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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对于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并针对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进行了大量的投

入,使得大部分的农村的饮水安全问题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但仍有部分山区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还没有解决,而这也

是目前我国实现人民脱贫的重要任务,需要通过保障山区贫困区域的民生问题,从而达到巩固山区贫困区域饮水安全的目标,

鉴于此,文章就山区农村饮水安全精准扶贫工作进行讨论,对工作现状及问题加以了解,并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措施进行探讨和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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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区农村当中,存在贫困人口居住形式较为分散,并

在非贫困人口当中分布的特点,这些贫困人口很少会有相邻

在一起的,所以,在大范围的自然村落当中,对这些贫困人口

自身的饮水安全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具有很大的难度,无法

应用常规形式的集中供水加以解决,但如果进行逐户处理会

使工作量大大提升,解决方案的制定也会具有较高的难度,

难以保证投资的有效控制,因此,需要针对饮水安全精准扶

贫工作的难点问题以及相关解决措施进行具体的分析,这对

于国家相关工作的落实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1 当前山区贫困人口饮水状况及难点问题 

1.1 当前饮水状况 

在我国,贫困人口主要由一般贫困户、特困户、低保户

以及五保户构成,其中五保户大部分都会由乡镇政府集中安

排在敬老院供养,已经基本能够解决此类人群的饮水安全问

题,可以不做考虑,在贫困人口当中,此类人员大约有5%的比

值,而剩余贫困人口在饮水安全方面可以进行以下分类：第

一类人群是未进行自来水安装的人口,其主要通过肩挑背驮

的方式获得饮用水；第二类人群是在早些年间自行建设的简

易自来水,或者是由多户居民共同完成建设的简易自来水；

第三类人群主要是在国家十一或十二五之间与所在区域的

其他居民共同完成建设的安全饮水工程。 

根据调查发现,第一类人群通常家庭条件较为困难,其

水源获取以挑水为主,且取水地大多是地表没有封盖设施的

简易浅水池,深度一般在 0.5-1m 左右,水面面积也相对较小,

但挑水距离却在几十甚至几百米之间,其饮水安全问题的解

决较为迫切；第二类人群虽然建有简易自来水,但却无法保

证正常供水,其供水保证率和水质都无法满足饮水安全方面

的相关标准,同样需要对其饮水安全性进行有效的提升；而

第三类人群尽管在饮水安全工程的保障下能够确保正常供

水,但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工程还需要进行巩固提升。 

1.2 其中的难点问题 

第一类贫困人群的饮水安全问题主要有：在暴雨季节当中,

取水的水井或水池当中会进入大量的地表污水,导致饮用水受

到污染,而在干旱季节或者冬季,水源会干凅,没有水可以饮用。 

第二类贫困人员拥有的简易自来水属于私人投资建设,

所以在取水设施方面一般都比较简单,没有对水质进行过

滤、沉淀和消毒处理,且此类工序匮乏,大部分水管都是 PVC

管,其管道老化漏水、季节性水质差以及水源不足等问题较

为严重,导致居民正常饮水及饮水安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第三类贫困人群由于安全饮水工程的建设时间较早,工

程人均投入标准相对较低,加上山区地理环境恶劣,具有较

大的施工难度,导致安全饮水工程当中存在设施设备不完善

的问题,同样存在水质差和季节性缺水的问题,且工程当中

存在隐患问题,需要对工程加强巩固[1]。 

2 解决山区饮水安全精准扶贫问题的具体措施 

2.1 一类及部分二类人群的饮水安全精准扶贫措施 

2.1.1 自流饮水 

对于居住在山边,且附近存在高质水源的贫困户,可以

对自流饮水方式加以应用,通过对地表浅水井的新建,以及

管道安装,完成自流饮水,例如单户自流饮水工程,可以建设

深度为 2m,半径为 60cm 的圆形取水井,同时要使用水泥涵管

对水井进行固壁处理,通过 PE 管的敷设保证自流水到户,这

种方式投资较少、操作简单,可以满足单户或多户的建设需

求,但在多户用水的情况下,需要将取水井及引水管道适当

扩大,而投资则根据敷设管道的长度进行计算。 

2.1.2 取水井提水 

对于附近存在水源,但居住位置在水源下游的贫困户,不

适用自流饮水,需要通过新建取水井进行提水的方式来满足

其安全饮水需求,取水井的建设方案与自流饮水大致相同,但

需要对一体化的微型供水设备进行采购和安装,并将设备管

道与用户水龙头连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户可以使用水

泵将水抽到屋顶蓄水桶当中,再进行自流饮用,这种方式实施

较为简单,而且投资少,同样能够进行单户或多户建设。 

其工作流程为：启动水泵,将水从止回阀当中引入罐体,

从而加大罐内压力,在压力达到既定目标以后,自动控制器

会将水泵关闭,使水泵停止运行,而在罐体内部压力大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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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连接管道压力时,就会通过自动降压完成供水,而随着罐

体当中水量的流失,其中的压力也会随之下降,在压力达到

设定低压标准时,自动控制器会将水泵开启,并向罐体当中

进行重新的注水和加压,使用户的供水得到相应的保证[2]。 

2.1.3 管道延伸供水 

如果邻居装有自来水,或者周围居民有自来水管线从贫

困户居住场所附近经过,可以经过协调,在相关用水户同意

以后,通过取接自来水的方法对贫困户的饮水问题加以解决,

这种方法的管道敷设量非常的少,只需要进行入户水龙头以

及水表的安装就可以进行正常的使用,实际操作比较简单,

能够满足多户饮水需求[3]。 

2.1.4 钻机井提水 

对于居住地附近没有水源存在的贫困户,可以在其房屋

附近选择合适的位置,通过钻机井以及相关提水设备的安装

来解决饮水问题,通常钻井深度在 10-30m 之间,而直径在

30cm 左右,需要使用水泥管进行固壁,可以使用水泵将水抽

至屋顶蓄水桶,还可以通过一体化微型供水设备的安装将水

抽至用户水龙头,但这种方式所需资金投入相对较大,如果

在国家投入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不建议使用[4]。 

2.1.5 单户自来水改造 

对于第二类贫困人群中的单户自建自来水工程,且需要

对饮水安全问题加以解决的,除了可以对以上方法加以应用

之外,还可以对其现有自来水工程进行改造,具体涉及取水设

施、过滤设施、管道设施以及消毒设施的改造工作,山区贫困

人群的饮用水源通常为山泉水,一般水质都比较好,但在枯水

和暴雨季节来临以后其水质和水量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

此,应该将水源和管道作为重点改造对象,而水源方面的改造

主要是取水井和拦水坝,改造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表污水流

入到取水井当中,并防止水源出现漏损问题,确保取水量,而

管道方面的改造则使对破损及老化的管道进行更换[5]。 

2.2 对多户共建自来水工程加强改造 

对于第二类贫困人群当中的多户共建自来水,且不适合

对饮水工程进行单独另建的,可以对其自来水工程实施必要

的改造活动,而改造部位与单户自来水改造相同,但还需要对

取水井、拦河坝过滤池、沉淀池以及消毒设备进行新建、扩

建处理,少数工程仅需要对其中一项进行改造即可,但大部分

工程都需要对多项内容展开改造,所以需要较大的投资[6]。 

2.3 对集中供水工程加强巩固提升 

对于已经进行安全饮水工程建设的情况,需要做好巩固

提升工作,或对贫困户加强和改造,其解决方法与多户共建

自来水工程方面的改造较为相似,但投资相对较少,除了要

对相关设施加强完善以外,还要对其日常管理工作进行强化,

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工程的高效运转,使贫困户在安全用水

方面的需求得到有效的满足[7]。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山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一直都是国家精准扶

贫工作较为关注的问题,对该项工作进行有效的落实,能够使

我国民生工作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对于社会的和谐发

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相关部门在针对山区农村饮水

安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时,一定要对所在区域贫困户的实际

情况加以了解,结合实际对各项措施进行合理的应用,以此来

提升贫困户饮水的安全性,使其生活质量能够得到进一步的

提升,从而将饮水安全精准扶贫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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