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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虽然地大物博,水资源总量排名较高,但是,人均水资源却只占世界人均水资源的20%。因此,近几年来,我国也逐渐

的开始重视对饮用水水源的保护,致力于解决国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基于此,文章就农村饮用水的不安全因素以及相关的优化措施方面进行了简

单分析,希望对提高我国农村饮用水的安全性,促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所启示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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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随着我国国民的思想水平的提升,饮用水的安全问题也已经成

为了我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能喝上干净的水也逐渐成为我

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但是,就目前我国农村饮用水的实际现状来看,

其还存再较多的不安全因素,还需要相关农村部门继续研究优化措施,以

此来提高农村饮用水的安全性。 

1 农村饮用水的不安全因素 

1.1农村水质方面存在问题 

1.1.1机器设备方面的因素 

就目前我国农村发展的基本现状来看,其在实际的发展建设过程中,

造成农村水质存在问题的主要因素就是机械设备方面的因素。我国部分农

村在集中供水的过程中,受到自身的思想观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缺

乏经过处理和消毒的设备,进而影响饮用水的水质。另外,农村集中式供水

工程也实际运行的时候,也容易出现二次污染,例如,管道生锈腐蚀所导致

的水质污染。 

1.1.2分散供水方面的因素 

农村在分散供水的过程中,也容易对饮用水水质造成影响。当前,我国

大部分的农村在饮用水方面,所使用的都是坑塘水、檐前水、沟道水、河

道水等,这些都存在水质问题。造成水质问题的原因是水源的污染,如图1

所示,水源污染严重,使得水中的有害物质存在较多,例如氟、砷、铁、锰、

铅等有害矿物质,在很大程度上也威胁着我国农村的饮用水安全。 

 

图1  农村河道水质问题 

1.2部分工程供水量不足 

我国部分农村在实际的饮用水供应的过程中,为了节约供水费用,一

天内只供一次或者是两次的水,使得工程的供水量严重不足, 终造成农

村的缺水问题。 

1.3水质检测体系有待完善 

我国部分农村在饮用水检测方面,其水质检测体现还有待完善,造成

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农村对于饮用水的消毒灭菌工作的重视程度

还有待加强,进而在实际的检测工作中,缺乏相关的消毒灭菌的设备,进而

导致农村的饮用水安全难以保障。 

1.4供水水源管理工作有待加强 

通常情况下,我国农村的饮用水的水源都设置在距离村屯较近的地方,

受到部分人员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理念的影响,导致水源周边堆放了大量的

生活垃圾、牲畜粪便以及死亡动物的尸体等,水源污染问题较为严峻,如图

2所示。另外,在水源附近的各种垃圾的堆放,在很大程度上也会造成水源

的富营养化,进而使得水中的藻类以及其他的生物的繁殖较为旺盛,影响

饮用水的使用。 

 

图2  农村水源环境问题 

1.5供水资金筹措较为困难 

虽然我国政府在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也为农村饮用水系统的建设提供

了资金,但是,要想实现饮用水系统的长期维持,还需要农村居民进行资金

投入。但是,受到我国农村居民的思想水平的限制,其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

并没有将饮用水当做是商品,这就导致了部分农村在供水资金的筹措上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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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农村饮用水的安全。 

2 农村饮用水的不安全因素的优化对策 

2.1加强对农村水源的保护 

我国的相关单位要想提高农村饮用水的安全性,解决饮用水在供应过

程中的不安全因素,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加强对农村水源的保护。为此,第一,

在对农村的河道引取地表水或者是浅水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注意在水

源的上游一千米的河道范围内建立一级水源保护区,然后在两千米的范围

内建立水源的二级保护区,然后,对于一级水源保护区,相关政府部门需要

加强管理,严禁一切的碰坏和水源保护相关的植被的活动,并严格禁止在

河道内倾倒工业废水、废渣以及粪便等各种生活来及,并不可以设置旅游

景点,进而其他活动。对于二级水源保护区,相关政府部门则需要对污水排

放进行控制,保证污水在经过严格的处理以后方面,并且经过相关的检测,

符合当地的污水排水标准以后方可进行排放；第二,工作人员在引取深层

地下水的水源的过程中,则需要在水源地的五百米的范围内设置一级水源

保护区,五百米到一千米的范围内设置为二级水源保护区。对于一级水源

保护区,相关政府部门则需要加强控制,严禁在此范围内修建旱厕、养殖场

或者是堆放生活垃圾,另外,还需要严禁利用渗坑、渗井等设施来进行污水

和其他废弃物的排放,以此来实现对水源的保护。对于二级水源保护区,

相关政府部门则需要对化工企业、造纸企业等印染企业的兴建进行控制,

加强对水源的保护,降低农村经济发发展对水源的影响。同时,相关政府部

门还需要安排专业的人员进行水源保护区的管理,严格禁止一切会对水源

造成污染的活动。 

2.2加强农村饮用水工程的前期建设 

相关政府部门还需要加强农村饮用水工程的前期建设,通过做好前期

建设工作,来为农村饮用水的安全工作奠定基础。为此,政府部门需要做到

以下几点：第一,在项目的选择上,需要由农村地区的市水务局会同发改

委、财政等相关部门进行完善的实地调查,注意优先解决农村的饮水困难

的问题,吸收农村广大群众的意见,提高水源的保证率,在此基础上确定饮

水安全工程项目；第二,在确定了工程项目以后,需要上报给当地的水利厅

改水办、发改委进行批准,批准以后方可进行实施；第三,在工程项目的布

置上,需要聘请具有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实地勘察,合理规划水源、管道线

路的布置,同时,还需要注意在分水口的选择上注意倾听当地部门的意见,

保证其满足农村的实际供水和管理要求,为后期的饮用水供应和管理工作

提供便利；第四,在水质要求上,必须符合我国的《农村实施〈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准则》二级以上的标准,然后方可进行方案的制定。 

2.3加强农村饮用水的资金筹措工作 

相关政府部门还需要加强农村饮用水的资金筹措工作,从而完善农村

安全饮水工程。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是我国农村饮用水供应的基础设施,因

为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人们在居住上较为分散,因此,水源距离供水区的

距离也较长。另外,通常情况下,我国农村地区的人口都较少,这就造成了

农村地区在安全饮水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投资较大、回收期较长且收益较

低的现状,单单依靠我国农村的政府和农民自己的能力是无法实现的。为

此,政府部门需要加强资金筹集,在实际的筹集过程中,可以采取国家投

资、地方配套以及农村地区的群众自筹等方式,来增加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的建设经费,解决其在建设过程中的资金不足的问题,保证农村居民的饮

水安全。 

2.4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工作 

相关政府部门还需要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工作,以此来

保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质量。为此,第一,在实际的项目管理工作

中,需要实施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和监理制等制度,在工程的建设单位

的选择上,需要寻找具备三级以上的水利资质且施工经验较为丰富的建

设单位；第二,在工程建设的材料和设备方面,都需要实施招标制度,具

体可以由当地的政府来进行采购办监督,然后由市水务工程招标办公室

进行统一的组织,严格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招投标,在供货方式上

需要采取分散供货或者是送货上门的方式,加强对项目物质供应工作的

管理；第三,市改水办要根据水务局厨具的提货单以及供货方、业主、

监理以及施工验收签字的货单进行物质和运输费的支付；第四,在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的实际建设过程中,相关单位需要对其建设的全过程进行

监督和管理,同时,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的法人需要安排专业的人员

进行现场的调查和监督,并积极参与工程的质量检测工作,协助相关的

质检部门进行检测；第五,当地的水务局、发改委、财政等各个相关部

门都需要定期的道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及时发现

并处理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的问题；第六,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资金投

入上,需要严格按照当地的人畜饮水工程建设资金管理办法进行,在资

金管理工作上需要保证专款专用；第七,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资金投

资上,财政部门需要严格按照“先自筹,后配套”的原则进行拨付,并注

意在付款方式上选择报账式,由工程的建设单位、监理单位以及工程项

目的法人共同审核然后进行签字。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受到我国水资源短缺的现状的影响,我国农村地区在饮用

水的安全供应过程中也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着我国农村

地区的发展进步。为此,相关农村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农村饮用水安全工

程建设的重视,解决其在供应过程中的各种不安全因素,以此来促进我国

农村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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