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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排水管理进小区是将住宅小区、工业区、商业区、商住两用区、公共机构和城中村的排水管

网纳入统一维护管养,以改善和提升城市水环境质量为核心,从“投资建设为主”向“投资建设与运维管

理并重”转变,推进小区排水管渠专业化、精细化、系统化管养,进而解决排水管理“ 后一公里”问题。

寻求并建立规范的运营管理模式,有利于理顺小区排水管理体制机制,巩固提升正本清源成效,实现小区

污水源头全分流、全收集、全处理。本文将结合工作实际,就如何建立整套排水管理进小区运营管理模

式进行探讨,同时提出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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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drainage management into the community is to integrate the drainage pipe 

networks of residential quarters, industrial areas, commercial areas, dual-purpose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areas,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urban villages into the unified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With the 

improvement and improvement of urban water environment quality as the cor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oriented" to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oriented" will promote the specialization, refinement and systematic management of drainage pipes 

in the community, so as to solve the "last kilometer" problem of drainage management. Seeking and establishing 

a standardized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 is conducive to straightening out the drainage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the community, consolidating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ectifying the source, 

and realizing the full diversion, collec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sewage source in the community.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how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set of drainage management into the community operation management 

mode, and put forward specific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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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要

求,排水管理进小区工作率先于2019年11月份在深圳市启动。小

区排水管渠的进驻管理,有助于推进小区排水管渠专业化、精细

化、系统化管养,有利于提高污水收集率和雨污分流率。通过建

立规范化的小区排水管网运营模式,寻求适用于小区排水管理

的正确方法,将政策落地、标准统一、成本降低,以实现长效管

理,确保水污染治理成效,实现河流湖泊长治久清的远期目标。 

1 工作成效与影响 

1.1工作成效 

将排水管渠管理专营权授予专业化的管养单位,通过移交

接管,将现有存量排水管网通过签订委托运行管理协议的方式

移交给专业管养单位；开展首次进场工作,组织人力物力对小区

开展首次清疏、检测、测绘及维修工作；规范日常管理,将小区

排水管渠管养纳入常态化管理,使小区管理可持续化、规范化。 

1.2社会影响 

排水管理进小区工作经费区政府保障,无需居民、企事业单位

和物业管理公司承担任何费用；专业管养单位只接管小区排水设

施工作,设施产权仍属于小区业主；管养单位提供专业化服务,检

测修复“带病管道”,消除地面坍塌隐患、疏通堵塞管道、规范排

水行为、处置小区积水等,对建立全链条、全覆盖、一体化、专业

化排水管网体系,早日实现小区“污水零直排”有着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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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小区运营模式的必要性 

2.1适应高标准下的管理要求 

从简单的日常运营工作向以确保水质达标、雨污分流长效

管控为目标的工作转变过程,标准不断提升,单一的管理手段无

法适应日益深化的治水提质管理要求。 

2.2打造区域特色的管理标准 

形成体系化、流程化、规范化的管理标准,将小区排水管渠

管理纳入统一标准,打造区域特色,将管理经验加以拓展应用,

有利于管养工作长期稳定开展。 

2.3探索新型城市的管理模式 

通过不断实践总结,管养单位逐渐掌握小区排水管渠的运

行状态与自身管理水平,为逐步实现消除污水直排、削减雨天溢

流、提升污水收集率提供参考,探索生态化新型城市管理模式有

着重要意义。 

3 运营模式的建立 

3.1细化管养工作范围 

2019年起,全市统一开展“水务管养进社区”工作,将水务

管养队伍进驻社区,实行“划片管理、网格服务、定点管控、责

任到人”。实现排水管理进小区,将管养范围从市政管网、城中

村管网,进一步延伸至住宅小区、工业小区内部,对私人建设和

公共区域的排水管网进行管理,实现从源头进行全面管控。 

细化明确服务范围及管渠设施,实现“管养兜底”,避免出

现因找不到主体而出现的管养缺位、责任不清的问题；开展内

部宣贯,强化员工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水务设施管理的主人翁

意识。 

3.2规范小区排水宣传 

通过多渠道、广受众的方式开展规范小区排水宣传工作。

制订宣传工作专项方案,采用登报、公众号、媒体的方式,宣传

小区工作政策宣传、取得成效、案件处理等成果；采用小区走

访、驻点服务、深入业主等方式,实现“真进真管”,主动开展

巡查、维修、清淤、检测等工作,解决小区排水的实际问题,同

时加以宣传；采用印发宣传海报、手册等方式,规范小区排水行

为,制止不良排水行为；协助用户加装预处理设施、开展法律宣

传等方法,多管齐下,向小区居民普及排水知识,使惠民工程深

入人心。 

3.3管理工具及方法 

3.3.1排水管理一张图 

实行小区网格化管理,划分管理范围,绘制小区分布“一张

图”。将住宅小区、工业区、商业区、商住两用区、公共机构和

城中村的范围线在CAD图中按类型绘制,标记名称及编号；绘制

排水网格“一张图”,根据排水管理网格将小区进行划分,实现

管理范围明晰、管养责任划分明确,基本信息统计全面,管养资

源合理配置；绘制水务设施“一张图”,统计并标明小区范围内

排水户数量及范围、雨污水管渠位置及长度、附属设施数量及

“三池”数据信息。通过绘制图纸,将小区管理设施管理逐步细

化,形成以图纸为基础的管理方法。 

3.3.2规范管理一标准 

统一小区管网管理标准,建立以管网巡查、排口巡查、管道

清疏、防洪排涝、涉水违法协同处置为基础,错接乱排长效管控、

面源污染长效管控、预处理设施核查及技术服务、排水许可证

办理全流程服务、高危排口溯源及全流程督办、正本清源效果

督导为提升的“6+6”强化型管理标准,并根据实际工作制订作

业指导书、操作流程、工作手册及作业表格。 

3.3.3智慧管控一平台 

图 1 在线工单管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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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智慧工单系统管控,建立在线工单信息管理平台,对于

发现的隐患及时上报并处置。管控平台以内部系统为基础,依托

市、区两级开发建立的各类智慧化工具,将资源进行整合,将服

务汇集至统一管控系统,搭建智慧管控中心,是小区管理信息化

的重要手段。 

3.4示范小区的建立与推广 

3.4.1示范小区的建立方法 

提高小区排水管理质量,树立公司品牌形象,形成示范效应,

在辖区内分别选取6类特色小区打造示范小区。示范小区的建立

应完善基础信息档案、完成缺陷整治、统一设施标识、接驳点

水质监测。建立完善的小区档案,编制“一户一册”,涵盖排水

信息登记信息、排水户明细台账、排水设施平面图、委托运行

管理协议、供水保障协议及移交设施清单等；完成小区隐患整

治,包含雨污管渠缺陷整治、防坠落设施加装、雨污分流工程整

治等；统一标识标牌,完成井盖、化粪池、雨水口等设施的地面

标识,雨污立管标识,示范小区公示牌及展板等；开展小区污水

总口水质监测,连续取样并监测COD、氨氮等指标并做好数据统

计,并在管养一定时间后做具体数据分析对比。 

3.4.2示范小区的推广计划 

总结经验示范小区管理经验,将以上示范小区工作名录融

入小区台账中,将示范小区应开展的工作推广至全部小区并实

现动态管理。通过制订推广计划,以逐步实现小区排水规范管理

顶视化、模块化、动态化。 

3.5深化日常运营管理 

3.5.1日常计划的制订与实施 

通过小区的首次进场,将清疏、检测、测绘、修复一次性完

成后,随即应按计划开展小区的日常管理工作。管网巡查、清疏、

检测及普查需制订相关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日常维修常态化

管理,确保电子资料完善与存档；完成全部排水户调查,运用信

息化手段进行动态管理,制订排水户周期巡检计划并组织实

施,更新排水户数据；雨污分流的长效管控、预处理设施的核

查及技术服务、排水许可证办理、正本清源效果督导配套巡

查计划开展,并形成专项成果；制订一线人员技能培训计划并

组织实施。 

3.5.2应急处置的迅速响应 

建立协调机制,与社区工作站、街道办、水务设施主管部门

对接,发现问题做到迅速响应,信息报送及时准确,联合执法不

留死角；按要求准备管养物资、车辆,配备足量且高素质的管养

人员,确保案件处置及时率；每年开展不少于1次相关培训和联

合演习。 

3.6创建“污水零直排”区 

为便于污水零直排区的创建和评估,共划分污水零直排区、

污水零直排小区两个层级。 

3.6.1建立“污水零直排”小区 

将住宅小区、工业区、商业区、商住两用区、公共机构和

城中村的用地红线或管理线作为边界划分为一个独立的污水零

直排小区,结合排水管理示范小区的要求,创建“污水零直排”

小区。以摸清小区内建筑物和排水户、开展排水户动态管理、

实现排水(污)许可全覆盖、理清小区排水管网并入库管理、完

善雨污分流管网系统、确保雨污水分流收集与接驳、达标规范

排放。 

3.6.2建立“污水零直排”区 

以“污水零直排”小区为基础,按雨水排放口为终点划分的

汇水区为依据,将一个或若干个相邻的雨水分区作为一个“污水

零直排区”,面积在2-5平方公里。确定污水零直排区边界,实现

市政雨污分流管网全覆盖、完成错接乱排整改、消除截污设施、

落实面源污染长效管控、确保晴天污水零排放、雨天排水浓度

满足要求为目标,完成建立“污水零直排”区。 

表1 排水管理进小区运营管理评价指标

项目 内容说明 首次评分方法

巡检周期 小区每月巡检次数,基准要求为 2次/小区·月 月度≥8%,1分；5%~8%,0.8分；＜5%,0.5 分

管道疏通率 疏通排水管道长度与总管长之比 月度≥3%,1 分；＜3%,0.5分

附属设施清掏率
排水检查井/雨水口(含连接管)的清掏/检查数量

与全部附属设施数量之比
月度≥2%,1分；1%~2%,0.8分；＜1%,0.5 分

雨污分流率 小区雨污实际分流管网长度与总管长之比 ≥90%,1 分；80%~90%,0.8 分；＜80%,0.5 分

污水收集率 小区总口污水排放量与小区污水产生量之比 ≥90%,1 分；80%~90%,0.8 分；＜80%,0.5 分

零直排小区创建率 已达到零直排标准的小区与全部小区数量之比 ≥10%,1 分；5%~10%,0.8分；＜10%,0.5 分

处置及时率 及时响应并处置的突发案件数与案件总数之比 ≥90%,1 分；80%~90%,0.8 分；＜80%,0.5 分

公众投诉率
有效公众投诉排水管网案件的数量与接收的全部

案件数量之比
≤10%,1 分；10%~20%,0.8 分；＞20%,0.5 分

投诉处置率
已处理的公众投诉案件数量与全部公众投诉案件

数量之比
≥95%,1 分；85%~95%,0.8 分；＜85%,0.5 分

社会满意率 采用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的方式对服务进行测评
根据满意度测评得出测评结果,满意1分,基本满

意0.8 分,合格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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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工作流程 

3.7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3.7.1制订评价指标与标准 

构建评价方法,更好地对小区排水管网的运营管理情况

进行客观评估,为提高运营能力提供快速优化方案,实现自我

评价和自我激励的功能。选取10个简单易用的评价指标,采用

标准值法,即根据已有的数据与管理经验,由管养单位自定义

标准值范围,并根据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整给出首次评价标

准参考值,标准值可在首次评分后动态调整。通过评估,有利

于掌握管网的运行状态与服务水平,为下一步工作与强化管

理水平提供参考。 

3.7.2评价指标的应用 

选择的10个评价指标,满分为10分,8分以上评价为优

秀,6-7分合格,6分以不合格,在进小区管理初期采用此方法

快速评价管养单位的管理能力和存在欠缺。在管理不断深化

的未来,逐步加入新的指标,以不断完善评价体系。上述定义

指标标不具有强制性,仅为管养单位内部使用,将指标数量和

标准尽早固化,统一标准,为自身管理水平的横向对比提供参

考依据。 

3.8数据收集与分析 

管养单位对于排水管网的运营均已采用资产化管理模式,

通过大量积累,以妥善完成数据的收集、统计、分析、决策、检

查等工作。在信息化时代,智慧水务管理手段同样大量运用于排

水管网管理领域,在智慧管理平台功能实现功能全覆盖之前,可

运用简易工具,实现资产管理可视化。运用在线文档工具收集实

时数据,使用Power BI工具开发功能,实现排水设施固有属性、

运营维护管理属性的动态管控。 

4 运营模式的提升 

4.1绩效奖惩机制 

小区管网具有设施量大,管理要求高,需投入资源多等特点,

对设施的管理效力将体现在对人员的管理上,将管养工作类型

高度融合为工作清单,制订 低作业标准值,通过纸质记录、管

控系统进行数据收集并分析,制订合理的工时定额,读出每个

小区设施管理难度以及作业人员的工作情况。对于现状情况

较好的小区,分配管养人员的盈余管理时间完成其他小区的

工单并予以奖励；对于管理情况不善且散漫懒惰的管养人员

予以惩罚等。 

表2  工时定额参考表 

类型 项目名称 工作内容 工时

设施

巡查

巡查异常上

报

对排水管网及排放口进行日常巡查,

及时系统上报异常情况
0.20

阀门井揭盖

检查

揭盖检查排水检查井,上报井内情况,

处置简单事件
0.20

违章

处理

在建工地巡

查

工地日常巡查,开展发放告知函、协助

违法查处、排水户信息更新等工作
0.50

第三方破坏

管道处理

追溯第三方破坏排水管道,配合原因

调查及执法工作及处罚工作
4.00

GIS

核查

管线核查1

公里

核查管线的位置、属性信息,开展排放

口溯源工作,上报问题并更新数据
2.00

排水检查井

核查

核查检查井、雨水口的位置、属性信

息,上报问题并更新数据
0.20

清疏

工作

排水管道清

疏 1公里

对排水管道开展日常清疏工作,保留

操作前后的照片、计划表或派工单
5.00

防汛应急清

掏

暴雨前后对内涝积水点周边检查井、

雨水口等设施开展应急清掏工作
0.20

管控

服务

水质管控服

务

错接乱排、面源污染的长效管控、正

本清源效果督导工作
0.50

预处理设施

服务

排水许可证办理、预处理设施设置的

宣传与指导工作
1.00

 

4.2“阿米巴”经营 

“阿米巴”经营是将组织划分成一个个小的团体,各自独

立核算,同时在内部培养具备经营者意识的领导人,实现全员

参与经营模式。将其运用至进小区管理工作中,主要采用以下

方式。按职能划分阿米巴组织,将一个或多个小区的管理组建

立为阿米巴,成为能迅速就对变化的柔性组织,将其挂接在某

一支撑阿米巴经营的管理部门,如将小区巡查组、处置组挂接

在辖区管理所或分公司；建立“单位时间核算制度”和“经

营考核体系”,核算小区设施量使运营费 大化,根据实际配

备资源使费用 小化,单位时间核算 大化(总产值-费用/总

时间),即时掌握各阿米巴组织的收支情况,提高全员核算意

识,提高工作效率。 

在实现全面智慧化管控的基础上,将全部小区按分街道、网

格化等方式建立阿米巴并独立核算,成为绩效管理的提升手段,

实现全面经营、协作共赢、自发经营,使进小区管理更加科学、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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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阿米巴”经营七大特点 

5 结语 

“排水管理进小区,政府出资,人人受益”,为落实管理政策,

管养单位应发挥专业优势,配置各种资源,强化管理和技术力量,

探究适用于小区排水管网的运营模式并加以应用,同时开辟新

的管理路径,融入新技术、新方法,从源头做起,告别小区管网维

护缺位,改善居民生活水环境,确保河道水质稳定达标,污水厂

进水浓度稳定提升,打造一流滨水生态空间,让城市因水而美、

产业因水而兴、市民因水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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