度建设计划任务分阶段实行进度控制

根据业主下达的年度计划任务, 2000年示范区

应完成治理任务为 100 km
2
, 其中水平梯田 2 033

hm2,经济林果 2 267 hm2, 乔木林 3 073 hm2, 灌木林

1 173 hm2, 种草 1 454 hm2,小型拦蓄工程 1 005处(其

中:谷坊 572座,沟头防护 138处, 涝池 295个)。经

监理工程师按图斑实地抽查核实,截止 2000年底示

范区共完成治理面积 109. 52 km2, 占年度计划治理

任务的109. 52%。其中: 完成水平梯田 2 888. 86

hm
2
,乔木林 2 938. 85 hm

2
, 灌木林1 142. 88 hm

2
,栽植

各类经济林果 2 550. 50 hm2,人工种草 1 431. 21 hm2。

2001年示范区应完成治理任务 110 km2, 其中:

水平梯田 3 382. 40 hm2,经济林果 3 458. 82 hm2,乔木

林 1 263. 19 hm
2
, 灌木林 1 455. 16 hm

2
,种草 287. 52

hm2,封禁治理 1 152. 80 hm2, 小型拦蓄工程 905 处

(包括谷坊 724座,沟头防护 181处)。截止年底项目

监理部按图斑抽查核实已完成治理面积 111. 77

km
2
,占年度计划治理任务的 101. 6%, 其中, 兴修水

平梯田 3 200. 24 hm2, 经济林 2 943. 94 hm2, 果园

712. 86 hm2, 乔木林 2 551. 98 hm2, 灌木林 246. 96

hm
2
,人工种草 367. 52 hm

2
, 封禁治理 1 152. 80 hm

2
,

谷坊 1 069座, 沟头防护 271处。从监理结果看, 示

范区建设正在按计划稳步地向前推进。

3. 5  加强合同管理和信息管理

项目监理部以合同管理为手段,要求建设各方认

真履行合同条件, 完成合同规定的事宜。检查、监督

建设各方合同计划任务执行完成情况;检查施工安全

及文明施工措施; 研究处理合同变更及新增工程项

目;解决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审核施工单位提供种苗

的质量;监督工程质量,适时进行工程验收;做好详细

的监理记录,做好工程资料、合同档案,监理报告和各

种文件的管理工作; 组织建设各方召开协调会议, 共

同研究工程建设中的有关问题。通过有效的合同管

理,确保合同的正常履行, 维护了双方的正当权益,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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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示范区建设的总体目标起到了关键作用。

4  示范区工程建设监理的启示

水土保持生态工程是以小流域为单元、工程措

施、植物措施和保土耕作措施相结合, 以综合防治水

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为主要目的跨行业、多学科的

综合性社会公益项目。要健全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监

理制尚有许多工作要做。总结示范区建设监理的成

就与经验,笔者认为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实行建设监理

制,对于控制工程投资、工程质量和建设进度具有积

极作用,应该大力倡导和推广。但是目前在水土保持

生态工程建设实行监理制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

问题, 主要表现在: ( 1) 监理市场不健全,由于黄河流

域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

性,在投资主体不明确,施工队伍非专业化的条件下,

不能完全照搬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中用招标投标方

式公开选择社会监理单位开展监理工作。目前还没

有形成完善的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监理市场,缺乏

相应的市场竞争机制,从现有水保行业内部抽调专业

技术人员组建的监理公司尚处于探索阶段。( 2) 监

理方法和途径不成熟,建设监理制对水土保持而言是

一项全新的工程建设管理制度,加之水土保持是一项

涉及多部门的系统工程, 不同于其它水利工程, 它具

有建设的群众性、项目的分散性、投资的多元性和效

益的公享性,从而产生的投资主体不明确,施工非专

业化,这就不能完全引用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监理的

方法来监理水土保持工程。迫切需要探索不同形式

下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监理的方法和途径。( 3) 技术

体系不完善,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监理没有现成的

完善的技术指标体系。一般情况下引用5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验收规范6( GB/ T15773 ) 1995)及其它单项措

施所涉及的各专业技术规范为依据,很难体现水土保

持的综合性和社会性。( 4) 思想认识滞后, 从示范区

的现实看,广大水利水保战线的干部群众对建设监理

制还没有形成共识, 无论业主还是施工承包商对水土

保持工程监理制的实行还存在许多误区。为了有助

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尽快完善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

监理制,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4. 1  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深入贯彻执行建设监理制

我国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经历了半个世纪,对水

土保持工程建设项目的投资、质量、工期等管理都按

行政监督的模式进行管理的,这种管理办法属于/自

管0性质, 往往存在着管理方法不规范, 责、权、利不明

确,管理队伍不专业的现象[ 1]。计划经济时期管理

体制的长期运作给水土保持工程管理打上了深深的

烙印,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制是一件新生事物, 是一项

新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旧的管理

体制还在运行,新旧体制的碰撞无疑给新制度的推广

造成了阻力,许多人的思想行为还习惯于计划体制的

管理模式。监理不是检查,更不是走马观花、看形式、

看场面。作为代行水保行政职能的各级水利水保部

门和作为施工代表的各乡(镇)机构, 都应转变观念,

提高认识, 克服狭隘的管钱、管物的思想, 走出误区,

认真对待和积极配合建设监理工作,树立水土保持生

态工程建设人人有责的思想;各级政府要有高度的历

史责任感,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三项制度0建设宣传
工作, 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贯彻执行工程监理制是水土保持基本建设管理

制度改革的突破口。根据5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
境建设管理工作暂行意见6的要求,水土保持工程要

逐步推行以工程监理制为主要内容的建设体制改革。

当务之急是按照5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单位管理办法6

大力加强和培育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监理市场, 组

建合格的监理公司,方可胜任量大面广的水保生态建

设监理任务,同时按照审核确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

的建设监理业务。

4. 2  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监理制的法律法规

及其相关的技术指标体系,依法从事监理工作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项目不同于大中型水利

工程建设项目,由于水土保持工程量大面广, 分散零

碎,呈多渠道、多领域、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资机

制[ 2]。治理水土流失投入的主体是农民, 直接受益

者是农民、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等特点决定

了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监理不同于其它工程建设

项目的监理,其具体工程(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等)的

监理办法和依据尚未建立起统一而明确的指标体系。

为了能全面贯彻执行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监理制,

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监理的技术

指标体系,指导面上的所有水土保持工程监理工作,

提高监理工作的效率,促进监理工作正规化、规范化,

是完全有必要的。

4. 3  制定监理规划, 使监理工作富有科学性

全面详尽而且操作性强的建设监理规划是建设

项目监理组织有序开展监理工作的依据和基础,是社

会监理单位根据监理委托合同,结合监理项目的具体

条件编制的指导建设项目监理活动全过程的工作计

划,保证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监理工作的科学性。

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项目监理规划的制定需

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特点,依据国家和行业有关工程

建设的政策法规,工程建设方面的规范、标准, 被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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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的有关批准文件和项目特征资料,业主对工

程项目监理要求的资料及工程项目建设条件的有关

资料对监理工作的具体内容, 实施监理任务的责任

者,具体时间,监理的范围和目标, 监理的工作制度和

实施监理任务的具体措施等作一具体安排部署。

4. 4  提高监理技术手段,保证监理工作的公正合理

如何快速准确地对综合治理项目的工程量、质

量、进度进行有效控制,显然, 单纯地靠增加监理人员

的数量是不现实的。先进科学的技术手段是保证监

理工作公正合理高效的前提条件。根据水土保持生

态工程建设的特点, 监理工作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科技

手段, 配备先进的仪器设备, 提高监理工作的科技含

量和工作效率, 如先进的测量技术、GPS 技术等, 还

可开发相关的管理软件。用 GPS定位技术对各项治

理措施实行实时动态跟踪监测监理,达到质量与进度

控制。由于 GPS 技术成熟, 精度高, 速度快, 操作灵

活方便,对提高建设监理的水平, 增加科技含量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 1) 由于水土保持生态工程的特殊

性,常规监理的方式以现场抽样监理为主,对实施项

目的工程量无法及时精确测量和定位, 如果使用

GPS定位技术,现场跟踪图斑,可在较短的时间内比

较准确地确定各项治理措施的数量、面积及主要工程

指标,确定工程设计完成情况,与计划进度比较,及时

采取纠偏措施,保证项目的如期完成, 达到进度控制

的目的。( 2) 对于沟道工程措施, 利用 GPS 技术可

观测控制各项工程指标, 如坝高、坝顶长、内外坡比、

土石方量等, 保证工程按施工图纸完成, 达到质量控

制的目的[ 3]。

4. 5  提高监理人员素质, 加强监理队伍建设

建设监理是高智能的有偿技术咨询服务工作。

建设监理的实施需要大量的精通业务技术, 懂得经

济、法律知识,善于管理的具有较高业务素质和水平

的监理人员。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监理成功的关

键是选择一支技术过硬,敬业爱岗, 吃苦耐劳, 信誉良

好的建设监理队伍。监理工程师必须具备较高的理

论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丰富的工程建设管理知识和

经验以及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国家对工程

建设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1]。

除了拥有广泛的知识面和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

外,还应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高尚的职业道德, 热

爱本职工作,忠于职守,对建设项目有高度的责任感,

公正合理实事求是地对待业主和承包商,模范地遵守

国家及地方的各种法律法规,廉洁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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