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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安全饮水工程差距较大，农村地区饮用水

安全受到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影响了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工作的开展，对于农村经济发展不利 [1]。如果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其带来的影响

严重 [2]。因此各地政府应该积极推进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建设，提升农村饮用水安全。1

一、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运行管理现状

（一）管理人员意识不足

在安全饮水工程运行管理工作中，部分地区水利部

门缺乏全面性的认识，对安全饮水工程建设管理投入的

力度十分有限，甚至存在着追求经济利益忽略安全性的

现象，缺少长远的发展眼光，从而影响到农村安全饮水

工程建设 [3]。例如，部分农村地区的水利部门管理人员

对于农村安全饮水的认识不足，管理人员在落实安全饮

水工程运行管理时部分管理工作不到位，缺乏科学合理

指导，所以水利工程建设管理效果并不理想，饮水安全

无法得到保障。此外，部分人员存在着管理工作形式化

的问题，实际管理工作应付了事，重要的管理措施得不

到落实，导致施工进度和质量与预期设计存在较大差异，

施工问题也层出不穷，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二）安全饮水宣传不足

安全饮水运行管理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很多农村地

区的政府部门在宣传工作方面不到位，所以很多农民群众

对于安全饮水的认识有限，饮水安全重要得不到体现，农

民参与积极性被削弱，因此农村人口对于安全饮水工程

支持力度较为有限 [4]。一些农村人口对于安全饮水认知不

足，将透明的水看做是安全的水，但是一些有毒有害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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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通过肉眼无法观察，且农村群众水商品化的意识淡薄，

用水就缴费的理念不足；加之人们对于安全饮水的重视程

度不足，无法深入认识到饮水安全工程对于自身的价值。

部分水利部门未能对水价进行合理控制，制定了价格过高

的水价，因此导致群众对自来水的认可度降低，也限制了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运行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三）管理职责不明确

一般而言安全饮水工程主要由地区的水利部门负责，

政府部门负责管理工作。而实际建设时，因为涉及了多

项管理工作，所以出现了管理较差的问题，多部门在建

设内容上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如果水利工程建设发生

责任问题，会因为部门权责交叉使得相关问题无法得到

及时解决，各部门推卸责任成为主要问题。现阶段我国

农村安全饮用水工建设管理工作虽然主要由当地水利部

门负责，但是其他部门有时也会参与其中，而一些水利

部门存在着通过委托单位进行管理的现象，而发生问题

时在明确责任阶段又迎来了新的问题。

（四）管理资金较为匮乏

安全饮水工程投入资金相对较大，建设质量关系到

人们的饮水质量。目前资金短缺问题限制了安全饮水工

程的建设。在水利工程建设时投入的资金数量相对较大，

而后续运行阶段也需要投入许多资金。如果想保障水利

工程科学运行并达到相应标准，需要确保运行资金的充

足，这是提升安全饮水质量的重要基础。因为大部分农

村人口在安全用水认识上不够深入，所以饮水工程的效

益并不理想，因此政府在工程管理维护方面投入的资金

增加，部分地区的财政情况无法支撑常年的运行资金投

入，所以工程管理质量不断降低。

（五）水质安全达不到标准

水质是决定饮水质量的关键，如果水质较差，则会

使得人们健康受到影响。农村地区存在很多早期的水利

工程，这些工程在建设时由于技术有限所以水源净化方

面存在不足，一些水源仅仅进行了简单沉淀过滤，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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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颗粒的污染物质无法被净化 [5]。而且一些水利工程投

入的水源净化资金有限，加之农村人口生活习惯相对较

差，所以水源的安全性堪忧。农村生活环境相对较差，人

们日常生活和生产产生的垃圾、农药和污水等随意被丢弃

和排放在水体中，水源可能受到严重污染的概率较大。

二、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运行管理模式

（一）加强管理资金投入

在农村安全饮用水工程管理中，政府部门需要作出

表率，切实提升农村饮水安全，推动安全饮水工程运行

管理工作开展。政府部门应该利用国家政策推进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建设，使得各部门能够切实参与到工程建设

中，协调各部门开展工作，使得农村安全用水工程达到

标准，地方政府在落实这项工作时可以与同企业合作，

由企业运营与管理饮水工程，并适当增加管理资金投入，

使得每笔资金款项的作用都能发挥，为安全饮水工程管

理工作提供充足资金支撑。

（二）建立健全管理机制

运行管理工作的进行离不开相应的机制，水利部门

需要在开展管理工作中探索更多可实践性的方法，结合

以往管理工作中常见的问题进行调整，提升管理水平。

水利部门应该认识到水利工程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进一

步将水利工程管理权限明确下来，围绕着“以人为本”

的理念调整与完善管理措施，认识水利工程在服务农村

发展方面的作用，将服务农民群众定位为管理目标 [6]。

值得注意的是，水利部门应该制定统一的管理方法，尽

量提升管理的合理性，减少管理不当带来的问题，使得

水厂运行安全保护工作可以得到更好落实，完善水资源

监测，制定各项管理机制，减少人为因素干扰，提升针

对性管理制度，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技术培训，不断加

强管理人员管理能力，切实推动饮水安全管理工作开展，

使得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

（三）优化供水管理

供水管理工作也关系到运行管理工作，政府部门需

要科学地制定调整供水管理政策，使得农民用水能够得

到合理控制。在制定管理方法时需要进行调研，同时将

调查结果公布，使得人们对供水内容产生更多了解，这

对于确保安全饮水工程水顺利开展有着重要意义。政府

部门要解决不合理管理问题，防止发生农村群众不配合

工作的情况，由于各地管理情况存在一定差异，所以地

方政府要结合这种差异对供水价格进行控制，使得农民

群众可以更好地接受供水。此外，相关部门也要将安全

饮水工程管理资金投入优化工作做好，定期将维修养护

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公布，农民群众的意见需要进行认真

考虑，进一步将农民疑虑消除，使之更好地配合工作。

（四）强化安全饮水宣传

农村安全饮水宣传重要，当地政府需要进一步将宣

传工作做好，委派乡镇干部到群众群体中进行宣传讲解，

召开村委会听取群众意见，学习落实各项饮水安全管理

工作，使得饮水安全理念深入人心，让人们能够认知安

全饮水工程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性，有必要时需要召开

农村安全饮水活动，引导人们参与其中。不仅如此，地

方政府也应该建立长效的宣传机制，讲解饮水卫生健康

内容，让人们对饮水安全的认识加深，这对于饮水安全

管理工作的推进十分必要，也会为安全饮水工程运行管

理工作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农村安全饮水管理运行关键，地方政府需要围绕着

长效运行机制的建立开展这项工作，发挥出农民群体在该

项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7]。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的目的在

于解决农村群众需求，所以在运行管理中也要考虑到农村

群众的感受，发挥出农村群众在管理中的作用，推进饮水

工程维护管理工作的开展，农村群众在了解到该项工作重

要性后能够积极参与其中，农民参与管理赋予了该工作更

大的价值。此外，可以对各村庄展开区域化供水管理，针

对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供水方法，使得农民群众用水人数

获得增长，农民群众在参与过程中能够提升管理的质量。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日

常生活，因此做好安全饮水工程运行管理工作非常必要，

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而且还能提升农村地区群

众的生活质量，因此在推进这项工作开展时，各地的政

府部门和水利部门需要将自身的责任落实，建立长效的

管理机制，切实提升安全饮水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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