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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农村供水工程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但是，因为农村地区地广人

稀，居民生活分散，导致了农村供水工程的管线比较长，分布面比较广，供水量也比较大，因此，在

供水工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通过对目前我国农村供水工程运营管理现状的分析与讨论，提出了一些

可供参考的建议，以期推动我国农村供水工程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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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being paid 

to the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s. However, because the rural areas are large and sparsely populated, a

nd the residents are scattered, the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 pipeline is relatively long, the distribution 

area is relatively wide, and the water supply is relatively large, therefore, many problems appear in the 

water supply project.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s in China,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ural wat

er supply projec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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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阶段，农村饮水工程的运行方式主要有三种：一

种是地方政府出资建设的，它是国家的一部分，它是国家的一

部分。二是由政府和一部分民众共同出资修建的，它的资金构

成以政府为主体，民众只需投资一小部分，这种类型的供水工

程通常都比较小，可以选择的对象也比较小，所以它的管理制

度并不严格，主要是通过民众投票选举出一名监督员，或者成

立一个用水协会，然后制定一套相应的管理制度，并选出一名

专职的管理者来进行管理。 

三是由政府提供适当的补助，并与公众共同筹集资金，建

立一种集中式供水系统，这种系统一般采用的是企业化的方

式，按照出资人的投资比例进行股权分配，建立一种拥有法人

资格的供水站，由公司法人来管理和管理。 

1 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现状 
2018 年 10 月 11 日，水利部、国务院扶贫办、卫生健康委

在京联合召开实施水利扶贫三年行动暨坚决打赢农村饮水安

全脱贫攻坚战视频会议，要求各地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水

利扶贫，狠抓工程建设，强化运行管理维护，到 2020 年全面

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为此，山东省提出了“两年内农村饮水安全”的目标，并

提出了“两年内实现农村饮水安全”的目标，并提出了“两年

内完成的目标任务”。A 市政府要求，一定要坚持按照城镇自

来水的标准，按照城乡供水一体化的理念，在两年内，通过新

建、改扩建等方式，投入了将近 56 亿元，进一步提高了全市

农村饮水质量，保证了“从源头到龙头”的农村供水质量。 

到 2020 年年底，A市实现了 93.15%的规模供水率，98.14

%的自来水普及率，99.28%的供水保证，35 座新的和改扩建的

水厂，涉及到 4054 个村，涉及到 346.57 万人。到现在为止，

全市已有 866 万居民从规模供水中获益，水的达标率和保障率

得到了全面提高。 

2 存在的问题 
2.1 项目缺乏总体规划，工程建设情况复杂 

与以前的城镇供水工程相比，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具有许多

不同之处。在项目规划设计的早期阶段，由于设计所需要的信

息并不完备，在设计的过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所以，

规划设计人员经常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作为一个单元来进行

布局，缺少对整个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整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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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房屋是非常分散的，同属于一个行政村的少数房屋，

由于自然的原因，或者是由于公路维修，或者是兴修水利设施

等工程，而与本行政村的集中居住区相距很远。因为在设计的

时候是以村庄为单元，而且后期的运营和管理工作不能统一，

所以管理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也不健全，使得一些偏远地区的

居民住宅不能与相邻村庄的供水系统相连接，只能舍近求远地

与行政村的供水系统连接，从而导致了项目施工的时间和成本

的增长。 

2.2 缺乏专业队伍，后期运行维护管理跟不上 

按照水利部《进一步加强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护工作的指

导意见》中的要求，要确保农村饮水安全，必须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全面负责。山东省水务局颁布的《山东省农村公共供水

管理办法》，对于擅自改变、拆除公共供水设施，以及擅自接

入公共供水网络的行为，由有关部门责令其停止使用，并采取

相应的补救措施。一方面，我国农村供水点多面广，导致国家

对农村供水产业的监督管理力度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的生活用水量很少，而且在此之前，

他们可以通过自备井来满足日常生活饮用水的需要。因此，在

农村地区开始有偿供水、计量收费之后，往往会发生一些故意

损毁农村供水管网、盗水偷物的违法行为。目前，我国农村饮

水工程建设已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缺乏有

效的执法手段，导致了对这些工程建设项目的管理和维护费用

的增加。此外，我国许多农村虽然设有“水管员”，但因其分

布范围广、线路长度大、水源容易受到损害等特点，加上农村

工作人员因自身专业知识不足，在设备运营与管理方面存在不

足，缺少有效的管理经验与技巧。 

2.3 后期运行维护费用高，资金投入缺口大 

在农村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比较复杂，供水工

程点多线长，因此，一些农村居民对供水工程后期维护的重要

性没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其维护、管理、运营成本比较高，

设备的更新、维修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是一个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我国农村居民用水偏少，水价偏低，不能支持城市

供水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各级财政投入较少，农村集体经济财

力相对不足，没有引入市场机制，缺少一条长期的运营和维护

成本的渠道，很难保证农村饮水工程的后期运营和维护成本。 

3 供水安全保障工作思路 
3.1 出台相关政策，加强规划建设运营管理 

一是要制定完善的政策制度，强化城市规划、建设和运行

管理；A市政府发布了《A市农村供水管理体制改革指导意见》、

《A 市国有农村供水公司企业标准化指南》，对 A 市农村饮水

安全工作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资金来源、实施步骤、保障

措施及操作规范进行了明确。 

县、乡镇（街道）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的规划与管理，建立健全的规划机制与管理制度，制订出

一套切实可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规范建设程序与标准，

强化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监管。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的投资力度，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过程中，

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来支撑，因此，政府要利用各种渠道来筹集

资金，包括国家财政、社会资本等多种形式的融资，来保证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能够顺利进行。 

以往农村饮水工程多由政府投资管理，目前 A市各地政府

已将整合后的涉农资金、土地出让金等资金，在各自的区域内，

通过合并或新成立的国有自来水公司，与金融机构进行对接，

争取国家债务、银行贷款，并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补贴。以 A市

L 区为例，L 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为例，该项目由 A 市水

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其中，中央财政补贴 571 万元，企业通

过市场运作筹集了33297.11万元，项目总投资33868.11万元。 

3.2 建立新型农村供水管理体制，提高运营标准 

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以国企为主体，通过国企的公益

性、稳定性来提升供水管理、供水服务、应急保障等方面的能

力。 

二是规范水公司的经营，在公司内部建立起管理科学、价

格合理、服务到位的公司经营体制，形成一套可持续的水公司

经营管理模式，推动乡村水项目按照市场导向，良性发展，逐

步推进乡村水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规范化、长效化，形成

以水养水、以水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3.3 加强专业技术人员能力建设，提高维护标准 

一是加大培训力度，通过多层次的全国、省、市、县各级

各类水质管理培训班、专题讲座，提高了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

提高了业务水平。二是加大知识宣传力度，政府要加大对农户

的宣传力度，让农户掌握科学饮水的知识，加大对农户饮水安

全的宣传力度，使农户对饮水安全问题有更好的认识，并给予

相应的关注。 

三是要加强评估和管理，加大对农村饮水工程专业技术人

员的评估和管理力度，要建立评估体系，落实饮水安全和工程

运行安全的责任，使其发挥作用，为保障农户饮水安全做出贡

献。四是要大力发展新技术，要主动学习、借鉴、借鉴、引进

先进的水处理设备，使饮用水质量达到稳定、达标，从源头上

保证农村饮用水的安全。五是要提高基层干部的工资水平，充

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并引进一些有能力、有能力的人来

从事农村饮水安全工作。 

3.4 强化农村饮水安全监督管理，提高监管水平 

一是要健全法制和制度，并要有完善的监管制度。建立健

全的法律体系，对行业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权力进行明确，将国

家、省、市、县多层次监管有机地结合起来，将行业监管与其

他监管有机地结合起来。要从行业主管部门、供水企业、用水

户三个层面上，强化农村用水监督管理。 

二是要加大对水环境的保护力度，增强农民对水环境的保

护意识，采取切实有效的水环境保护措施，防止水环境的污染。

依法查处非法排污行为，确保了水源地的安全与稳定。 

三是加强信息化、智能化和智慧化的建设，加强日常监控

和管理；充分利用物联网、政务云等载体，构建由水源地、水

厂、管网、用水户、智能缴费等多模块组成的农村供水信息化

监管平台，强化各地、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机制，提



工程管理 
第 4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38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升监管效能，实现从“源头到龙头”的全程信息化监管，并逐

渐构建出“互联网+农村饮水安全”的新模式。同时，定期对

水源、取水口、水厂出厂水及输水管网水的水质进行检验，以

保证饮用水质量达到 GB5749-2022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

要求。 

4 农村供水全流程智慧化管理系统建设 
按照农村供水数据管理和业务管理的需要，从下往上将农

村供水工程信息化系统技术架构分为基础层、传输层、数据层、

服务层和应用层。 

 

4.1 基础层建设 

基础层实现了对与农饮水有关的设备原始数据的感知和

采集控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了供水基础数据、设备感知数据、

水质监测数据、用水数据、监控数据以及地理信息数据等。信

息感知采集是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通过采集、监测和传输的

方式，来完成对农村饮水所涉及到的水厂、水源地、管网、供

水设施、计量设备等供水全过程的基础数据和在线运行数据。 

4.2 传输层建设 

传输层以移动互联网技术、网络安全管控为基础，与各级

平台数据采集、传输、访问等环节的差异化需求相结合，构建

出一个能够覆盖农村供水区域的分级网络传输环境，将 GPRS、

5 G 等无线传输网络及互联网、光纤、专网等有线网络相结合，

将感知信息传输到各级农饮水智慧管理平台，从而保证各个管

理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4.3 数据层建设 

数据层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构建出一个统一的数据资源

标准，并构建出一个数据资源管理体系，从而可以对农村供水

智慧化所涉及到的各种相关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存储、共享和

应用，并对数据中所包含的应用价值进行深入地挖掘。该系统

包括数据治理，数据层次存储，数据集成服务等模块。 

4.4 服务层建设 

服务层以中台技术为基础，从顶层规划设计入手，实现业

务功能的一体化发展，以实现对因业务需求改变而引起的系统

功能变更的快速响应，从而减少了系统的智能化研发费用，并

为各个业务单元的系统应用提供了一体化的业务服务。 

4.5 应用层建设 

以计算机软件及移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为基础，以客户

端、网页端、移动端等不同平台为基础，开发出一套以客户端、

网页端、移动端等为基础的业务应用软件，并以各级管理部门

的实际业务管理需要为依据，来设计和构建出能够满足需要的

软件功能。 

5 结语 
农村饮水安全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十四五”期间，

还将以现有的农村饮水安全建设成果为基础，以县级为重点，

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巩固和提升工作，进一步提升农村饮水安

全。通过对农村供水的运行和维护进行精细化监管，这也一定

会提高农村供水的安全系数，提高水务社会化综合服务能力，

让农村用水用户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在它的建成

之后，对它的运营、管理、维护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与广大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有着直接的关系。下一步，A 将

持续推动以国家为主体的新型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和经营方式，

强化主管部门的监督职责，加强对水的质量管理，提高对水的

使用和管理，保证水的供应，改善水的品质，使广大的农民能

够用上放心的水和满意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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