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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饮水安全关乎广大农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之一。近年来,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指导各地兴建了一大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显著改善了农村

群众饮用水条件,但也有些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能力较为薄弱,未建立工程长效管理机制。积

极探索管理模式,建立健全 “建得成、用得起、管得好、长受益”的长效机制是饮水安全工程良性运

行和农村群众长期受益的重要措施。本文通过分析延安市宝塔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现状及运行管理措

施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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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宝塔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现状 

延安市宝塔区辖12镇1乡,5个城市

街道办事处, 50个城乡社区,320个行

政村676个自然村及小组,全区农村户

籍人数75744户244710人。农村饮水安

全是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的重

要指标之一,宝塔区围绕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这一中心任务,统一部署安排,多

措并举,根据各乡镇、村组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极大的改善了农村饮水状况,

提高了供水保证率和水质,达到了饮用

水标准。 

目前宝塔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575

处 ,其中,507处集中式、68处分散

式,2020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96.5%。 

2 农村安全饮用水工程运行管

理存在的问题 

2.1水源水量不足 

宝塔区农村饮用水多以泉水、井水

为水源。由于水量受降水量的影响,在7 

月、8月、9月三个月雨季,来水量可以满

足用水需求,遇到干旱季节,容易出现季

节性缺水问题。 

宝塔区临镇镇,距离市区远,多数村

庄位于塬区,海拔高,地表水缺乏,地下

水埋藏较深。饮用水需到塬下沟道内浅

层水,取水距离远,且水源来水量不充

足。如庙塬、崾岘两村,村民饮水十分困

难,依靠储存雨水来补给日常生活用水。 

2.2水源污染形势严峻 

近年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

取得了典范性的进步,但是快速发展所

留下的后遗症正在慢慢发作,畜牧养殖

产生的大量动物粪便,在等不到科学在

利用的情况下被随意丢弃；农作物乱放

或燃烧；过量或不合理使用化肥或农药；

工厂废弃物在没有被净化处理便被排出,

例如宝塔区油气资源丰富,辖区内分布

着大量的油井,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产

生的的废气、废水等；这些不良行为都

在一定程度上对地表水以及地下水造成

了污染。 

2.3管理队伍不健全 

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主要是由村

组负责管理,由于目前管理体制不到位,

管理人员队伍不健全,导致有时不能及

时发现、解决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管

理人员业务技能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建成后,大多由村组自行管理为主,由于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外出打工,工程

管理人员大多为年龄偏大、文化水平较

低的中老年人,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业务

素质和管理能力较低,不能适应工程日

常维护和管理的要求,出现问题得不到

及时、有效的解决,很多工程带病运行,

缩短了工程使用年限。二是管理人员责

任心不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人员

大多为村干部代管,有村上事务、有农活,

管理不够细心,水泵一开,下地干活,不

看不管,如遇紧急情况,不能及时处理。

三是管理人员工资到不到保障。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大多数村组无多余经费,管

理人员工资得不到保障,“不愿意管”情

况比较普遍。 

2.4管理机制不健全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相对分散,供水

面积大,工程建后管理不到位,导致用水

保证率低。许多村民反映夏季水不够用,

经过调查是因为一些村民图方便用饮用

水浇了自家门口的菜地,致使饮用水得

不到保障；多数村民水资源、水商品意

识淡薄,认为自己村里的水就应该无偿

使用,喝“福利水”“大锅水”思想严重,

多数村组未制定具体水价及收缴办法,

导致水费收缴不理想；工程运行管理责

任不明确、管理制度不健全,用水户根据

自身需求随意开挖水源、私自接并管网,

导致水源漏水、管网破损,甚至过早报废

都,究其原因都是以为没有建立有效的

管理机制。 

2.5日常维护不到位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日常维护是工

程长久发挥效益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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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工程运行管理中的主要内容。工程

建成交付使用后,村民很少对设施定期

维护。水源池、蓄水池、水塔多年未进

行清理。致使水质不能达到饮用标准。

宝塔区以往水质检测中,从单项监测指

标来看不合格项目主要为：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大肠埃希

氏菌。 

“等、靠、要”思想严重,如青化砭

镇张坪村,村民反映该村近几年水源来

水量逐年变小,今年几乎断流。水利技术

人员到场挖开水源,发现水源池周围的

树木根系通过岩石缝隙,进入水源池后

顺着水流进入输水管道,完全堵住了管

道,致使工程不能运行。 

2.6维修经费不足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一项准公益

性工程,维修养护资金来源应包括政府

资金补贴和水费提取两部分。由于各地

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加之相关政策法规

制定比较滞后,大部分地区政府补贴资

金都无法真正落实。因此水费收缴的好

坏直接影响工程日常运行管理及维护

的效果。水费收缴不利,一方面,由于农

村收入水平低,水价承受能力有限,因

此,水价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其次,

人们还没有“水是能源,水是商品”的

意识,交纳水费积极性差。同时,在调研

中发现,一些人为了当选村长,在竞选

时承诺不收水费,这种“福利水”观念

也严重阻碍了水费的收缴工作。第三,

随着农村进城务工人数的逐年上升,农

村的常住人口数量与工程设计供水人

数的差距逐年加大,而水费收缴只能按

照常住人口进行收取,因此,实际水费

收缴量与设计水费收缴量存在差距。维

修经费得不到保障,当供水设备出现问

题需要维护或更换时,没有资金购买更

换设备,造成停供水现象。 

3 宝塔区农村安全饮用水工程

应对措施 

3.1调蓄补给解决水量不足 

根据各村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

社会发展状况,要区别对待,既要考虑可

行性,又要兼顾今后长远发展的需要。对

于严重缺水地区,一方面对临近村庄实

行多村联网,统一调配,相互补给。另一

方面,增建调蓄工程,如蓄水池、集雨窖

增加补给。 

3.2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

保护 

农村饮用水的安全关系着群众的身

体健康切身利益,因此加强对取水水源

点的安全管理工作,一是要加大对企业

的管理,通过对企业的监督和引导,鼓励

企业循环利用,对违法排污企业依法严

厉打击。二是农村种植产业中推广科学

施肥,优化种植养殖技术,提倡天然肥力

的合理利用。建立承台养殖场,利用沼气

发酵等方式合理处理禽畜排泄物。防止

水源污染,确保饮用水源水质良好、以保

障饮水安全。 

3.3加强管理人员专业知识的培养 

要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后的管

理,还需要全面落实人才的培养,避免因

为人才缺乏的问题导致工程的建设与管

理受到影响。一方面对农村饮水安全从

业人员、用水户进行继续教育和培训,

强化技术人员的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

提高工作水平。对水管人员集中培训学

习相关知识。重点学习设备的维护、维

修知识。另一方面要积极培养年轻的技

术人员,逐渐改善技术人员老龄化的情

况,整体提升技术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另

外,还可以实行饮水安全从业人员持证

上岗制度,保障运行管护的工作质量。落

实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人员的工资报

酬,只有落实了人员、按时支付了工资,

才能保证工程的正常运行。 

3.4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 

(1)针对农村供水工程“重建轻管”

成立乡镇水利工程工作管理站,配备站

长和水利员,制定相应的工作制度和管

理办法,明确责任人的工作职责,使饮水

设施管护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基本形成

了“区有中心、乡(镇)有站、村村都有

水管员”的工程运行管理体制。在制定

本乡镇饮水设施运行管理制度的基础上,

要求所辖村组也根据各自实际情况,通

过召开村民大会、村两委会等形式,讨论

制定相应的管水制度。 

(2)建立健全农村供水合理水价机

制,落实主体责任,规范水价制定流程,

明确测算标准和有关要求,指导规范开

展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价管理工作。提

高水费使用管理公开力度,发动基层党

员干部率先垂范,执行欠费停水制度。农

村供水管理单位负责向用水户提供符合

水质、水量要求的供水服务,保障正常供

水,做好工程运行管理、水质检测、水费

计收和维修养护工作；千人以上供水单

位要明确责任人、供水服务电话和标志

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价核定、水费计

收的具体要求,管理单位要设立“水价、

水费”公示栏,逐步推行计量收费,制定

合理的用水制度,提倡阶梯水费,抑制不

合理用水,这样有利于鼓励用水户节约

用水,减少资源浪费。 

宝塔区各乡镇根据实际制定《农村

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工作方案》,在507个

村组全面推行竞价承包供水工程的管理

方式,落实水费收缴政策,建立以水养水

机制。截至目前,全区收费处数502处,

占总处数的99%,水费收缴率达90%以上,

累计收缴水费167.08万元,有效缓解了

今年水质检验、管理人员工程待遇和小

型维修费用紧张的状况。 

(3)深化“量化赋权”,落实“三个

责任”。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需明晰产权,

并逐步落实运行管理主体和运行管理措

施。农村饮水安全实行"省负总责、市县

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为确保责任落实到

位,要全面落实农村饮水安全管理地方

人民政府的主体责任、水行政主管等部

门的行业监管责任、供水单位的运行管

理责任。 

宝塔区针对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

方面的弱项,严格落实农村饮水安全管

理“三个责任”,将管护主体责任压实至

乡镇、延伸到村组；并出台了《延安市

宝塔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办

法》明确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产权、

运行方式和管护责任及农村供水工程水

源管理、供水单位的职责和服务要求等；

完善了区、乡、村三级应急预案,落实了

一支区级应急维修服务队,设立了一部

区级监督电话,入户张贴了6万余份《明

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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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加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

护资金落实力度 

在加大收费收缴力度的基础上,宝

塔区出台了《延安市宝塔区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维修养护基金管理办法》,明确了

维修养护基金来源,一是区级财政补贴,

区级财政补贴资金按我区农户每人每年

5元计算,纳入区财政预算；二是水费中

提留,按收取水费的5%计提。区级财政补

贴资金按我区农户每人每年不少于5元

计算,纳入区财政预算,由区财政局按年

度转存,农户人口数以公安局提供的数

据为准；水费中提留的维修养护基金,

按收取水费的5%确定,用水单价执行区

经发局制定的最新农村供水工程供水

价格或指导价格。维修养护基金实行专

款、专账、专用,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的维修、养护。基金遵循“取之于工

程、用之于工程”的原则。为激励村民

自觉交纳收费,对于不收水费的农村供

水工程,原则上不予安排各级财政维修

养护资金。 

3.6加强宣传 

通过大众媒体、有关部门及一些科

普读物,开展全面性的宣传工作,向农村

用水户传播饮用安全水的重要性,饮用

安全水知识,灌输节约用水意识,培养有

偿用水意识等宣传内容,强化农村群众

以及社会人士对农村饮水安全的重视度,

呼吁他们参与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中来,营造饮水安全长效机制的氛围。 

宝塔区水务局加大宣传力度,利用

“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集中宣传,

发放各种宣传资料多份,书写悬挂固定

标语,为管护责任的落实营造了良好的

舆论氛围。同时通过报刊、电视、宣传

栏等新闻媒介,向大众开展饮用水安

全知识及水污染危害知识宣传。定期

开展水环境应急监测、应急处置人员

培训,提高环境应急队伍应急能力。定

期组织水源地环境事件应急综合演练,

提高事件预警、应急响应的组织指挥、

部门协调、现场控制、紧急救援的应

对能力。 

3.7积极探索更加有效的管理办法 

为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管理,

要不断学习先进经验,探索新的管理理

念,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总

之,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后管理的总

体要求是：以保障农民群众的饮水安全

为目标,以提供优质供水服务为宗旨。建

立起产权归属明确、管理体系完善的管

理体系,确保农村安全饮水工程长期发

挥效益。 

4 结束语 

农村饮水安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我们应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观,在调

查了解的基础上,从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出发。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积极加

强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的行业指导

和技术培训。同时,通过组织乡镇水利站

人员深入农村,通过广播电视、发放宣传

资料、举办黑板报等多种形式加强宣传。

使水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通

过合理的管理使用,使农民早日脱贫致

富,这对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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