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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管理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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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素有“农业大国”、“人口大国”之称，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农业人口占据全国总人口的 75%，在新时期农业中迎

来新发展，取得更高成就，但就目前来看，饮水安全工程的科学性仍然是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文中以某县的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为例，从工程规模、水质以及供水设施管理三个角度分析建设管理问题并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同时为实现山区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的长效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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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known as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and "a large population country". According to relevant data, th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ccounts for 75%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country, ushering in new development and making higher 

achievements in agriculture in the new era. However, at present, the scientificity of drinking water safety engineering is still a major 

problem to be solved urgently. Taking the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of a coun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roblems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project scale, water quality and water supply facility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solu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 in mountainous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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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致力于打造城乡

一体化建设，但从饮水安全工程方面来看存在明显差距，

尤其在水质检测和供水工程管理方面。在工程运行管理上，

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管理效率普遍低于城市水平，加

之山区地区人口居住分散，其条件只能适用于分散供水，

因此规模普遍较小，还存在水资源集中净化方面的问题。

为了尽早解决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问题，需要结合当

地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策略，以实现长效发展。 

1 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类型 

我国地域辽阔且特色鲜明，山区农村区域受地域环境

的影响使得整体居住现状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

因此针对不同区域农村的饮水安全工程也分为不同种类，

包括集中供水和分散供水两种。其一，集中供水主要针对

一些地域广阔、人口居住密集且邻近城市的农村，采用城

乡供水结合的方式进行供水，同时也适用于村庄集中的情

况，能够对某一区域的全部村庄实施集体供水，降低管理

难度。其二，分散供水主要针对一些人口少的村庄，为降

低施工成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散供水，铺设管道来

维持小范围的居民使用，其缺点在于水源缺乏保护和专业

净化消毒工艺检测，难以确保饮用水质量。 

2 我国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受到社会经济和地理条件等多样化因素的影响，我国

部分农村地区的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上情况存在

一定的问题，部分设施无法满足新时期的长效发展需求，

以某县为例，100 人以上集中式供水工程 284 处，受益人

口约 12 万人，所覆盖的乡镇 11 个，90%以上集中供水工

程。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  某县 284处饮水安全工程实况 

供水人口 工程数量 有净化方式 有消毒设备 

100人以上 200 人以下 56 0 25 

200人以上千人以下 217 0 217 

千人以上万人以下 10 0 10 

万人以上 1 1 1 

2.1 工程建设规模小且多，难以保证效率 

根据资料内容能够反映出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

概况，从工程规模的角度来看，目前集中供水的普及人口

数量有了很大提升。经调查现实，在相关政策和经济优惠

的支持下，通过“十二五”、“十三五”国家实施农村饮水

安全和其他项目资金建设，该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已经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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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覆盖了总农村人口的 85 %以上，但仍然存在小微工程

比重大、过于分散的缺陷。小微工程还有部分为农民自建

工程，往往存在管理资金不足、管理运行不规范以及入户

管网铺设不规范的情况，使得相关制水工艺不完备，直接

影响了供水效率和质量，设备报废率和维修率均比较高，

难以实现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的长效发展。 

2.2 水源易污染，水质问题有待提高 

水源质量是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与管理中的

重点问题，务必关注人们身体健康安全，加强监管效率。

从水源污染因素角度入手，可以发现存在三种因素，第一，

水源地的污染情况，从自然地质结构与人文地质方面展开

思考，存在矿物质超标的情况，导致水源地受污染，加之

部分山区还存在农牧业生产会产生化学药剂、畜牧业、生

活用水污染等情况，进一步加剧了水源地污染，这是影响

饮水安全工程质量的重点因素。第二，水源保护区问题，

部分农村地区在水源地管理方面存在保护意识不强，群众

参与度不高的情况，一些水源保护区的管理权限和职责不

明晰，导致地区监管和水质检测能力下降，导致保护不力。

第三，水源地保护执行困难。虽然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已

经落实水源保护地的相关政策，但由于其规模小且分散，

增加了执行难度，长此以往水源情况有逐渐恶化的可能。 

2.3 供水设施简单，工程管理不善 

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新时期国家建设的重点部

分，是我国城乡发展的主要象征之一，在实施过程中所用

资金主要以受益人口数量来进行补助的，但是由于一些山

区人口往往居住分散，因此，一些贫困且人口稀少地区的

工程建设往往存在资金不足的情况。造成的直接现象就是

分散式供水工程较多，且规模相对较小。在这种情况下，

供水净化设备也相对简单，无法形成规模化和规范化管理。

加上缺乏管护资金，水费收取难使得管理资金不足，在山

区农村一些小型集中供水和分散式供水工程的建后管理

存在人员管理水平低，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加上由于村

民不习惯消毒剂的气味，不愿意饮用经过消毒的水，导致

部分消毒器建而不用现象时有发生。由于管理的不善，再

加上设备陈旧，管路长，管网老化，缺乏定期维护与修整

等问题，导致工程效率低下。此外，部分分散式农村饮水

工程是由个人或者联户兴办的，存在建设标准低，自来水

管网使用的管材质量差，引水管路长等问题，且净化消毒

设施不完善，无法确保水质安全。农村饮水工程的建设和

管理极为困难，有人用、无人管，收费难、管理难、投入

难，工程老化破损年久失修严重，工程设施不能充分发挥

效益
[1]
。 

3 建设长效发展的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策略

分析 

3.1 面向区域集中化、规模化发展 

经调查显示，我国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在早期的经

营模式普遍以单村供水或分散供水为主，在这类情况下，

管理存在很多问题，且无法保障水质，长效发展目标落实

困难。因此，在建设与管理过程中应当追求集中化、规模

化监管，降低分散率实现集中管理。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当供水规模在 1 万人口以下时，投资回报率无法抵扣投资

成本，有损经济效益，因此在今后的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中应当积极引进新技术，坚持集中、网络化管理，从而

扩大供水和管理规模，实现长效发展。按照城乡供水一体

化的发展方向，鼓励通过依托县城公共供水企业和区域性

规模化供水企业或者单独组建等方式，成立县级或区域供

水公司（集团），承担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统一经营管理工

作，实行企业化、专业化、规范化管理。对于小型集中供

水工程，可按乡（镇）组建管理公司或实行农民用水户协

会管理，也可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创新中小型供水工程运

营管理模式，探索将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以及分散式工程

整体打包，委托规模较大的水厂代管，保障专业化维修养

护。实现管理维护专业化，突破以往单一化、分散化的缺

陷，提升供水网络安全与科学性，实现长效管理。 

3.2 合理配置资源保证优质水源 

水源质量是饮水安全工程质量的根本性决定因素，因

此在建设与管理过程中需要加强对水资源质量的控制，同

时减小城乡水源质量差距。从水源地保护方面需要加强区

域保护，降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水质造成的影响。在

水资源分配方面需要打破过于分散的局面，突破行政区划

界限，实现远程调水与蓄水，从而提升水源利用率降低成

本管理。针对水源保护，还可以从制度方面为切入点，如

详细划分水源保护区，积极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指导农民

合理施用化肥、农药，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积极

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形成约束力，实

现自上而下的监管，提升水源质量。 

对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水资源监测主要从污染

源头和人们意识两个角度进行优化，首先是污染源头，根

据水源保护地情况来看，可以利用生态农业技术来降低农

业与畜牧业污染所造成的影响，控制污水排放，间接提升

水源质量。从人们意识角度来看，在山区农村生活的部分

群体受经济条件、用水意识等影响用水不愿缴费，对于国

家所倡导的饮水安全工程建设重视程度不高，导致农村安

全饮水工程水费收取难，因此所收取的水费与供水工程成

本之间并不协调，使饮水工程无法正常运行。针对这种情

况则需要加强宣传力度，从思想意识方面加强宣传，提高

农民群众水的商品意识，融入现代社会理念，为工程的长

远发展打下基础。 

3.3 加大资金投入，以局部带动整体发展 

资金问题是影响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与管理

的因素之一，资金的充足关乎到建设的规模和后续管理的

有效性。从过去十几年中，我国农村饮水供水相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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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系统分离，这种模式虽然能够很好的满足山区农村

居民的用水需求，但水量和水质方面无法得到基本保障。

因此，相关地区在开展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时务必注意区域

差异，尤其针对一些贫困且人口较少的地区，应当逐渐缩

短城乡差距，贯彻协调发展理念、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统

筹区域供水总体布局，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实现城乡供

水服务均等化。例如在建设过程中，可以将覆盖范围详细

划分为县、乡、村、组等，并根据具体的人口数量来落实

“一县一网”、“一乡一网”、“一村一网”、“一组一网”的

集中化、规模化工程，以局部带动整体实现长效发展，打

造农村供水新格局
[2]
。 

4 实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发展的其他建议 

4.1 完善规章制度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实施以来，我国大部分山区农村地

区均被列入工程投资范畴内，如何加强管理提升资源和资

金的利用率成为现阶段需要讨论的重点问题，需要建立健

全的管理制度来实现长效管理。管理过程需要做到结合实

际，根据工程规模和分散性特点，应当在每个工程或村庄

配备专门的饮水工程检查、维护人员，并倡导村民积极配

合管理工作，一旦发现饮水安全问题及时向管理者汇报，

管理维修人员需要及时到场，查找问题成因并及时维修，

有效提升管理质量。为了进一步提升村民的信任感和满意

度，可以通过加强监管的方式，对饮水安全工程建立专户

专账制度，确保工程账目的公开透明度。 

在饮水安全工程服务中，应当在显眼位置设置提示牌，

其中包括故障维修电话以及相关负责人，实现山区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管理与服务职能发挥最大效益，提升村民体验感。 

4.2 优化饮水工程 

山区农村地质条件相比于普通区域来说更加复杂，且

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为确保饮水安全工程实现长效发

展，应当优化建设方案，做好前期准备、中期管理以及后

期维护，实现全过程监管。在前期准备阶段需要专业人员

对进行详细的地质勘察，了解水源地质量与周围农业、工

业发展情况，结合实际落实中期管理。为提升饮水安全工

程的实用性，需要从全局角度出发，实现全过程针对性监

管，如净水设备、输配水管网等，实现多元化管理，并做

到因地制宜。净水设备选择需要结合当地水源情况进行综

合分析，输配水管网设计原则侧重点在于实现集中管理，

做好细致规划降低施工成本，提升管理效率。此外，行政

主管部门还应当明确自身职责，将用水安全视为工程建设

的首要原则，加强对水源保护地的水质检测和净化，以免

影响村民的身体健康。在设计安全方案时可以参考“分级

供水”、“混合供水”的理念，根据当地的旱季和雨季来实

施针对性供水计划，可建设蓄水池系统来实现存水，有效

应用汛期水，提升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在存储过程中为防

止水体污染还可以借助专门净水设备提升水源质量。由于

山区农村地域环境的限制，集中供水存在长距离、高落差

的因素，长期运营会导致管道损坏，甚至爆管，因此可以

将减压节制阀应用在分级供水系统中，设置一级、二级蓄

水池，实现划区域分片供水
[3]
。 

4.3 适当调整水价 

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资金除了根据区域人

口所计算的补助外，还包括当地用水人群所缴纳的水价，

若价格过低且缴纳人数较少，则无法抵扣满足饮水安全工

程施工和管理成本，同时日后的维修与管理工序也是一大

难题。反之，若需要缴纳的水费价格较高，而用水群体大

部分为留在农村的老年人，他们难以承担其价格。如此一

来，工程建设的初衷也失去了其本质价值，无法实现提升

农村人口生活质量、缩短城乡差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目标。因此，在制定水价的过程中务必融入区域经济差

异方面的思考，在制度制定之前先让相关管理人员对村民

进行走访，确保沟通有效性的同时加强饮水安全工程作用和

优势的宣传，从水源质量和国家建设的角度看为出发点，提

升农村居民的思想境界。当了解当地居民心中的可接受程度

后再进行思考与计算，科学调查相关数据完成定价工作。 

5 结束语 

简而言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不仅代表着我国城乡建

设的合理性，还关乎广大农村人口的身心健康，对实现乡

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在实际建设和管理落实的过程中，

务必用科学发展观的眼光看待现存问题，树立正确的管理

理念实现长效发展。针对规模问题需要加强工程集中化和

规模化建设，同时引入水质检测系统确保提升水源水质，

加大资金投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完善相关制度确保管理

工作能够有序长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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