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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一件公益事业,对我国安定团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我国广大农村群众的生活条件也会因此发生变化。现阶

段我国非常重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经过对以往经验的总结,加强我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后管理的力度能够使工程发挥出更加长久的效益,因

此本文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运行管理进行详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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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基本特征 

1.1数量多且分布范围广泛。农村饮水工程项目的分布范围广泛且项

目数量多,但分布零散特征突出。而且农村地区交通环境不理想,直接影响

了饮水工程落实难度。 

1.2公益性。饮水工程项目在农村地区是十分重要的基础设施,能够改

善人们生存环境,优化生活质量,進一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公益性

特征明显。 

1.3规模性明显但成本投入大。建设农村饮水工程的主要目标就是对

人畜饮水问题加以解决,如果条件允许,应考虑具体状况,对生产用水问题

进行解决。但由于农村地区居民分布零散,所以用水量并不大,供水规模也

相对较小。根据农村地区发展状况分析,饮水工程规模均偏小,经济收益也

不多。然而,工程项目的投资单位规模较大,使得供水成本较高。而一般缺

水地区的经济都相对落后,当地居民经济承受能力不强,所以也影响了农

村饮水工程项目的建设与发展。 

2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存在的不足 

2.1重建设、轻管理,宣传工作不到位。不仅管理制度不够完善,也没

有认真执行,无法发挥出其作用。出现的管理问题也未能及时分析和解决。

思想上忽视了宣传的重要性,农民不能积极的参与到工程建设与维护中,

为管理工作的开展增加了难度。在制定水价时未能多方位考虑农民的意见,

这对后续的水费收缴工作造成影响。 

2.2缺乏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受经济条件、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等因

素的影响,使得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极度缺乏专业人才,很多管理

人员都是身兼数职,且管理水平、专业技术能力较低。在实际工作中只会

简单的操作和看管工作,机电故障、破管漏水等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并维修,

提高了管道损害程度,工程使用寿命变短,还不得不投入大量成本资金进

行维护管理。 

2.3水资源污染问题。农村日常生活、劳作等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垃圾,

随意乱扔,未得到有效处理,有毒农药、薄膜等的使用为农村环境带来了严

重影响,这些都使得农村水资源的污染不断加剧,原本只需要简单处理就

能饮用的水源变成了需要经过复杂处理才能使用的水源,增加成本的同时

也使得工程建设技术走向复杂化。 

3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的策略 

3.1全社会树立饮水安全的理念,从制度上保障、政策上予以支撑。各

级政府部门要不断提升农村饮水安全认识,持续加强对饮水安全的宣传教

育,借助于纸媒、电视等宣传渠道,大力倡导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农村水利建

设,构建全方位的用水安全管理机制,保证农村群众的用水安全。努力把用

水安全的重要性、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必要性等传达到农村群众中去,使

得人们树立起饮水安全的理念。 

3.2建立完善的工程管理机制。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运行管理中的很多

问题,都是因为工程管理机制不完善而造成的,许多人没把管理问题放在

心上,管理机制的创建缺乏实质,其真正价值得不到展现。在新形势下,政

府正在加强对新农村的建设,重点关注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运行管理,

这就需要构建完善的工程管理机制,通过分级管理,获得理想的管理效果。

对群众来说,要认识到饮水安全工程与自身的关联性,在生活中培养管理

思想,尽可能地做到节约用水；对供水公司来说,要对饮水安全工程中涉及

到的水质净化等技术不断改进,坚决贯彻各级政府部门对农村饮水安全的

指示,努力为民办事,提高服务水平；对政府来说,要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当

作首要工作,增强对项目建设的控制与管理,及时的推出惠民政策来支持工

程推进,为提升管理水平打好基础。 

3.3培养高质量专业人才。培养高质量专业人才,是提升饮水安全工程

管理水平的重要条件。应该从多方面入手,扩充工程管理人员的规模,为工

程的运行管理源源不断的提供人才。同时,地方政府应聘请专业性的人才

对工程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对农民开展用水知识宣讲,通过实践性的操作

对管理人员的技术能力进行不断训练,从而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平,还可以

适度提升工程管理人员的薪资收入,以吸引到更高层次的人才前来。 

3.4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资金短缺仍然是限制饮水安全工程管理的

一大因素,各级政府应当不断加大投资力度,确保工程建设的顺利开展。此

外,还需要不断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到工程建设中来。同时确保政府提供的

专项投资真正运用到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中,做到专款专用,并通过创建独

立的审计机构,加强对资金的审核管理,以提升工程管理资金的使用水平。 

4 结语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一项惠民工程,工程的运行管理离不开管理资金,

离不开健全的制度,离不开制度的落实,离不开群众的积极参与。只有做好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运行管理工作,才能促进农业发展,效缩短城乡村之

间的差距,提升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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