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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直以来国家都高度重视农村群众的饮水问题,且在不断增加人力、物力及财力投入用于农村

饮水工程的建设与管理。在国家的高度关切与各方的不断努力下,农村饮水困难、饮用水水质不达标等

问题有了很大改善。本文主要结合实际对小型农村人饮工程运行管理中的一些不足与解决对策进行分

析论述,希望能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些许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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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ciencies and Suggestions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Rural Drinking 

Projects 

Wang Wei 

Water Conservancy Station of Tashi Yao and Shui Nationality Township 

[Abstract] The state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rinking water problem of rural people, and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human, material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jects. With the great concern of the state and the continuous efforts of all parties, the 

problems of drinking water difficulty and substandard drinking water quality in rural area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some deficienci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mall rural drinking project, hoping to provide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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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农

村饮水安全问题,带领、推动农村饮水工

作走过了四个主要阶段,这四个阶段分

别是从自我发展阶段、起步阶段、重视

阶段和改革阶段。我国农村饮水工作自

1949年始,到2015年时已取得了显著成

就——农村不安全饮水问题基本得到解

决。但与此同时,农村人饮工程的运行管

理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下面就相关问

题做具体分析。 

1 农村人饮工程发展历程与管

护现状 

1.1发展历程 

饮水工程是重要民生工程,饮水安

全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息息

相关。一直以来,国家都十分重视农村饮

水安全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

障农村饮水安全。我国农村饮水工作自

1949年始,共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

阶段是自我发展阶段(1949-1969),在这

一阶段,农村饮用水问题主要靠农民自

己解决,自主打井是最主要的解决饮水

需求的方式。第二阶段是起步阶段

(1970-1990),在这一阶段,农村饮水工

作被正式列入国家议事日程,国家大大

提高了对农村饮水工作的重视度,国家

对农村饮水工程的投资逐年增加。第三

阶段是国家重视阶段(1991-2005),在这

一时期,党中央将农村饮水问题纳入国

家规划,为农村饮水问题的解决创造了

条件。第四阶段为2006~2017农村饮水工

作的改革阶段,在这一阶段,国家全面启

动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农村饮水由“解

困”向“饮水安全”方向转变,即由解决

水量向水量与水质并进的安全转变。[1] 

1.2管护现状 

目前,小型农村人饮工程的管护主

要采取自管的方式,在自管的基础上,

也开展了部分专管与群管工作。自管就

是指在分散供水的基础上,由区域范围

的村民自行维护饮水安全工程,相关部

门定期到基层进行技术指导,政府给予

适当补贴。当前,农村饮水安全建成后,

一般由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等组成管

护队伍,对工程进行管护。跨村与整村

集中供水工程的管护工作主要由村民

委员会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

理资金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村集体经

济与村民投入的资金较少。资金来源整

体上比较单一,工程运行管护经费有

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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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型农村人饮工程运行管理

中的不足分析 

小型农村人饮工程的管理有一定的

独特性,这主要由农村地区的地形、经

济、交通、村落分布等特定条件来决定。

农村地区地形地貌比较丰富,山地、平

川、沟谷等广泛存在,地形地貌的丰富性

与复杂性加大了人饮工程的管理难度,

如在进行水质检测、水源管理时,一些地

区山高坡陡,导致部分机械设备、仪器设

备很难到场。另外,我国各村落的规模普

遍不大,各村零散分布,这就导致人饮工

程也散落在各处。分散的工程无法实现

集中化、统一化管理,各项管理工作只能

分散开展。规模小的村子人口也不多,

对水资源的需求少,但这些小需求又需

要满足,这就使人饮工程管理工作繁杂

琐碎,也造成工程管护资金分散。此外,

小型农村人饮工程的运行管理工作还面

临着文件材料少,工程产权不明等情况。
[3]一些地区存有一些历史遗物,农村地

区由于管护机制一直不健全,所以对有

关这类工程队的记录与资料很少,从而

无法确定权责主体。在饮水工程管理权

责界定不明确、主体责任不清晰的情况

下,运维管理就无人负责,饮水工程得不

到有效管理与充分利用。除饮水安全工

程管理职责不清晰外,农村居民参与人

饮工程管护的积极性也普遍较低。调查

发现,在农村地区,“等、要、靠”的思

想问题比较严重,一些人认识不到饮水

安全工程关系到自身及其公众利益,不

会积极主动地维护、保护饮水安全工程,

在税费缴纳方面也不够积极。 

3 小型农村人饮工程运行管理

建议 

对小型农村人饮工程的管理,主要

是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合农村地区

实际情况,构建最适合的管理模式,最大

限度提高人饮工程管理成效。 

3.1创新管理模式 

农村地区人饮工程规模小,工程又

比较分散,所以由政府集中管理的模式

并不是十分适用。那么在开展相关的建

设与管理工作前,就需通过资料调查、水

文勘测、地质勘探等工作查明供水工程

所在地以及周边的地形地势、水源分布

以及饮水需求等各项情况,在此基础上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工程建设标准与

运营管理规划,选择科学合理的管理模

式,从根本上提升农村供水工程建设与

运营管理水平。如当供水工程所处地人

口密集,距离城镇较近,就可选用集中式

供水工程建设模式,让工程所在地以及

周边群众的用水需求得到有效解决。若

供水工程所在地人口密度小,水资源含

量也相对较少,那么就可根据实际情况

建设小型的集中式供水工程或者是分散

式供水工程,在解决群众用水问题的同

时也降低环境压力,实现供水工程建设

与环境保护同步开展。[4]另外,在农村地

区,建议可实行水管所+村(农民用水者

协会)+社(用水小组)+农户(用水户)共

同参与的管理模式。在政府领导下设立

几个管理站,对农村饮水工程和各村(农

民用水者协会)、用水单位的用水进行管

理和组织协调。其次在农村也可采用阶

梯式的管理模式,建立由政府、企业以及

个人共同构成的分级管理机制,并按照

有关要求与标准对各方的管理权限、管

理内容等进行划分,让工程得到有效管

护。[5] 

3.2完善管理组织 

按照“谁受益、谁负责”的管理原

则构建管理组织,全面落实各项管理工

作。构建管理小组与管理体制时,以全

新的理念及思想为基础,在深入调研的

基础上构建管理体制,提高水利工程管

理水平。构建管理模式时,重点要提高

农村群众参与工程管理的积极性,有关

部门可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通

过全面系统的宣传教育改变群众错误

思想观念,充分认识到人饮工程对农村

及自身的重要性,意识到自己管理农村

人饮工程的义务,进而积极调动群众构

建起专门的人饮工程管理小组,切实提

高工程管理水平。有关部门可利用村务

公开栏对群众进行教育,或者是定期在

村内组织开展人饮工程管理相关会议

与讲座,不定期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

快手等平台向农民群众普及人饮工程

管理相关知识。通过各项宣传教育活动

增强群众管理意识,也提高农民群众参

与人饮工程管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

而打开小型农村人饮工程运行管理新

局面。 

3.3明确管护责任 

对于当前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与运营管理存在的管理权责不明确、各

部门互相推诿责任、协调性不高等问题,

应当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与要求,结

合农村实际情况建立起农村供水工程建

设管理责任制,按照有关规定对工程建

设与管理责任进行细化,将各项管理责

任具体落实到各部门、各人员,确保各项

管理责任都有人落实。在制定与执行分

责制的过程中,应先对各部门的性质与

职能进行调查,根据各部门具体的性质

与职能做好权限界定与责任划分,让各

部门都能各司其职。在对各部门责任进

行划分界定的同时也要加快建立各部门

间的协调沟通机制,加大各部门协作力

度,推动各部门共同解决农村供水工程

建设与运营管理问题,让广大农民群众

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供水服务。当前可

以建立基层水务管理站、服务部、农民

用水户组织管理协会等,由这些专门的

机构与部门全权负责人饮工程管理工作,

让农村人饮工程设施得到科学有效的管

护。对不同村组出现的渠道,由乡镇农民

用水户进行管理,对跨乡镇渠道由县级

部门进行管理,避免出现各部门互相推

诿责任的情况。 

农村人饮工程运行管理过程中,水

利部门、卫生部门等国家部门要运用自

身的专业优势做好水质监测,加强对水

质的管理,为农村用水安全提供保障。环

保部要加强对农村供水工程所在地以及

周边环境的监测与管理,防止饮用水水

源受到污染,确保水质达标。在监管过程

中做到重点突出,措施及时。 

3.4创新管理手段与完善资金保障 

在当前背景下,有关部门可探索引

进、应用现代计算机、互联网、多媒体、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构建信息化的

工程管理系统,运用先进技术及智能设

备对水源地进行实时监测与动态管理,

让农村饮水工程中的各项问题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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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发现与解决。相关部门可引进地理

信息系统,建立水源地基本信息数据

库、多媒体数据库以及监测信息数据库,

并以此为依托,综合分析水源地的环境

要素,实现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有效

管护。[6] 

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健全完善工

程资金保障机制。政府部门应当坚持以

人为本理念,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百姓

安居乐业,提高农民用水质量以基本目

标,在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与管理过

程中,以我国卫生部、水利部以及发改委

制定的有关要求与规定为依据,对农村

地区供水工程建设管理规划进行制定与

规划,制定编制适合农村的饮水安全工

程建设与管理规划,有效提升农村供水

工程运营管理水平。同时政府及有关部

门要能结合实际情况对工程建后的运行

管理工作建设相应的保障机制,如在政

策、资金、专业人才等方面为工程建设

管理提供一定支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农村人饮工程的建设管理,村、乡镇政府

充分发挥自身作用进行资金自筹等,为

人饮工程的运行管理提供保障。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与

发展后,我国农村人饮工程有了很大的

发展与进步,工程数量不断增多,质量

不断提高,农村群众的饮水问题基本得

到解决。但与此同时,小型农村人饮工

程运行管理中还存在缺少规范性指导

文件,工程点多面广,工程规模小,山高

坡陡,供水人口少且分散等问题。针对

这些问题,应因地制宜,结合农村地区

具体情况创新工程运行管理模式,创新

工程运行管理手段,完善运行管理保障

机制,全面提高小型农村人饮工程运行

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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