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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从水源到设施到用户,从资金到建设到运行的全过程管理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有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本文就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全过程管理的必要性、存在的问题分析及解决方案提出改进方案,仅供参考。 

[关键词]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全过程管理；脱贫攻坚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脱贫攻坚精神,围绕实现农村人

口特别是贫困人口“饮水不愁”目标,各地部署了全面解决

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攻坚决战行动,助力脱贫攻坚。由于农村

人口的分布特性和各地水源的复杂多样性,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的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因此,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全

过程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主要存在

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筹资难度加大 

原因主要有： 

(1)目前未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地区大多地处边远山区或

干旱地区,用水户较为分散,工程人均投资较高；(2)“十三

五”期间中央资金对饮水安全工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进行适

当补助,剩余部分由地方自筹,由于国家对地方债务的管控,

已经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用水户中贫困发生率高,

地方政府筹资及用水户出资相对困难；(3)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投入回报率低,部分工程甚至出现亏损,很多社会资本不

愿意参与,筹资困难。 

1.1 前期工作不足导致难达预期成效 

(1)农村人口特别是边远山区人口居住较为分散,交通

不便,农村饮水安全现状调查时间紧、任务重,调查人员人手

不足,导致前期调查不够深入；(2)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向

产业区聚集,农村“空心化”趋势加大,对供水现状与规划预

判分析不足,导致部分供水不均衡现象；(3)年供水与年需水

量峰谷时空分布不均,受调查时间段限制,未调查到农民工

返乡期间出现的用水高峰等,导致供水保证率不高；(4)水源

大多地处偏远人烟稀少处,部分水源地未通人行路,调查难

度大,受勘测时间等原因,流量监测成为前期工作薄弱点。 

1.2 水量供需矛盾突出影响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1)受来水量限制,农村饮水、灌溉、工业供水之间的矛

盾突出,只有根据问题的紧迫性做好相关方面的平衡工作；

(2)水源工程的建设影响饮水安全工程的进度,骨干水源工

程从前期工作到竣工验收投入运营,往往需要数年时间,受

工期影响,部分骨干水源工程与其供水范围内的饮水安全工

程未能同步推进,导致部分工程未能及时发挥效益；(3)水源

保护区的划定及水源保护设施的建设滞后,农村居民水源保

护意识差,未形成有效的水源保护机制,农村垃圾和污水问

题依旧突出,导致部分已建成水源地受到污染,水源保护区

的污水治理需求十分迫切；(4)水源纠纷问题多,尤其是跨

组、跨村、跨乡镇、跨县项目,由于水源所在地不在供水受

益区域,或者当地的灌溉用水调整为其他区域的农村饮水,

受益主体发生变化,水源协调、征地困难。 

1.3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成本居高不下 

(1)由于农村供水用水户分散不集中,管线较长,漏水率

高,管道维护、抄表、水费收取等所需人工成本和材料成本

远高于城市；(2)农民工返乡季节与平时用水量波动较大,

部分设备高峰期才启用,导致设备平时维护成本较高；(3)

由于农村经济水平不高,收取的水费除支付材料设备维修后,

难以支付运行管理人员工资,部分自然寨采用的单个供水系

统,其管理人员主要由组长义务担任,如管理人员外出务工

的情况下大多处于无人管理状态；(4)工程无大修基金,运行

的抗风险性不高,遇到小型自然灾害(如洪水冲毁等),工程

的维修经费难以保证,存在中断供水时间长,效率不高的现

象；(5)农村青壮劳力多外出务工,留守人员中缺乏供水运行

管理专业技术人才,现代化管理模式还未广泛应用；(6)由

于农村饮水与灌溉用水未分离,水管私拉乱接现象较严重,

部分农户平时使用灌溉用水,只有冬季枯水季节才使用自

来水。 

2 基于以上几种现象,建议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采

取全过程管理模式,具体方案建议如下： 

2.1 采取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原则,加快推进城乡供水

一体化改革 

主要措施为： 

(1)在项目谋划之初就成立工程领导小组,谋划项目的

实施单位、融资主体及运行管理单位,组建项目法人,明晰各

单位及个人的职责职权,分工协作,制定项目管理、财务制

度、水源保护、档案管理、运行管理等相关制度；(2)明确

融资主体,积极争取各级资金补助,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引

导作用,多渠道进行资金筹集,对贫困地区运行管理困难的

项目建议政府适当予以补助,同时明晰工程产权、管理权；

(3)充分发挥运行管理单位、用水户协会在前期、施工、运

行中的重要作用,征求用水户意见,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差异

化的供水服务,激励用水户日常的运行维护,确保工程发挥



水电水利 
第 3 卷◆第 4 期◆版本 1.0◆2019 年 4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7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大效益。(4)用水户协会制定水源地保护、供水设施维护

等相关村规民约,督促群众遵守,确保饮水安全项目的顺利

实施。 

2.2 做好项目的前期工作 

(1)做好饮水安全的现状调查、需求分析、水源勘察等

相关工作,此项为后续开展工作的基础,应做好相关资料的

复核；(2)做好与城市总体规划、水利发展等相关规划的衔

接,充分征求民意,避免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象；(3)严格执

行项目立项审批、用地等相关手续；(4)在初步设计阶段,

要对方案的合理性,充分考虑水价、运行对项目的影响,优先

选择可靠的供水水源和集中连片的自流的供水方式,推行用

水户集中连片管理及多个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联合综合的运

行模式,优先选择经久耐用合格的管材设备,以减少运行管

理成本。(5)方案建议征求管理单位的意见,方案应多进行比

选,并做好国民经济评价分析及后评价分析；(6)设计中建议

多考虑现代化管理措施,自动化供水设备,以提升现代化管

理水平；(7)适当考虑灌溉等用水需求,缓解供水矛盾,同时

也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引起的浪费。 

2.3 重视水源选择,保障供水安全 

优先选择有保障的骨干水源工程作为水源,骨干水源工

程与饮水安全工程未同步建设的,建议工程分期实施,统筹

推进,不可急于求成,造成对闲置资源的浪费,同时加大对水

源的保护,增加水源保护措施的投入,从源头做起,减少对水

源的污染,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村群众对水源的保护意识。

同时,建议地方各级政府部门通力协作,处理水源纠纷,采取

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方式,为饮水安全工程提供水源保障。 

2.4 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合同制、监理制,严格按

照程序组织竣工验收,做好工程及档案、移交相关工作 

及时协调实施过程中的矛盾,做好建设与运行管理的有

效衔接,由于管道工程的隐蔽性,建议运行单位参与过程,与

实施单位共同并做好相关管线标记、验收合格后做好竣工图

移交、计量及过路设施等薄弱环节的维护等相关工作,加快

推进饮水安全工程项目投入运营。 

2.5 采取现代化管理方式,确保工程良性运行 

采取措施主要有： 

(1)充分利用自动化技术对水泵、水处理、消毒等设备

进行控制,减少运营成本；(2)推出适宜的水费收费方式,如

计量收费、保底收费等,调控水量；(3)探索保底水价、阶梯

水价等水价调控,倡导节约用水,保持供水工程的良性运行；

(4)对水源实行有序的管理开发,增加水源附加值,避免浪费

水资源及低效的工程措施；(5)加强对运行管理人员专业技

术的培训管理,提升管理人员素质。(6)做好项目运行管理台

账记录、水质监测等相关工作。 

3 结束语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一项影响面广、涉及单位众多的民

生工程,只有做好项目从水源到设施到用户,从资金到建设

到运行的全过程管理,才能让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顺利实施及

良性运行,让生命之水、健康之水更好的服务农民群众,让群

众无饮水的后顾之忧,以更好的发展产业脱贫攻坚奔小康。

以上几点为我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几点经验论述,为各位

提供参考,如有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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