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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地区在我国的分布范围很广，农村地区的环境与卫生问题是目前 大的问题，也是我国

发展中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对这种情况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

提高我国的饮水安全。文章从人居环境建设入手，重点对我国农村饮水安全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我国

农村饮水安全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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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area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our country, and the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proble

ms in rural areas are the biggest problem at present, and it is also a major problem that must be fac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Start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this paper fo

cuses on the safety of drinking water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for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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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安全问题历来是人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近年来，

我国许多农村饮水工程的建设也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但同时，

我国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却并未得到很好的改善，对于这个问

题，学界也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但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因此，积极地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途径。

对于农村饮水安全，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技术上对饮水工程的建

设与管理进行了研究，并在理论上对保证饮水安全的长效机制

进行了探索，或者就特定地区饮水安全中出现的问题，给出了

相应的解决办法。因此，对我国农村饮水安全的研究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要把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与乡村聚落空

间发展趋向、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密切联系起

来，以达到“两个转变”；第一，从系统的角度看，从单纯的

解决农村饮用水问题转向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其次要在发展方

式上进行创新，使农村饮水工程从“粗放式”发展到“集约式”。 

1.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简述 

农村人居环境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社会、地理、生态等

多方面的综合反映。在此基础上，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农

村人居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构建适合农村居住的适宜性人

居环境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78 年建立的联合国人

居环境中心于 1976 年、1996 年分别举行了 2 次人居会议，19

96 年《伊斯坦布尔宣言》明确提出可持续人居环境发展观，并

强调要努力实现城市、城镇、乡村各级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

城乡发展相互关联，除提高城市人居环境外，还应努力为农村

地区提供适当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机会。近年来，随着

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关注程度的提高以及人类对生

态环境的日益重视，各国政府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低碳经济时代

的乡村人居环境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政府逐渐认识到

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至关重要性，因此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

可以被视为对乡村人居环境进行全面的重构
[1]
。 

农户享有获得安全饮用水的基本权利，这也是乡村人居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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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自

然条件恶劣、社会经济欠发达、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等原因造成

了农村居民普遍缺乏对自身健康负责的观念和态度，导致其在

饮用水方面存在着诸多安全隐患。乡村人居环境的终极目标在

于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适宜生存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而获得

安全的饮用水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前提，也是实现乡村人

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和突破口。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出

现了饮水不安全形势，影响到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制约着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因此加强对乡村供水设施与水源保

护工作势在必行。通过综合治理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优化居住

空间布局，提升农户生活质量，维护身心健康，增强环保意识

和合作意识，从而为全面建设乡村人居环境奠定坚实基础
[2]
。 

2.人居环境建设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第一，解决农村饮水问题的途径比较单一；解决方法则是

在农村打井、建水厂。从整体上看，我国城市集中供水的规模

不大，乡镇和乡镇之间的水厂数量不多。把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纳入到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体系中，能够充分发挥其系统功

能，更加全面、彻底地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第二，目前我国农村饮水工程常常忽视空间布局。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是一个综合性的、技术性很强的项目，也是保证农

村饮水安全的关键。我们可以看到，在农村饮水工程建设方面，

有很多技术方面的研究结果，但是在空间布局方面，我们却很

少讨论。农村饮水工程是人类活动在区域内的一种反映，它的

空间格局对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长久以来，我

国农村饮水工程的空间布局一直没有清晰的规划，加之当地政

府的建设资金不足，基本都是在哪里资金到位就在哪里进行，

没有充分考虑到地区村镇的空间结构发展趋势，导致许多饮水

工程因未达到 低利用人数的阈值，而处于亏损甚至破产的境

地。在资金安排上，政府常常是以受益面积 大为基础，修建

了大量的分散供水工程，而很少有集中供水工程
[3]
。一方面，

这会导致饮水工程的质量很低，另一方面，不能实现修建一处、

完善一处、发挥效益的目的。为此，为改变目前粗放式的农村

饮水工程建设方式，需要以农村居住环境的体系功能为切入

点，创新思维，关注农村居住空间发展趋向，走集约发展的道

路。 

第三，我国农村饮水安全面临的两难境地，是多种因素共

同作用的产物。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农民行为的变异，

居民的环保意识不强，政府对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力度不够。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对生活空间的个性化、多元化需

求日益增长，导致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呈现出“粗放型”的发展

态势，使得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建设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农

民的生产行为是导致我国农村饮用水水源地污染的主要原因，

随着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我国农村地区的地表水已无法直接

饮用，且地下水的浅水区污染日趋严重
[4]
。农民对生活垃圾和

污水的处理方式、能源的使用方式、耕作方式等，都会对农村

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从而导致饮用水不安全。而农户的环保

意识的淡薄，更是增加了农村饮水不安全的概率。根据实地调

查，农户对化肥农药污染环境的认识水平很低，大多数农户只

知道一些或者根本不知道化肥农药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因此，

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饮用水的安全不仅是技术上的问题，更

是一种经济、社会上的问题
[5] 
。 

3.人居环境建设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对策 

第一，要转变就事的传统思路，把饮用水安全看作是农村

人居环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并在充分发挥农村人居环境建

设的整体作用的同时，推动各子系统功能的不断优化。例如，

对农村生活设施进行综合改造（厕所、厨房、水井、畜圈等），

以提高农民的生活用水水平；以村为单位，以村为单位，引导

农村居民适度集聚，提升农村饮水工程利用率；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以社区为中心，以提升农民环保意识为中心，以确保农

村饮用水水源地的安全
[6]
。 

 

第二，农村饮水安全是一种“民心工程”，它的终极目标

是使农村所有人都能喝上好水，但从实际情况看，要做到“一

村一工程”是不可能的。为保证有限的投资得到有效的使用，

必须对农村饮水工程进行全面的规划和合理的设计。如何对农

村饮水工程的空间发展进行科学预测，以水工程为导向，以水

环境为导向，通过水环境的调控，提升水环境的利用效能
[7]
。 

第三，饮水工程的良好运行，既要有一定的用户规模，又

要有相对集中的用户群体。因此，要对农村饮水工程的发展进

行科学的预测。村落发展趋势的预测，不能只依赖村落的人口

数据，更要充分考虑村落的未来常住人口，才能准确掌握村落

的发展速率与扩展趋势。村庄规模的变动，主要是由居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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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街区消防控制室设置情况 

5）其他消防设施 

在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系统方面，街区因地制宜地选用

了不同类型的控制与供电方式。考虑到室外道路错综复杂，

还设置了室外消防疏散标识系统，以便游客快速疏散至安全

地带。 

此外，提出按照文保级别分级配置灭火器，以及二层及以

上楼层配置“消防逃生四小件”的要求，方便扑救初起火灾，

帮助人员疏散逃生。 

4 灭火救援 
1）消防站 

街区采取“消防总站—微型消防站—消防救援点”的方

式进行三级布防：消防总站统筹指挥街区灭火救援工作；各

微型消防站分设于各个区域，负责各自区域的灭火救援工

作；消防设施放置点按照“三分钟取用”原则分布于街区各

处，放置灭火器材供扑救初期火灾时使用。 

2）消防道路 

街区内巷陌狭窄、水路纵横，为保护街区传统风貌，有

效利用现有救援空间，将消防道路分为陆地消防通道与水上

消防通道两个救援体系。陆地消防通道分为消防车道、一级

消防摩托通道、二级消防摩托通道。水上消防通道供救援艇

行驶，沿途利用街区原有河埠头设置供消防挺锚定、登陆的

码头。 

5 结语 
历史文化街区具有及其珍贵的保护价值，也留有多处尚

待解决的消防问题，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和管理压力。考虑

风貌保护的需要，这些问题难以直接套用现行消防标准，因

而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消防安全提升工作提出了更高、更细、

更复杂的要求。在开展改造的过程中，要充分做好实地调

研，根据街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造

策略，合理有效地向现行规范靠拢，使相关开发建设符合实

际防火需求和现行消防法律法规的需要，更好地实现城市和

谐发展、有机更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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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空间行为所导致，尤其是居民的生活迁居行为，更是影响其

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
[8]
。因此，需要对农村未来流动人口的数

量进行全面的预测。影响农户迁移的因素很多,宏观上,有制度

变迁因素,城镇化水平因素以及社会经济条件。从微观角度来

看，农户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大小都是影响农户收

入的主要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

完善，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农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的

居住空间迁移的可能性变得更大，而且具有更强的空间流动性。 

4.结束语 
在我国的乡村发展与建设过程中，饮水安全问题始终是相

关部门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将会给乡村的生态环境与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的负面影

响。本文将对东北地区目前所面临的饮水安全问题及相应的对

策展开简单的分析与论述，以期为相关部门的工作提供一些参

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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