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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理模式及组织系统

根据 FIDIC“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项目实施原

则，结合文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建设管理特点和实际

情况建立了监理部一级监理机构，设总监理工程师及

其办事机构，主要职责是制定监理工作目标、质量标

准、工程监理制度、规定，对全线监理工作进行指导和

监督、检查（见图 1）。

2 监理工作的管理

2.1 建立健全监理制度，加强对监理人员管理

监理工作是一项程序性较强，而又规范化的工作，

必须有一整套制度和规定来规范和约束监理的行为，

为此制定了《文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监理暂行办

法》和《文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施工监理规程》。为

了保证监理人员的素质和监理工作的质量，制定了《监

理人员守则》，对监理的人员素质及全线监理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保证监理工作质量。
2.2 建立监理的监督管理保证体系，加强各级试验室的

管理

为了加强监理的监督职能，按规程规范要求对原

材料进行见证取样并送具有国家计量认证（CMA）资质

的陇南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进行试验检测。针对

地质灾害防治标准高的特点，对关键的试验精密仪器，

如全站仪、水准仪等全部统一购买，以保证工程的可靠

性、准确性。
2.3 加强监理人员培训和技术指导，提高监理工作水平

针对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为了

提高监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质量，对全部监理人

员分批参加各类监理培训班，分别组织学习施工规范、
试验规程、统一试验方法，规范见证取样。

3 监理工作的实施

3.1 工程进度管理措施

3.1.1 狠抓工程实施计划的分解落实

文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是汶川 5.12 地震甘肃重灾

区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根据预防地质灾害的需要，

防治工程必须按期完成施工。为此监理机构根据计划

总的要求，逐标、逐项将计划按月分解到各个标段、施
工单位。
3.1.2 狠抓施工机械设备综合配套能力

施工单位的施工设备和综合配套能力直接影响到

工程计划的实施。监理深入现场逐标段检查机械设备

能力状况，根据年度计划目标任务和保证质量的要求，

测算所需适合当地条件的设备种类、数量，提出增加机

械设备配套能力的具体要求。
3.1.3 改进和完善施工技术方案

对各类工程在全面开工前，都要求施工单位提交

详细的施工技术方案，通过试验性施工和改进施工工

艺，使各项工程在成熟和稳定的工艺下进行施工，加快

施工进度。
如，文县关家沟泥石流灾害综合治理工程（三期）

采用的“防护开挖、匀薄砂浆、多振捣、回填夯实”的施

工经验，使各工地的碎石土施工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施工进度也有了大大地加快，对确保计划完成起了促

进作用。

文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监理工作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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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甘肃 兰州 730050；2、陇南市文县国土资源局，甘肃 文县 746400）

摘 要：文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全面推行监理制度，有效控制了工程进度、质量和投资，确保了工程如期建成，并且质

量全部合格。 本论述对文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模式、组织系统、监理制度及监理工作实施全过程进行了全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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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监理组织机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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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程质量管理措施

3.2.1 加强对施工单位质保体系的检查考核，充分履行

“监、帮、促”职能

强化施工单位质量管理，加强对施工单位质保体

系的检查考核，重点检查考核工地试验室仪器设备是

否到位，内部质检人员岗位责任制是否健全，是否按施

工技术规范、施工图进行施工等，并以严格的要求和有

力的措施，来促进施工单位内部质量制约机制。
3.2.2 开展创优活动，落实监理质量责任制

为创建优良工程，在全县开展了创优工程的活动。
为使创优工作落到实处，确保其顺利开展，制定了创优

计划及评定单元体系，把文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分解

为 11 个单位工程，184 个分部工程，869 个分项工程，

逐一落实各单元工程监理、施工质量责任人，从工程组

成“细胞”抓起，以分项工程的优质，来确保整体工程的

优良。
目前，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全县评定单位工程 11

个，分部工程 184 个，全部达到优良等级，评定分项工

程 184 个，优良 151 个，优良率 82.1%。
3.2.3 加强质量监督检查、把好工程质量关

事前指导、中间控制、工后验收是工程质量监理的

核心。中间控制是关键，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

各项监理制度，加强质量监理，重点加强施工过程的质

量控制。监理是质量的前哨站，在文县地质灾害治理工

程中每个工地安排旁站监理，施工现场检查情况，检验

质量，研究处理现场质量问题，严格把好工程质量第一

关。
质量管理部门每月对全县各标段进行质量重点检

查。三年来检测中发现不合格而返工的土方有 10m3、拦
挡工程返工 200m3、更换或加固滑坡格构梁 20 多块，排

导堤回填土返工 30 多处，排除了质量隐患，提高了工

程整体质量。查出水泥、钢筋、碎石、砂、块石不合格材

料合计 70t，都进行了退货处理。
3.2.4 抓质量通病和薄弱环节，确保工程整体质量

拦挡坝基础夯填、坝肩土回填、浆砌块石砂浆饱满

度及块石的摆放是当前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中的质量通

病，文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结构物密布，拦挡坝坝肩填

土高度大，回填土一般在 4～8m，最高达 10m，地质条件

差。如果坝肩回填土质量控制不好，将来肯定会发生泥

石流绕坝。为提高、保证回填土的质量，专门制定了保

证回填土质量的技术措施：（1）对坝肩软基进行铺设浆

砌块石耳墙进行处理；（2）坝肩早填土，进行分层夯填；

（3）提高坝肩填土的压实度标准；（4）改用砂性材料或

掺灰回填，要求施工单位在坝肩以 15cm 一层划线进行

填筑厚度控制，配合专门的夯实机械。
混凝土结构及浆砌块石的外观质量也是地质灾害

治理工程整体质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保证质量，

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混凝土质量、M15 砂浆抹面勾缝

管理的文件，从材料的配比、振捣、模板等方面提出了

八项措施。特别对大型结构物，格构梁等提出混凝土表

面使用贴塑模板的要求，对排导堤、防护栏预埋件等的

预制安装质量也提出具体要求。
3.3 认真计量支付，做好投资控制

计量支付的审核签认是工程投资控制中的一项重

要工作，监理在这方面就是要监控好合同中工程量清

单所列各项费用的计量与支付，并要做好附加工程费

用等的监督和管理，尽量减少合同以外的不合理费用

支付。
3.3.1 认真审核每一笔计量支付

一个标段的月支付报表有十几种表格和几十分附

件，数千个数据，需逐分过目、校核，工作量很大。但在

审核过程中，监理一丝不苟，对计量数量严格把关。三

年来，共审核了数十笔计量支付，纠正了不少错计、复
计等问题，减少不合理支付达数百万元。
3.3.2 对关键的计量支付项目严格把关

碎石土塌陷土方增量、坝体背面、排导堤堤背面回

填、材料调差、变更设计工程量的增减等项目的计量支

付比较复杂，也较容易出差错，对此我们从原始施工资

料、检测试验资料一项项认真核对，对缺乏资料凭据的

计量坚决不予支付。
3.3.3 加强对合同总量的控制

在工程实施中，实际工程量超出合同清单规定数

量是难免的，在单项工程接近完工时，我们注重对合同

清单工程量的总量控制，监理部建立计量支付台帐，对

超出清单的数量认真核对设计变更等文件，对原因不

明的不予签认支付。
3.3.4 实行质量否决权

在计量支付的审核中，不但详细核对计量原始凭

证，对质量也进行严格控制。对没有自检、抽检资料，没

有质量管理部门的质量认可，不签认计量支付。如某施

工单位施工的碎石夯填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多次

要求其返工不执行，最后停止对其计量支付，迫使施工

单位做了返工处理。
3.3.5 把好设计变更关

设计变更是文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工作的内

容之一，为在施工过程中，及时、正确地处理设计变更

问题，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有效控制造价。
对上报设计变更的审查，重点对设（下转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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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99 页）计方案、工程数量、工程单价及总价进行

审查。在监理的共同努力下，截止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共批复分设计变更，变更金额 83.8 万元，较好地处

理了施工图设计的差、错、漏，优化了设计，同时也较妥

善地解决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建设与地方的矛盾，改

善了建设环境。

4 结束语

建设监理制度的全面推行是一项长久而艰巨的工

作。尽管我们在建设监理工作的实践中做了一些探讨，

但仍需不断完善监理制度本身，针对监理弊端出台相

关监理法规。同时，监理企业内部也要不断调整、提高，

并与其它建设部门更好地协调与合作。监理工作势必

向规范化、科技化发。只有不断提高监理工作质量，树

立良好的监理形象，结合法制宣传教育，才能建立一个

具有行业特色的建设监理新体制，并推动地质建设事

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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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内容和课堂分离的支离破碎，将数学教学的过程变

成一种形式化的东西，这样并没有让学生感受到推理

演绎的过程而变成为一种负担，不利于知识的吸收。合

理恰当的的典型例子是数学教师导引学生的基础，引

导能力是课堂进行的保证。

3 把评价引入到课堂，用师生的评价更好的把

握知识

我们一直是在用考试系统来评价学生对于知识的

掌握程度，并且是单一的一方面的评价学生，后面引入

对于教师的评价，也是对于人的评价。而建立科学的评

价体系，让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过程均能体现出来，既要

关注学生的学习水平，也要在数学活动中体现出情感

态度。
一般情况下，我们评价的内容主要是学生对于知

识的掌握程度，我们可以通过学生的评价更好的掌握

学生学习的效果和教师引导的作用。一个环节，我们重

视学生的评价，一个概念我们关注学生评价而看到学

习的效果，例题的总结和方法的使用让数学教师看到

学生对于数学思想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时

候清楚变化，对于探究式的学习更要看到学生的思维

的变化，这样更好的掌握和引导学生的学习，让这些学

习的主体性们更好的发挥主体作用。
用科学的评价体系展现出数学教学的一系列过

程，让评价系统展现学生们思维的创新，也让学生们在

今后的学习中能够更好的进行团队合作学习，探索学

习。我们评价的目的不是去定性一件事，而是通过评价

展现过程，让意见和表达交流更让人们的合作意识和

探索精神加强。

4 提高教师自身的科研能力

在新课改下，教师不再是一个教书匠，而是一个和

学生一起研究的“学者”，当然这个“学者”不是一个研

究数学学术的“学者”，而是一个研究学生怎么样更好

的学习的学者，数学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总结和研究，

根据学生的反馈情况进行研究，应用，再研究的过程。
教师要重视学生的反馈，以前是用来观察学习效果的，

并且根据情况改进办法，现在学生反馈的结果就是我

们作为研究学生更好的学习的资料，根据学生多方面

的反馈结果进行研究，将更好的，更有利于学生接受的

方法和案例应用到教学当中去，这是一个长期的的可

能是教师生涯终身所要做的研究，学生是变化的，知识

的体系是变化的，就连举出的案例也是变化的，数学教

师要与时俱进，更好的和学生的沟通，更好的做好学生

的反馈收集和总结研究，这样才能为下次上课做好精

心的准备。
作为一名现代数学教师，重视学生所学的知识的

实际应用，通过多媒体手段将知识的过程和应用更好

的展现出来，提高学生的兴趣，增强学生的探究能力，

提高学生的各种思维，让数学思维更好的应用到实际

生活中去，体现出数学的真正价值，体现数学的文化，

让数学的基础性作用能在新时代更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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