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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农村经济不断发展条件下,农村饮水安全也受到人们高度重视。这就应加强农村饮水安全

和供水工程管理的力度,确保农村饮水安全符合当地经济建设和综合发展要求。本文将针对农村饮水

安全展开研究分析,首先简要概述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之后阐述农村饮水安全措施,最后提出农村饮水

工程管理。强化农村饮水安全与相关工程管理之间契合度,以此保障农村饮水工程实施效果和水资源安

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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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and Water Supply Engineer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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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in rural areas 

has also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and 

water supply projects to ensure that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loc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will carry out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Firstly, it briefly outlines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issues, then elaborates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measure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ject management. Strengthen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and related project management, so as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jects and the level of water resources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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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而言,部分农村村民的生活用水都来源于地下水,近

几年,水资源污染较为严重,干旱地区数量逐渐增多,这不仅给

农民的日常饮水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还会给农村的发展造成

了严重的阻碍。因此,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的建设与管理工作,结合不同问题产生的原因,制定针对性的改

革措施,降低水资源的污染程度,这样才能为农民的日常用水安

全提供保障,从而不仅能够为农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还能带

动农村的经济发展。 

1 农村饮水的水质要求 

衡量水质标准的四大指标分别包括：细菌和毒理学,物理和

化学性状这四种。同时也包括水的硬度、酸碱度,以及一些微量

元素的标准。水的理学指标,会有一些有害物质的存在,如果经

过加热烧开的水分,会有一些沉淀物质的产生,或者发生变黑等

现象,则说明该水分超过理学指标的标准。所以,我们在用水过

程中,一定要严格按照国家的要求进行,只有对人体无不良影响,

并且观感较好的水质,才可以称之生活用水,因为只有这样,才

能保障农村的饮用水安全。像农村的地下水,一般都是锰、铁

的含量过高,所以,我们应针对此现象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

如果想要降低水的硬度,在农村还是很难实行的,这时就需要

我们寻找新的水源。那么,为了让农村的饮用水更加安全,我

们可以对水实行消毒处理,这样就可以消除水中的细菌,保障

水质的安全。 

2 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的必要性 

在当前新时期发展背景下,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不仅是

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还是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主要

途径。基于此,对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的必要性展开以下分

析：第一,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水资源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之一,其质量安全水平会

对社会发展造成影响。简单来说,只有重视饮水安全,并有效开

展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创建完善的农村安全饮水健康管理体系,

才能确保人们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进而加快我国农业经济发

展。第二,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是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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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正在循序渐进地开展,甚至已经有部分农村建设

比二、三线城市还要好,农民也有属于自己的二层小洋房和稳

定的收入,更要重视饮水安全。但由于发展不平衡等其他因素,

仍有部分农村处于落后发展阶段,饮水安全得不到保障,对人

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构成了威胁。由此可见,巩固提升饮水安全

十分重要。 

3 农村饮水供水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是农民 关心

一个问题,也是国家政府 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党和国家的重

视,人民群众的关注,为饮水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契机,

使得各地方城镇乡村积极进行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我国

幅员辽阔,南北差异非常大,水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均衡,许多地

方缺水严重。因此加大了我国城乡供水差异性,在进行农村饮用

水工程建设时容易出现管理问题、水质问题、工程设计与规划

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出现,严重影响工程的建设,无法完善水质安

全问题,让所有人民群众用水安全得到保证。进行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在这过程中,所有

工作人员会尽 大努力保障饮水工程建设顺利实施,一定要尽

量保证农村供水饮水安全。 

4 农村饮水安全管理措施 

4.1保证饮用水源持续性 

作为保障农村饮水安全的先决条件,保障农村地区饮用水

源供给连续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其不仅可以满足农村居住者

对水资源的日常要求,还能提高农村饮水资源安全管理效果,继

而帮助有关部门及时解决农村饮水资源安全问题。在经济发展

水平高的农村地区,则可以按照各项具体要求建立高标准水资

源项目,鼓励农村居民按照当地综合发展和具体建设要求保存

日常饮用水,避免农村地区在干旱年份时出现饮用水供给不足

这一问题,保障农村饮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效果,逐步提升农村地

区饮用水资源安全效果。 

4.2完善监管体系,加强水源保护 

在饮水工程运营中,乡镇管理人员、供水站人员应到管辖

区域进行监督检查,及时掌握当地饮水安全情况,明确运营机

制、管理方式、收费标准等,如果发现工程问题,需及时上报

给有关部门,避免工程运营问题进一步恶化。供水站维修团队

定期对工程进行维护检查,不定期开展抽查工作,找出工程运

行的安全隐患,确保水站设备可以正常运营。政府部门也应组

织监管小组,公开监管信息内容,不断加强饮水安全工程管

理。农村饮水安全的核心是水源保护,更是饮水工程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必须重视水源保护工作,管理人员制定目标责任制

度、考评机制,提高一线工作人员积极性,借助工程改建的契

机引进水污染防治关键技术,同时,上级部门通过建设水源保

护公示制度、定期巡检制度,制定水资源保护条例,落实应急

预案,完善信息监测系统。 

4.3强化供水设施保护 

供水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确定项目管理和保障范围,确

定权利和期限,在供水管道分段设置管道标识,制止各单位和个

人擅自切换,损毁、占用各级供水设施,明确保护责任主体。加

强对供水管线的检查,及时发现和终止管网损坏或损坏情况。需

要新建、扩建农村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与水务

管理单位协商供水设施的保护措施或搬迁方案,并将必要的投

资纳入项目投资,由所在城市负责相应的协调工作,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参与影响供水设施运行安全的活动。供水设施受到破

坏的,由水保机构责令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反规章制度的

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4重视安全饮用水工程建设 

重视安全饮用水工程建设,扩大饮水工程普惠影响面,务必

要体现因地制宜、适情而建的原则。山区居中分散,依实际情况

配建供水工程。淡水资源匮乏,应筹建雨水集水工程。地下水源

充足,可挖掘分散式供水井。有移民计划的,可建临时供水工程。

可集中供水,但设备相对简陋的地区,可筹建自来水工程。水源

污染严重,恢复困难的地区,可直接更换水源。已建有饮水工程,

但缺乏水处理设备,应及时补充水处理设施。 

4.5加强农村居民饮水安全意识 

不仅仅是在城市,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居民也要对水资源保

护问题重视起来,在实际生活中,也要禁止农村居民对生活污水

进行随意地排放,加强和提高农村居民饮水安全意识,尽量避免

因不良水质等问题而给居民用水带来影响,只有这样,农村水质

和水体才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因此,要想进一步加强农

村居民饮水安全意识,可以从整理农村环境开始入手,或者通过

建设饮水安全工程,相关部门投入一定的资金保障和人力资源

等,来保障农村饮水的安全性,而对于一些发展比较落后的偏远

农村地区用水困难情况,则可以通过城乡统筹供水等一些方式

方法,不断完善农村用水工程项目建设,保障农村饮水工程的正

常需求,提高农村居民饮水安全意识。 

4.6建立健全水质监测中心 

水质安全是用水安全的核心,保持水源稳定是供水站长期

运行的保障。所以必须建立健全水质监测中心,配备专业检测的

设备和仪器,招聘具有水质监测资质证的技术人员,加强对水源

地、蓄水池以及群众用水点的定期水质监测,由水行政主管部门

监督执行,防止发生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用

水安全。同时,严格落实水样的提取和化验制度,按照国家相关

标准和操作流程化验水质,并及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归档建

立台账,确保水质安全可靠。 

5 农村供水工程管理措施 

5.1做好水质检测设施的建设 

有关部门需要重视农村水质检测工作,并在饮水工程建设

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保障供水工程合理的布局,以地面水源作为

主要的供水源,此饮水工程的建设需要以岸边为主；若是当地以

地下水作为供水源,需要以口井或者是机井作为水源地。另一方

面是,饮水工程建设沉淀池和净水池等水源处理工程时,需要以

实用为主。 后就是需要在建设饮水工程辅助工程时,需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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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农村地区的地下输水网布置,这样可以保障水源得到持续供

应,不出现水源短缺的情况。还有就是在设置水样采集点时,应

当以代表性、方便性、均匀性为原则,在重要的区域设置采样点,

以全面覆盖整个供水环节,有效检测整个过程中的水质情况,以

便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污染问题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

影响用户的生命健康。 

5.2健全供水工程运行管理机制 

构建县、乡、村三级管理体系,根据供水工程运行管理现状,

找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农村供水工程管理人员培训制度,

监督相关制度落实情况,培训之后进行考核。突出古丰河水厂供

水工程的公益性,实施现代化、企业化管理模式。用水户可参与

到管理运营机制当中,确定主管部门权、责、利,确保供水工程

良性运行。供水工程中的折旧费、管理费、维修费、电费以及

岗位工资等全面公开,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和管理,水费采用计

量收费,实现“以水养水”的目标。 

5.3规范建设流程,严把质量关 

规范建设流程是提升饮水工程建设水平的有效方法之一,

加大对项目的方案设计、施工队伍组建与材料设备购置、施工

质量监督、项目检验及建成后运维管理等诸多环节的管理力度。

严针对工程材料的采购,建议县级水利部门统一集中招标购置

大宗材料及设备,依照规范要求进行检测,不达标的材料不可被

运输至工程施工现场；并加大工程运营阶段材料及设备质量的

检测力度,及时发现缺陷,尽早弥补,将其造成的损失降至 低。

除此之外,还要落实完工验收体制,在工程建成后,先由施工方

自验,并认真编写竣工资料,包括竣工报告、竣工图纸与财务结

算报告等,向有关部门申请进行初验,项目建设单位初验确认其

质量达标后,进行竣工验收,经检测确认其合格后再交付应用,

借此方式使工程建设质量得到更大保障。 

5.4提高饮水安全工程专业化管理水平 

有效提高当前饮水安全工程专业化管理水平是今后饮水安

全工程建设的重点任务。解决途径是多方面的,可以通过引进专

业化管理人才,使用自动化、技术化水平较高的机械设备,使管

理人才与工程施工管理两者之间相互配合。同时,饮水安全工程

建设单位可以组织相关工程管理人才进行定期技术方面的培训

与学习,加强工程建设管理人才的管理意识,提高其专业化管理

水平,从而更有效地完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5.5加强基层水利服务体系建设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在进行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工程管理者要

对水利站水利员、水质勘探以及水源保护进行安全的宣传语指

导工作,并且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中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期

的培训考核,使其更加具有专业性与科学性,以确保每个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建设的工作人员都能够持证上岗,并且逐渐地完善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设施,加大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的指导与管理的力度,从而发挥水利服务工程建设管理中的价

值与作用。 

5.6全面加强监督和管理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在运营管理过程中,只有全面加强监督,

保证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能确保其正常运行。因此应进一步

明确工程的管理责任部门,并且落实管理上的责任制,定期对工

程进行维修、维护。另外,要积极鼓励社会的监督力量,让群众

参与到监督工作中,加强对水的保护。通过进行监督,防止出现

破坏资源及服务设施的现象,确保整个安全用水工程能够稳定

地、长远地为居民提供服务。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水是生命之源,饮水安全,解决饮水问题,是关系

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在重民生的新农村建设大背景下,

保障老百姓的安全饮水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由此,保障农村饮

水供水安全,做好饮水工程建后管理,是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必须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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