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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农村人饮工程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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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生产

生活用水量在逐渐升高，但山区农村饮水工程，原有水池年久失

修，管道破损、淤堵等因素导致输水能力差，无法满足当前农村

生活用水；工程设施长期的管理不当，水源点有效保护的缺失，

对现有水资源利用率低下等因素，已经严重影响农村饮水安全。

饮水安全不仅是“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内容，也是建档立卡户

脱贫五条标准之一，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及时开展农村人饮巩

固提升工作是困难群众脱贫的基础，也是下步乡村振兴建设稳

步推进的保障。所以农村人饮工程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建设

过程中都发挥巨大作用。此次选取云南省某山区农村为对象进

行分析。

1 山区农村人饮工程情况
1.1 水源情况调查
此村地属喀斯特地貌，典型的高原山地构造地形，山高谷深，

江河切割，地势陡峻，海拔高差大，立体气候十分突出，总体气候

特征为春晚、夏短、秋早、冬长，降雨充沛。但是由于保水能力较

弱，水循环不活跃，导致水源点出水极不稳定，水资源匮乏。主要

借助地面水，地表径流，和降雨降水作为人畜饮水的主要水源，

此类水源的水质和水量受气候影响，枯水期水量小，丰水期水量

较大，流速较快，水质较混浊，含泥沙杂质较多，容易造成水管淤

堵，水池杂质沉积严重；其他零星水源点主要是以山泉水为主，

虽然出水量较稳定，水质较好，但是出水量小，出水点地势比较

低，无法自流饮水，又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无法满

足群众用水需求。

1.2 饮水工程设施情况调查
现有成规模的蓄水池有 12个，水池盖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无法完全遮盖检修口，大部分蓄水池内有枯枝落叶漂浮，池底有

泥沙淤积的情况，出水管不同程度淤堵，无法正常向用户输水；

蓄水池池身都有不同程度的渗水情况，蓄水能力较差。输水主管

道长 106km，管道有不同程度老化，管道接口不规范，有渗水现

象，且存在主管道上有直达农户家的分管，造成严重的水头损失，

到达分蓄水池水压过小。农户自建的蓄水池若干，入户管道若干，

管道埋设混乱，部分管道裸露在外，未进行掩埋，遭受人为破坏

严重，而且接管不规范，大管套小管，接头处渗水严重，造成水资

源浪费。

对比云南省发布的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的标准：①水量。
年均降水量不低于 800mm 的地区，每人每天可用水量不低于
35L；②水质。千吨万人以下集中式供水工程和分散式供水工程，
饮用水无肉眼可见杂质、无异色异味、用水户长期饮用无不良反

应；③用水方便程度。取水水平距离不超过 800m、垂直距离不超
过 80m，或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 20min；④供水保证率。千吨
万人供水工程保证率不低于 95%，其他供水工程供水保证率不
低于 90%。目前的饮水工程设施无法达到安全饮水的标准，影响
脱贫攻坚工作，所以急需对农村饮水工程进行巩固提升。

1.3 农村人饮巩固提升工程实施情况
通过前期调查，再结合当地村民用水实际和用水习惯，经过

规划设计和工程实施，此次巩固提升工程，由新增的 4个地势较
高，水量较大，出水较稳定水源点和零星山泉水水源点 13个，作
为全村 1082户 4237人的供水水源。对现有的 12个蓄水池进行
全面清洗消毒、对有渗水问题和水池盖破损的水池进行维修，同

时对出水口和进水口管道进行更换，清理主管的多余管道，整理

入户管道，规范铺设到户，并安装水表。新修蓄水池 17个，安装
过滤池和消毒设备各一个，安装和更换老旧管道 212.7km，同时
充分利用现有水池，将各新旧水池互通互连，形成水系网，在全

村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运行办法，解决全村饮水安全问题。

2 工程建设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2.1 工程建设不规范，工程使用效果达不到预期
农村饮水工程建设点分散，投资不高，需要群众投工投劳建

设。一般多由当地零散建筑工人修建，水池修建较为粗放，虽然

有水池施工图，但采取非专业队伍建设，施工工序、材料质量均

摘 要：山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重点、难点问题之一，保证饮水安全是打赢脱贫攻坚的重要基础，农村
由于各种饮水设施构建不够完善，加上管理缺失，因此容易出现饮水安全问题。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山区农村人饮
工程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本文主要分析如何实现山区农村人饮工程建设与管理。
关键词：山区农村人饮工程；运行管理；饮水安全
中图分类号：S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44（2021）16-0117-02

水利建设

117



大 科 技
2021年 4月

无法保证，对水池养护不够等一些不规范操作，造成工程进度迟

缓，工程使用寿命受到影响；管道铺设，一般由群众投工投劳自

行铺设，随意性大，管道路线未按照规划设计铺设，又因山区地

势凹凸不平，管道随地势蜿蜒铺设，造成管材浪费和额外的水头

损失，导致到达蓄水池的水压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建设工程项目

时，看米下锅，单靠中央补助资金开展项目，原设计的建设规模

和供水受益范围变动性较大，实际受益与项目上报情况常有不

符，工程建设未能切实到位[1]。

2.2 水源点保护能力较低，未能形成有效保护机制
由于农村人饮工程水源点分散，针对分散水源点保护的投资

少，导致部分水质较差的水源点未经过消毒处理，直接到达蓄水

池和农户家；部分水源点位于地表径流汇集区，水质受降雨影

响，水质较为浑浊，未设沉沙池进行过滤；部分水源点的汇集区

没有任何水源保护点的警示标志，这些水源点只能依靠群众自

发组织进行保护，这些水源点的水质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

水质难以得到保证，影响群众的健康水平，无法达到饮水安全的

标准。

2.3 未建立切实有效的管理机制，工程使用效果差
由于取水水源点分散、农户居住不集中，修建的水池多且分

布零散；蓄水池和主管道的管理都是由共同使用同一水源点的

农户自行管理或者由村民小组长代为管理，有些直接无人管理，

管理上不规范，导致随时都会出现管道破损未及时更换，蓄水池

长期未清洗消毒，主管道堵塞、水质变差等情况；同一个地方出

现部分农户用水不需要缴纳水费、部分农户用水需要缴纳水费、

部分农户用水水价高，部分农户用水水价低，管理制度欠缺，用

水情况混乱；用水群众节水意识不强，浪费现象时有发生，以及

将生活用水用于生产，导致用水困难等原因，导致工程运行管理

难度较大，工程使用效果差。

3 结合选取的村的特点，对相关问题的解决策略
3.1 提前谋划前期的准备工作，制定合理工程方案
针对山区农村人饮工程零散、群众参与度高的特点，要提前

谋划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实地勘察，提前规划好取水水源点、拟

建蓄水池地点和管线铺设，及时召开群众会议与受益群众多沟

通，听取群众意见，根据群众实际需求再对规划和设计进行补充

修改完善，同时村委会协调好水池修建所需土地、受益群众组织

好修建队伍等问题，待项目批复，即可立即开工建设，解决工程

进度缓慢，随意变动性大的问题。

3.2 严把质量关，抓实抓细监督、指导工作
建设队伍的非专业性，往往导致工程建设的不规范性，质量

难以达到要求等诸多问题，此次采取从工程建设开始，就由乡镇

专业技术人员把关建设材料质量，旁站监督指导蓄水池修建，严

格执行验收标准，同时全程指导群众进行管道铺设的措施。全过

程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和监督，水池质量有保证，管线布置合

理，工程达到预期效果，改善饮水工程建设中不规范的问题。

3.3 加强水源点保护，改善水质
在工程建设中，针对水质较为浑浊的水源点和水质较差的水

源点时，有针对性地在蓄水池前做过滤池，先对水源进行粗过

滤，消除水中悬浮的颗粒和杂质，然后在蓄水池中进行沉淀过

滤，再通过消毒设备输送到各分蓄水池，最后到用水群众家中；

针对水质较好的水源点，在水源点设立保护区，树立保护警示

牌，禁止人畜进入，减少人为影响因素；加大对水源点保护的宣

传力度，将水源点保护纳入村规民约中，同时要求生态护林员和

各用水片区管理人员加强对水源点进行巡查，防止人为破坏，做

好水源点的保护工作。

3.4 着眼长效运营的管理机制， 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
办法
工程建设完成，交付使用后，发现工程运行管理不规范，未建

立切实有效的管理机制，工程使用效果差的问题，村委会通过以

下几步来对农村饮水工程运行进行管理：①有偿用水、合理定
价、提高节水意识。由于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祖祖辈辈吃水都没

有交过水费，最初大多数群众都不理解、不支持，认为国家投的

钱、群众出力，为什么还要出钱，管理就应该是政府的事。面对群

众的不理解和不支持，采取深入群众，召开群众会和入户个别做

工作的措施和办法，宣传节约用水和“以水养水”的好处。在是制

定水价上，以提醒群众节约用水为目的，实行“同网同价”，避免

同一地区水价不同，水费按年收缴，一年收缴 1次，按表计量，每
年保底消费 12m3，超出部分水费收缴均为 2元/m3；②把全村的受
益群众使用水源点分布情况和受益群众居住密集度情况相结

合，将全村划分成 5个片区，每片区由村民自主推荐一名管理人
员，负责片区内的水源点保护、工程设施运行管理和片区内用水

户水费的收取，对用水管理员进行水池日常的清洗维护消毒、管

道维修和水源点保护等工作进行培训，同时结合脱贫攻坚工作，

用水管理员属于建档立卡户，增加因家庭原因无法外出务工的

贫困人员的收入；③明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设施管理主体，采取
“政府引导、合作社管理、群众参与”的“以水养水”良性运作模

式。管理员和收取的水费统一交由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管理员

日常的培训由乡镇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到村进行专业培训；明确

规定收取的水费用途，用作用水管理人员的工资、购买维修所需

材料和维修工具，对破坏范围较大和较为严重的设施由村委会

提交维修申请报告，由乡镇统一出资维修。

通过明确管理主体，管理责任和实施“以水养水”政策，增强

群众树立“爱水、惜水、节水、护水”意识，养成节约用水的良好习

惯，形成长效管理机制，持续发挥工程效益。

4 结语
通过脱贫攻坚的不限努力，现阶段山区农村人饮工程已经全

部覆盖完成，农村饮水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后续对工程的运行管

理维护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对此我们必须要清晰认识“三分

建，七分管”，努力做到着眼长效运营的管理机制，制定科学合

理的管理方案，符合山区农村群众的切身需求，持续发挥工程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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