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电水利 
第 4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1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浅谈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及管理制度 
 
陈庆龙 
贵州省福泉市水务局 
DOI:10.32629/hwr.v4i4.2892 
 
[摘  要] 随着中国人民即将向世界宣布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号角的吹响,国家积极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大力支持和帮扶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奔

小康,确保在2020年底全国人民实现同步小康。在此背景下,国家明确给出了“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而饮水安全作为当前脱贫攻

坚工作中最关键的组成环节,不仅要对人民群众饮水安全问题提供保障,还给贫困地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起到具大的助推作用。只有保证了人民

群众的饮水安全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稳定繁荣发展。为此,本文将着重探究脱贫攻坚饮水安全和相应的管理制度。 

[关键词] 脱贫攻坚；饮水安全；管理制度 

 

当前,国家水利部提出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攻坚战过程

中,还应该实现整体脱贫目标,在这一过程中,饮水安全是一项关系地方政

府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标。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水平全面提升背景下,

国家扶贫力度不断提升,我国很多贫困地区的饮水安全取得了十分显著的

成效,但是在有的地方仍然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导致个别“边、

散、小”户还存在饮水安全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解决,必然会对贫困

地区农村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针对此种情况,本文就脱贫攻坚工作中贫困

地区的饮水安全问题展开详细研究,希望通过相关管理制度的落实而有效

保证农村饮水工程长久良性发挥效益,为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和助推作用。本文在调查中对当前主要存在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进行了归

纳总结,认为目前农村饮水安全的重点如下： 

1 脱贫攻坚战略中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政治地位 

近年来在社会发展水平全面提升背景下,中国人民向世界宣布全面进

入小康社会的号角已经吹响,国家开始将脱贫攻坚工作作为全民实现小康

社会的基础条件,在脱贫攻坚工作开展过程中,饮水安全问题始终放在重

点位置上,并紧紧围绕中央提出的“两不愁、三保障’工作原则,水利部门

按照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要求针对贫困地区进行精准识别、精准施

则,从而实现精准脱贫,只有将这项工作放在讲政治的高度才能确保不漏

一户,不落一人的扎实推进,从而实现全面解决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2 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基本原则 

2.1在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开展过程中要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首先必须要精准识别,全力推进贫困人口识别工作的开展,加强对档案的

建立和管理,地方水利部门、扶贫单位和卫生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也要加强

交流,确保数据的逻辑性和一致性。其次要进行全方位的大摸底、大排查,

确保不留任何死角,让“边、散、小”户能有水喝,喝放心水。再次进行大

核查,通过实地走访、开通举报电话、发放宣传画册等方式进行饮水安全

再核查,真正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分析,并按当地政府的工作要求对饮

水安全进行综合研判,通过对未达标人口的统计,将其信息录入到省扶贫

云信息监管系统中,切实提升饮水安全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和准确性。 

2.2不断加强“三个责任”和“三项制度”的落实。即地方政府的主

体责任、行业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和运行管理单位的管理责任；农村饮水

工程运行管理机构、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办法和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

经费,确保农村饮水工程长久良性发挥效益。 

3 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实现因地制宜 

虽然当前我省已经在各类饮水项目中解决了很多问题,但部分地方仍

然存在着大量的用水茅盾,季节性缺水比较严重、群众用水方便程度不够

等。要实现贫困人口的饮水不愁和稳定脱贫就必须彻底解决农村饮水安全

问题。贵州省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区,经向中央请示因地制宜科学的制定

了《精准扶贫 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明确了农村饮水安全的评价标准。

即：一看水量,人均日用水量不低于35L；二看水质,水质检测结果符合

GB5749中的放宽值规定；三看用水方便程度,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20 

5.2对蓄电池进行维护。想延长使用年限需要定期检测。电池的电压

在多数情况下都会比额定电压要高5%,对整个电池组进行测量是难以发觉

单只电池的问题的,只有对电池进行放电,才可以看出某只电池是否有问

题出现。如：电池组平时以420Ah,浮充状态下,电压单只2~2.2V总的

220~240V,用平时的二倍电流放电,电池的电流会在一分钟迅速下降至

420Ah,对整组的电压进行测量后发现它与放电前的变化不大,测量单只电

压,8#电池发现正负极相反,变为-2.0~2.2V,其他的电池无异常。因此可以

判定8#电池有所损坏。将其更换后再用原大小的恒流放电,发现电流电压

没有变化。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如果电池用小电流来带动运行,那个别性

能异常的电池很难被发现,只有用大电流进行检测,才能发现实质问题。对

电流较大的直流系统,其实蓄电池得以活化的方法可以通过在线带负荷

放电,但需要注意的是长时间用大电流进行放电充电,容易使变压器超

负荷运作,因此仍要注意控制室温,高于25摄氏度的情况下不适宜进行

充电、放电。 

6 结语 

直流系统免维护蓄电池并不是真的不需要去维护,任何蓄电池在长期

不用的时候,其板极表面都会有硫酸铅的结晶现象出现,结晶会使极板的

小孔被堵塞,这就妨碍了电解液进行渗透,电池的内电阻就会有所增加,极

板的活性物质不能发挥其功能,电池容量会大幅度下降。因此定期的检测,

进行放电充电,观察电池容量,可以很好地活化电池,让其使用年限更长久,

同时能够保障发电厂的运行平稳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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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或往返水平距离不超过1公里、或垂直距离不超过100米；四看供水

保障率,供水保障率95%以上为达标。 

4 现阶段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主要任务 

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能否如期实现全面进入小

康社会的关健因素,也是历史上见证奇迹的关健时刻,政治使命感强、责任

感高、时间紧、任务重必须要作好充分调度和安排,才能确保如期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首先要加强对工作责任的细致划分,实现分级管理。在

开展此项工作的过程中,应该建立起省级统筹、市级负责和县级落实的工

作原则。省级单位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负责制定方案进行技术指导和督促

考核,为市、县明确工作目标,统一进行资金的筹措。市级单位主要是对工

作进行统筹协调,县级单位是目前实施主体责任的主要部门,通过对相关

资源的整合,快速有效地推进工作开展。其次始终坚持工作的全面推进,

突出工作重点、紧抓时间节点为原则。也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问题导向,

加强对不同地区饮水困难情况的综合研究,通过对解决方案的统筹分析,

构建更为科学和合理的工作思路,在这一环节中,应该将饮水工程的建设

作为重点内容,全面解决当前农村地区饮水安全问题,实现对工作制度的

优化和健全发展。最后要提升工作质量,保证整个饮水安全工作过程的科

学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在项目发展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质量的监督和管理,通过对材料采购的完善,加强现场管理和监督,才能

在提升工程质量的基础上,实现农村饮水安全健康稳定发展。 

5 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管理制度的重要性及质量提升的指导

意见 

5.1成立必要的组织领导机构加强对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指导。任何

一项工作的开展都需要正确的领导组织机构作为指导,在整个脱贫攻坚项

目开展过程中,也需要对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健立健全相应的领导机构,特

别是要按照各地的实际发展情况成立农村饮水安全领导小组,始终保持领

导小组机构的合理性、必要性和指导性。加强调度、沟通和协调,在项

目推进过程中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紧密团结在领导小组

周围,加强信息的交流和工作内容的分享,通过对电子化信息管理系统

的构建,实现饮水安全工作中的信息交流与共享,全力推进农村饮水安

全工作的顺利开展。只有这样才能为政策的落实和工作方针提供强有力

的帮助和指导。 

5.2构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制度。近年来,我国各地都在人饮

工程方面实施了不少项目,从渴望工程、解困工程到后来的巩固提升工程

等等一系列项目的实施,理应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饮难题,但经过调查

发现有许多地方的群众吃水还在困难,原建工程报废或没有充分发挥效益,

究其根本原因是管理上的问题,无专门的管理机构、无专人管理、没有计

量收费等。基于目前农村饮水安全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国家下决心彻底

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在饮水问题方面又一次投入大量的资金实施工程

项目建设,但为了能彻底解决之前的重建轻管现象,我们必须要严格落实

“三个责任和”“三项制度”,以责任和制度为饮水工程保驾护航,从而解

决无人管的现象,要不断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让群众都积极参与

进来,让农村饮水工程在管理上达到质的飞跃,确保饮水工程长久良性的

发挥工程效益。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饮水安全也是扶贫工作一项十分重要

的组成环节,是对贫困地区群众用水安全和生产生活提供保障的重要措施,

所以我们更需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关注和重视,同时只有加强对运行管理

工作的指导和督促,才能充分发挥工程效益,最终才能让群众喝上安全水、

放心水。在推进我国脱贫攻坚项目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监督机制的优

势作用,引导我国水利项目的健康发展,为实现社会整体经济稳定繁荣发

展提供重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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