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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进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扶持力度,农民生活水平在近几年显著提高。水是每个

人生存的必备资源,为有效的解决农村地区饮用水安全问题,各个地区陆续建设了许多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这些工程项目

的建设改善了农民生活水平,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这些工程在实际管理的过程中也存在诸

多难点问题,为此相关部门需要结合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解决方案,加强管理,保证工程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施工管理难点；措施 

 

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情况落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农民的饮用用水安全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为解决农村地区

饮水安全问题,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国家加大了扶持力度,各

个地区大量兴建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这些工程的建设能

够缓解农村地区水资源紧张以及饮用水安全隐患的问题,但

在施工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管理的难点,为保证工程质量,

相关部门应当加大管理力度,针对地区情况制定完善的管理

措施,全面推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使农民

生活水平得到根本性提高。 

1 工程实例 

陕西榆林市靖边县宁条梁镇近年来大力开展农村饮用

水安全提升工程,该地区主要的水源为黄嵩塘村沙漠机井

水,区域内水资源紧张,农民饮用水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为

解决此类问题,宁条梁镇大力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建设,工程涉及到大滩、庙畔、西园则、宁条梁镇近万

户农民,工程整体规模比较大,工期时间长。施工区域涉及

到农民的农业用地,实际施工难度比较大。为此工程技术人

员加强对工程难度问题的研究规划,积极与当地农民进行

沟通交流,加强技术研究,定期组织施工人员进行培训,提

高专业技术能力。严格选择施工材料,加强质量把关,通过

各种措施解决施工的各种难点问题,保质保量的完善了饮

水工程建设,为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 

2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施工管理难点 

2.1 施工技术人员管理的难点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施工涉及不同的乡镇,整个

片区的面积比较大,大部分工程需要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施

工单位,中标单位在正式开工建设前需要组建起施工队伍,

很多单位采取施工队伍挂靠的模式,实际参与工程建设的人

员并非中标单位自身的施工技术人员,参与管理的人员也不

属于中标单位,这种操作模式也会导致施工队伍整体呈现出

素质偏低的情况。在挂靠的体制之下,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

员的个人综合素质无法满足实际施工的需求,在进度、质量、

技术、安全和综合管理方面不具备足够的能力,经验不足,

中标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也没有派出专业的项目经理和

技术人员进行现场监督,这也直接导致施工现场出现本末倒

置、乱指挥的情况,给工程的管理带来了比较大的难度[2]。 

2.2 工程建设资金管理的难点 

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在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施工时资金管理一直是主要的难点问题,很多工程经常会出

现工程资金不到位的情况,这也会导致工程的施工进度无法

达到设计要求,严重情况下甚至会出现停工的问题,在不同

发展情况的农村地区均存在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农村饮用

水工程和其他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不利于改善农村地区的

整体经济状况[3]。 

2.3 工程进度管理和工程质量管理的难点 

为保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获得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需要保证工程的施工进度。当前,很多施工单

位不重视工程整体进度的管理,对工程实际施工情况缺少必

要的了解,没有事先制定完善的施工进度管理方案,经常采

用临时制定工程进度的模式,导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无法按时完工,严重影响了当地农民的正常生活,也不利

于工程的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的提升。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管理的主要难点是工程质

量管理,在很多农村地区开展饮水工程施工时经常会出现各

类质量问题。在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没有严格按照施工操

作规范要求进行施工,管理部门也缺少完善的约束机制,在

施工工艺和施工材料管理中存在比较大的漏洞,对很多先进

的施工技术缺少明确的要求,现场监督不够严格,这些问题

导致工程的整体质量达不到国家标准的要求,在后期投入使

用时经常出现各类问题,工程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4]。 

3 解决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难点的主要措施 

3.1 加强招标过程的管理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采用招标的方式进行建设,

因此需要严格管理招标过程,保证施工单位具备足够的资

质。招标通常分为简易的招标程序以及公开招标,在编制招

标文件的过程中需要明确提出对投标单位各项资质的要求,

包括管理施工的条件、技术负责人现场指导、项目经理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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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求等,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进程招标工作。严格限

制相同的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同时负责多个施工项目的

情况,同时避免施工单位出现挂靠和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对

于不符合资质的投标单位不予报名竞标过程,通过各种严格

的限制措施,从源头上保证施工队伍的基本能力,避免工程

出现质量问题[5]。 

3.2 加强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管理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管理的重点是工程进度和工

程质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明确工程施工的具体项目以

及工程量,根据工程整体的投资成本确定 终的工期,保证按

时完工,以此来提升工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靖镇在工

程施工阶段明确要求工期为一年,工程严格限定了前期准备

时间、后期管道调试、管网工程、阀门井施工时间,在施工结

束后进行详细的统计,以此来保证工程的顺利完成[6]。 

在工程质量管理过程中首先应当积极开展施工材料质

量管理,设置专门的材料管理部门,所有施工材料需要经过

检验合格后才可以进入施工现场。在实际管理过程中需要依

据工程的实际情况,从不同的角度开展工程管理,深化管理

层面,加大管理力度,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明确工程的施工方

案,开工建设时间以及进度要求,在施工各个流程中安排专

业的管理人员,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保证施工现

场的整体秩序。严格审核各项施工工艺和技术,确保施工方案

的可操作性。利用远程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先进的技术对施

工现场进行全程监控,及时发现施工过程可能存在的各类问

题,建立起完善的工程监督管理机制,促进工程质量的提高。 

3.3 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施工面积比较大,在施工过

程中容易出现青苗损坏、土地占用、扰民等问题,为此应当

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管理,避免各类纠纷事件的发生。在工程

设计阶段需要对工程进行准确的定位,在施工区域预留一定

的位置不种植农作物,发动农村干部组织好群众,做好宣传

工作,一些永久性的占地按照规定进行补偿。施工单位在中

标后可以通过在当地农民中进行招工,保证农民能够通过工

程建设获得一定的收入,减少农村居民的怨言。在所有施工

队伍中配备专门的协调人员,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交流,与国

土、交通等部门定期进行沟通,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定期

组织施工队伍进行培训学习,细化施工技术要求,提高农村

饮水工程建设的整体水平[7]。 

3.4 加强资金管理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的难点是资金管理问

题,为此相关单位应当积极寻求资金解决方案。施工的队伍

本身需要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项目负责人需要充分考虑资

金的支付和协调工作,通过垫支的方式支付施工人员的工资,

避免出现拖欠的情况。联合多方力量,开展融资,通过贷款等

方式解决项目资金紧张的问题。加强对工程建设资金的管理,

制定完善的资金使用计划,做到专款专用,妥善保留工程资

金的各种票据,避免后期出现纠纷。 

4 结束语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为

此相关单位应当加强对施工技术的研究,提高施工质量,保

证工程进度,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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