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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标准化建设提升农村牧区供水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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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四五”期间，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加强加快农村牧区供水的标准化建设，将提升农村牧区供水保障水平作为

当前水利工程建设的工作重点内容，力求通过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工程建设，建立常态化的动态监测及长效运行机制，进一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本篇文章将以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工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农村牧区供水特征及现阶段农村牧区饮

水现状，重点探究农村牧区供水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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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and accelerate th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of water supply in rural and pastoral areas. Improving the level of water supply 

guarantee in rural and pastoral areas will be the focus of current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supply guarantee projects in rural and pastoral areas, a normalized dynamic monitoring and long-term operation mechanism 

will be established to further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article will take the water supply 

guarantee project in rural and pastoral area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supply in rural and pastoral 

area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rinking water in rural and pastoral areas, and focus on exploring the measures for water supply 

guarantee in rural and pasto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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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工程作为保民生、得民心、稳增长

的惠民工程，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需持续推进农村牧区供水保证工作，力求思想认识

到位，供水状况排查摸底透彻，并加强动态监测工作，逐

步加强对农村牧区供水工程的改造设计，建立长效的管护

机制，为后期的运行保障提供坚实基础。 

1 农村牧区供水特征 

我国农村牧区主要集中于内蒙古自治区域，由于北方

城市降水量较少，导致牧区内的水资源匮乏，牧民使用的

生活用水主要来自地下水，且存在着较大的饮水安全问题。

现将农村牧区供水特征总结如下：（1）供水规模小且分散。

内蒙古地区的农村牧区人民常年保持着逐草而居的居住

特点，进而造成牧区人口居住位置较为分散，且居住地域

相隔较远，进而造成了供水工程规模小，供水点零星分布

的特点。（2）用水时间较为集中。内蒙古牧区地广人稀的

地理特征，供水保障工程难以维持 24 小时的供水工作，

因而多采用间断式供水模式，或设置集中供应点，满足牧

民的饮水需求。（3）社会效益远超经济效益。现阶段农村

牧区的供水工程虽未实现长期集中供水，且存在供水成本

大、用水紧张的情况，但其已经在社会效益和民生建设方

面显现出巨大的成效。 

以呼伦贝尔市为例，其气候分布类型为季风气候区与

大陆气候区，结合历年的年降水量类型可发现该区域属于

半湿润性气候和半干旱性气候，以大兴安岭为分界线，岭

东和岭西的年降水量差异较大，其中岭西区域的年降水量

为 300～500mm，继而造成呼伦贝尔市较为不平均的水资

源分布状况。因此，为满足农村牧区生活及生产活动的用水

需求，保证牧区供水率，解决农村牧区用水难的问题，需加

强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工程建设，统筹兼顾供水的安全性，合

理地利用当地的地表水资源，制定长效发展的农村牧区供水

机制。力求以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证率达标为基

本出发点，紧盯重点工程、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确保农村

牧区供水保障不出现整村、连片规模性饮水安全问题。加快

推进农村牧区集中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保证在 2025年底，

让全市农村牧区千吨万人供水工程全面实现标准化管理，

2027年底千人供水工程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并在 2030年底

前，实现农村牧区集中供水工程的全面标准化建设。 

2 农村牧区供水现状 

农村牧区的供水保障工作作为脱贫攻坚的重点内容，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S277.7&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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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已经在内蒙古自治区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使得

农牧民的用水需求得到满足。然而仍存在相关问题，亟待

解题。第一，受农牧民居住特征限制，使得农村牧区供水

工程呈现散装分布状态，个别供水工程设施落后，仍旧使

用水桶提水的模式，继续提升供水保障水平。第二，由于

农牧民多采用流动放牧的生活生产模式，导致现有建设的

供水点出现数量不足的局面。第三，农村牧区的供水工程

建设中，由于部分地理位置偏僻的牧区，恶劣的气候条件

会影响供水工程的建设，导致供水工程建设标准低于标准

值，呈现设备简单、使用寿命短的现象。第四，在全面加

强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建设过程中，部分地区仍旧缺乏针对

性的安全质量标准，无法在实际供水工程建设中建立较为

规范化的净水体系，存在着部分区域饮用水不达标的情况。

第五，结合实际走访可发现，内蒙古最早一批的农村牧区

供水工程已经运行了较长的年限，部分区域已经逐渐出现

管网设施老化的情况，跑冒滴漏的情况严重，因此需积极

地加强农村牧区供水工程建设，进一步提高自治区农村牧

区供水保障水平。 

3 农村牧区供水保障标准化建设举措 

3.1 建立长效运行机制 

加强农村牧区供水保障，需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落实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安排部署，按

照“建得成、管得好、长受益”总体要求，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聚焦农村牧区供水保障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坚决

守住农村饮水安全底线，建立健全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工程

运行管护长效机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提供坚实的供水保障。机制建立过程中，首先，要落

实供水责任主体，促使各旗市区政府为农村牧区供水保障

负责，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多渠道筹集资金，开

展农村牧区供水工程建设与运营，逐步完善农村牧区供水

市场体系。其次，采取分类指导的举措，结合地区实际情

况，合理选择供水方式和运营管理模式，积极推进专业化

管理，健全完善农村牧区供水管水员队伍，积极推进农村

供水信息化建设，提升服务智慧化水平。最后，要注重建

管并重，完善管理机制，压实水利工程的管理责任，进而

保证供水的水源质量及工程建设质量。 

3.2 建立常态化动态监测 

在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建设中，应当建立常态化的动态

监测机制，对于牧区中常规性的问题开展常态化的排查，

并对关键时段或突发性的灾害进行重点排查，做到对农村

牧区供水的实时监测。其中结合不同农村牧区的供水工程

情况及运行管理模式，需统筹安排好以下动态监测内容：

一是以水源水量不稳定、季节性缺水为代表的水量不足的

资源性缺水问题。二是以管网老化、冻害、机电设备老旧

为代表的供水不正常的工程性缺水问题。三是以制度缺失、

管水员缺位为代表的运行不正常的制度性缺水问题。四是

以干旱、洪涝、地质灾害为代表的水源干涸、工程毁坏的

不可抗力性缺水问题。五是以私挖私建、乱搭乱建为代表

的构筑物和设备毁坏、管道破损的人为性缺水问题。六是

以水厂水处理设备管理薄弱，运行不规范，消毒设备安装、

使用率低，水源地污染等导致的供水水质不达标的问题。

七是其他突发性、个别性不可预见的饮水安全问题。 

可按照农村牧区责任制的管理模式，逐级建立供水保

障动态监测体系，可将旗市区级人民政府作为动态监测责

任主体，主要用于组织和防控饮水安全风险，落实供水建

设保障资金等任务；下设辖区供水保障动态监测责任主体，

设立村级管水员，做好本地区的饮水安全风险隐患常态化

排查，并建立工作台账，及时地上报出现的各类饮水安全

隐患问题，便于第一时间开展问题整改；而旗市区级水利

部门则要加强对农村牧区的饮水安全的监管与技术指导，

保证区域的正常供水；各下属供水单位亦要对牧区内的供

水工程形成日常化的排查，将基层的供水工程巡查、运行

管理、水费计收和维修养护等工作作为重点，及时发现并

逐级上报饮水安全隐患问题。 

3.3 建立健全快速响应制度 

针对农村牧区的供水保障工作，乡村两级干部要充分

发挥自身的职能，紧盯重点人员，加强对牧区饮水安全的

常态化排查，进而主动发现其中的隐患。其中还要关注农

牧民群众反映的供水问题，安排专门人员进行反馈问题核

实排查，可执行排查“137”制度、解决“173”制度、5

天回访制度。 

排查“137”制度是指供水单位要在 1 日之内落实排

查县乡三级反馈及群众反映的问题，并开展首问负责制；

针对反映的问题，运行管理单位要在 3 日内组织人员进行

核实研究，并确定核查办理意见，若核实后发现反映问题

不符合政策，可对群众进行说服劝导，针对情况较为复杂

的问题，需及时移交上报旗市区水利局；旗市区水利局要

针对上报的相关问题，在 7 日内确定解决方案，并确立问

题责任人及解决措施，规定完成时限，借助工作台账对问

题进行动态整改管理，及时有效的解决基层的供水问题。 

解决“173”制度是指针对农村牧区的供水问题，落

实解决要按照一般性问题当日解决；较为复杂问题要保证

7 日内解决；而重大问题或需要进行供水工程建设方能解

决的复杂问题，亦需在 3 个月内落实解决。对于供水问题

需要延长解决时限的，相关部门需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和

解决时间节点，便于上级部门和基层群众进行跟踪了解，

保证不落下任何问题。 

5 天回访制度则要求相关水利行政部门要针对已经

落实解决和整改销号的供水问题，在 5 日内对反映问题的

群众进行回访，可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调查群众

对供水问题解决的满意度，并做好相关的回访记录。其中

对于未达到群众满意度的问题，需上报记录，力求对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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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式进行整改完善，并做好后续的跟踪落实工作，切实

保障群众对供水问题解决方案满意度，得到群众对供水问题

的理解，进而有效地提升农村牧区农牧民用水的幸福感。 

3.4 完善供水工程管护机制 

针对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工作，需以县域为单元，探索

推进农村供水工程统一监管的办法，提升运行管理和技术

服务能力。在完善供水工程管护机制过程中，需优先明晰

工程产权，明确并落实工程管护责任主体。结合地区千吨

万人供水工程的企业化经营模式、专业化管理模式、信息

化监管模式的建立，小型供水工程亦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经营权承包、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寻求到专业化

的管护，实现进一步提升管理服务水平的目的。另外，在

供水工程管护中，还要配合建立农村供水保障应急机制，

一旦发生一般性饮水安全事件，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供水。

其中乡镇主要领导要以供水保障第一责任人的身份，有针

对性地制定本级农村牧区供水应急预案，严格落实供水安

全保障责任。在具体的应急供水工作开展过程中，主要工

作内容有：明确应急处置措施；组织专业维修队伍；做好

物资储备，保障群众生活正常用水需求；工程未完全修复

前，可采取临时应急拉水送水等措施，确保群众正常生活

饮水安全。对于较为重大或规模性饮水安全事件，乡镇政

府需第一时间上报至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予以会商解决。 

3.5 建立农村牧区水质保障机制 

水质是决定着农村牧区供水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

需建立农村牧区供水水质保障机制。组织开展全区农村牧

区供水水质提升三年专项行动，健全水质监测动态管理机

制，需保证卫健、水利、生态环境等部门对地区水质状况

的了解程度，实现监测数据共享，可根据地区的水质情况，

集中采购和完善配套的供水工程净化消毒设施设备、水处

理设备，加强对农村牧区供水的净化消毒工作，切实保障

水处理设施设备的运管正常，此举可动态消除牧区供水保

障中的水质不安全问题，全面提升农村牧区供水水质保障

能力。为保证供水水质的质量，可设立农村供水管水员的

职位，相关聘用原则可按照“确有必要、按需配备、人事

相宜”制定。现阶段自治区内部分地区的管水员采用公益

岗位进行聘用安排，需对相关管水员进行相应的牧区供水

管理培训，并明确农村牧区供水管水员的岗位职责，确保

管水员可以在岗位上履职尽责。针对部分存在工作态度问

题、渎职问题等的管水员，要及时地进行岗位淘汰，重新

任用和选拔能够尽职尽责的人员，要保障管水员的岗位工

作补贴待遇，使其切实发挥农村供水管水员作用。 

3.6 完善农村牧区水价形成机制 

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工作，是落实自治区农村牧区脱贫

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因此农村牧区水价制定需充分考虑

到农牧民的承受能力，合理地制定牧区集中供水价格。现

阶段自治区开展的千吨万人工程供水价格主要依靠政府

定价，而其余牧区的集中供水工程则可根据政府定价或政

府指导价，建立水价形成机制，相关供水单位、村委会、

用水户可通过“一事一议”等形式对供水价格进行协商确

定。有条件的地区可进一步强化用水户计量设施的安装，

建立信息化的智能水费收缴模式，为农牧民提供更加便利

化的自主缴费模式，不仅可以提升水费收缴效率，还能实

现供水工程的现代化建设。水费收缴资金可作为供水工程

的维修养护费用，水利部门还要积极争取各级财政资金，

为工程维修养护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其中对于不执行水

费收缴的区域，工程维修养护需自行解决。另外，针对农

村牧区的供水保障，各乡村政府要加强对牧区供水政策的宣

讲，并加强饮水安全知识的宣传，全面建立农牧民的有偿用

水意识，并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确保农村牧区供水保障能

够在良好的社会舆论发展氛围中，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村牧区的饮水安全问题关系到民生及乡

村振兴战略，因此，需加快推进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工程标

准化建设，建立健全供水保障常态化动态监测及长效运行

机制，切实提升农村牧区供水保障水平，开展持续性的农

村饮水安全保障工作，建立常态化的工程管护，方能进一

步地得到农村牧区群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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