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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饮水问题正是一大重难点,虽然国家已经对此投入很多,兴建了不少水利工程和饮水

基础设施,但是在农村地带,对于饮水工程的管护却稍显脱节,很多地方的管理意识和管理质量不高,导致不少饮水工程年久失修,新建工程缺乏

有力保护,整体运行效率较低,这与农村管理机构以及管理人员等众多因素都有很大的关系,为此本文将具体对农村饮水工程的有关问题进行分

析,并提出一些合理的解决措施,希望饮水工程能有效改善农村住户的饮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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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水资源是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的一大保障,在国家和政府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农村饮水工程也得到了大力发展,水资源逐渐被高效化利用,但由

于农村住户较为分散,人们的安全饮水意识也较低,更没有什么保护水资

源的自觉性,因而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和运行管护难度都比较大,面对众多

的管理难题,有关人员首先要深入调查,找准问题,然后结合农村饮水工程

发展特色,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制定符合实际的管理方案,建立多元化的

饮水安全管理机制,加大资金投和执法力度,鼓励群众参与,提高监管成效,

从多角度出发,保证农村饮水工程的长效、保质运行,切实为农村地区发挥

应有的效益,进而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 

1 农村饮水工程的特点 

1.1农村土地面积广阔,没有集中治理,且农村建房没有整体规划,村

落之间较为分散,住房也没有成片连接,根本不具备集中供水条件,饮水工

程建设消耗较大,供水设施排列分布规律性差,加大了管护工作量,此外还

有不少饮水工程是位于深山等环境复杂地区,地势和地理原因会更加重管

护难度。 

1.2饮水工程建设方式多样,由于我国南北地势和气候差异,饮水工程

根据不同村落的自然环境和地势地貌来因地制宜建设,基础设施和管道分

布会发生变化,不仅是施工难度较大,后期运行维护过程中的管理难度也

相应提升。 

1.3农村规划具有分散性,因而很难进行统一的管理,这会增加一定的

管护工作量,并且村民农活较多,集体意识和管理意识较差,不能很好地配

合管理工作的开展,另外饮水工程建设已经投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在投入使用后还要持续进行管护,这也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援,而收费难,

支出多,资金来源也将成为阻碍管护工作开展一大绊脚石。 

2 农村饮水工程管护存在的问题 

2.1管护体系不完善。首先是整体管理意识淡薄,很多管理部门重建

设、轻管理,管理人员责任心差,在工程完工后没有坚持深入的管理工作,

只进行办公室的形式主义办公,很少到农村实地考察,导致管护工作无法

切入重点,取不到较好的工作成绩；其次是管理机制不健全,作为政府民生

工程,理所应当由县级组织有关单位进行建设和管理,并向下属各部门下

达管理意见和指导文件,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需要多部门和村民的配合,

而不同乡镇实际情况并不一致,实际实施时容易出现纠纷问题,互相推脱

责任；最后很多村民认为饮水工程管理与自己无关,因由国家和政府管理,

或者对自己的一些有悖于饮水工程良好运行的破坏行为毫不在意,也不服

从政府的管理,进一步加大了管理和维护工作难度。 

2.2缺乏综合水平较高的管理人员。农村饮水工程的服务体系不健全,

不少供水厂和供水站的大多工作人员选聘并不严格,没有达到村镇供水站

定岗标准,除了少数特殊岗位是经过受训的专业人员,其他很多管理人员

都属于关系户等非正规的水利工程行业人员,并且政府经费有限,也不会

花费过多的资金和时间去进行人才培养计划,这使得整个饮水工程运行维

护管理团队的综合水平不高,在进行管理时有些环节衔接不顺畅,无法有

效摸排问题,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也不能够采取快速而准确的应对措施,

专业技能和工作素质无法保障饮水工程正常运行的需求。 

2.3维护成本较高。农村由于建设环境较为复杂,因而整个饮水工程的

成本较高,除了前期的建设投资,后期运行仍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随着时

间的拉长,运维成本会逐渐上升,而很多成本投入却难以取得投资效益。此

外早前很多的农村用水都是免费的,随着饮水工程越来越多,管理体制的

改革要求农村居民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这种转变对于贫苦的农民来说是

难以接受的,而且农村收费标准没有严格统一,收费管理也比较混乱,这进

一步导致了收费难的问题,投入不减,收入不增,单就政府帮扶的饮水管护

资金将难以维持维修和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因而管护成效较低,阻碍饮

水工程的持续发展,并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4水源保护不到位。农村生活环境比较脏、乱、差,生活较为随意,

且人畜混养,除了生活垃圾还有畜禽粪便,农田化肥、农药等,对邻近的

水源地土质、地下水、以及饮水工程设施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然而在

进行管护工作时,管理人员忽视了对农村的管理,很多村庄的水源地、饮

水设备缺乏必要的防护设施,导致很多垃圾、污染物、农药品直接倾倒

在水源地附近,而管理部门也没有定期对水质进行检测,因而水源保护

无法全面开展,难以对农村饮水工程进行有效管控,农村水源污染无法

彻底解决。 

2.5法律和监管的缺失。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法律意识淡薄,不了解有关水环境和饮水工程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自然

也就不能遵纪守法,对于政府和饮水管护部门的依法执法不能理解,也难

以配合；另一方面村级和县级管理人员对于法律知识掌握不够全面,无法

在工作中严格依照法规进行执法操作,若管护出现问题将得不到法律的维

护,容易出现纠纷；最后相关监督部门忽视了农村安全饮用水的管理,此方

面的法规和管理指导意见不够完善,导致执法队伍水平低下,管护制度不

健全,实际管护工作无法做到公开、公正、合理、高效。 

3 农村饮水工程管护问题的解决对策 

3.1健全管理机制。首先要加强农村饮水工程管护改革创新,从转变农

民群众的用水、节水、护水观念开始,对他们进行健康用水宣传和讲解,

以健康讲座和派发宣传单,广播宣讲等方式说明经过处理的自来水和自然

湖泊、河水的区别以及保护水资源和饮水工程的重要性,并介绍清楚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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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和饮水工程的费用支出明细,循序渐进地提升农民群众的自我管理意

识；其次要完善管理机制,制度科学合理的管护措施,可以交由专业的管理

单位进行统一管理,以工程建设与管理一体化的新模式确保监管成效,或

者由政府部门、村级干部以及用水协会协调管护,明确责、权、利的关系,

发挥各方的优势,保障权责分明。 

3.2提高管理水平。做好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培训,针对管理机构中各部

门各岗位的工作缺陷进行专业化的培训,确保所有人员岗前考核合格,无

论是专业技能还是工作态度都能完全满足饮水工程的管护需求；加强高水

平管理人员的引进,与高等学校合作,为大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以较

好的工作待遇和人才引进政策吸引该方面的优秀人士,为管护团队注入新

鲜有活力的血液；加强管理人员之间的配合,饮水工程管护需要政府的水

检测、环保等部门,社会监管协会,农村居委会和村民多方单位和人员的共

同参与,为保证工作的有序开展,各部门人员需要在尽责完成自己工作任

务的基础上加强与其他关联部门的交流合作,实现对饮水问题的统一、协

调管理。 

3.3保障工程经费。加强工程资金的投入,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各个

地区应实现财政专项列支,按照年度管护计划划拨资金,并监督资金的取

用过程,确保项目经费落到实处；实行多元化投资机制,与民营企业建立合

作关系,多加引入企业投资,缓解政府压力,提升饮水工程的经济效益；鼓

励爱心机构和有能力的企业和人士进行公益性捐赠；完善收费标准,制定

优惠政策,根据农村经济水平合理确定水价,政府制定优惠政策予以扶持,

并提高用水量统计正确率,确保收费公开、公正、合理；在不影响饮水工

程运行、不破坏水体环境的基础上建设游玩区和公共休闲设施,引入生态

旅游项目进行创收,可提高饮水工程的经济效益,还可带动农村发展,为他

们提供一些工作岗位。 

3.4加强对饮水工程的保护。为保证水质符合饮水标准,首先要划分出

水源保护区,在该区域四周设置围墙或隔离栏严防外人随意进出,插立地

标和指示牌,拉设保护水源的横幅,悬挂警示牌等；定期对水源地进行检查,

及时清理周围垃圾和水面漂浮物,根据质检部门对水环境的检测结果对发

现的水污染问题进行净化处理,确保水质达标；增强水环境保护宣传力度,

培养群众保护水环境的意识,监督企业和村户的生产生活行为,减少人为

和工业原因导致的对水环境和饮水工程的污染破坏。 

3.5完善飲用水法律和监督保障。为了给管护工作开展提供强有力的

依据,首先要根据当地的饮水工程发展状态来补充和完善安全饮水法律法

规,针对现有的饮水工程管理制度进行查漏补缺,适当调整和修改管理细

则,并加强对管护中的重难点问题的关注,针对当前面临的问题提供有建

设性的意见和指导方针,合理确立管护要点、管护方法、管护原则、管护

目标；其次要提高管护人员和村民的法律意识,执法部门要加强对管理人

员的教育培训,促使他们牢牢掌握法律知识和管护技巧,提高工作效率,促

进人与饮水系统和生态系统和谐共存,另外电视台可开设普法专栏,或者

管护人员上门宣讲法律知识,促使人人懂法守法,实现有效执法监督；最后

要严格依法管护、依法追责,严厉打击污染超标企业,惩戒破坏饮水工程的

个人各企业,并向大众公布违法行为和处罚决定,以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 

4 结语 

我国农村水资源分布不均匀,饮水工程的建设与管护目的是为了高效

化利用水资源,满足农村人民的用水需求,切实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然而

我国的农村人口众多,且农村生活环境和方式与城镇有很大不同,很多村

民的文化教育程度不高,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对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关注

和了解也比较少,虽然饮水工程是一项惠民型工程项目,有助于农村进步

和脱贫,但饮水工程的管护工作开展起来仍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为了推

动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做好饮水工程建设与管理是一项基本任务和目标,

这将有助于切实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展现全新的乡村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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