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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畜饮水现状及工程管理措施 

娄方永 

（贵州桐梓县楚米镇水利站  贵州  遵义  563200） 
 

摘要：饮水工程历来都是备受社会关注的民生工程，饮水质量的好坏将对人畜的健康造成直接的影响，只有加强饮水工程建设管理，使饮
水质量大大提高，才能保障人畜饮水安全。本文对当前农村人畜饮水现状进行分析，并对农村人畜饮水工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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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桐梓县位于贵州省北部，北与重庆市接壤，南接汇川区、

仁怀市，西连习水县和重庆市綦江区，北抵重庆南川区、万盛区。
地跨北纬 27°57′～28°54′，东经 106°26′～107°17′，由
于其构造体系复杂，构造运动强烈，冰川作用显著，形成了独特的
地貌景观，全县地势呈东北高、西南低，并兼有山原、中山、丘陵、
山间盆地、河流阶地等多种地貌形态。桐梓县内河流均属长江水系，
分属长江上游干流区赤水河、綦江河和乌江水系，主要河流有桐梓
河、松坎河、羊磴河。桐梓属中亚热带高原季风湿润性气候区，四
季不甚分明，水热同季，雨量充沛，干、湿季明显，无霜期长，春
暖风和，时有倒春寒，初夏多雨，盛夏多旱，热而不酷，秋温陡降
有绵雨、“秋风”，冬无严寒，多云寡照，偶有凝冻，垂直地域分布
差异大，立体气候显著。年平均日照时数 1091.6 小时，年平均温度
14.6℃，桐梓县属全省少雨区，年平均降雨量 1038.8 毫米。夏季降
水量最多，冬季降水是最少，呈冬干夏湿现象。随着新农村建设的
不断深入，农村人畜饮水问题备受关注，作为农村生产生活必不可
少的基础设施，饮水设施不仅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稳步发展的重要保
障，也是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依托。因此，加强对农村人畜饮
水工程的建设管理至关重要。 
1 农村人畜饮水现状 

自 2006 年以来，桐梓坚守两条底线，坚持绿色发展，累计投
资 10.76 亿元，大力发展民生水利，精准施策水利扶贫，迎来了水
利建设发展最迅速的时期。脱贫攻坚，水利先行。为了解决群众饮
水难问题，2017 年，桐梓县为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精彩出列，加
大了农村安全饮水建设工程的投入，该年度，桐梓县建成农村饮水
安全项目共 916 个，总投资 22644.71 万元，（其中楚米镇在元田、
三座、楚蔬、三台、八一、高山等村和社区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84 处，安装输供水管 100 余公里，建成沉沙过 20 口，建成蓄水池
32 口容积 4700m³，解决饮水困难人口 8000 余人），桐梓县共实施
农村饮水项目 1123 处，解决 51.08 万农村居民、农村学校师生的饮
水不安全问题。实现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全覆盖，“小康水”的建设，
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地区发展。 
2 农村人畜饮水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2.1 人畜饮水工程建设体制不健全 
人畜饮水工程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在招标、监管环节中均

有诸多漏洞的存在。法人责任制的缺失致使很大一部分农村人畜饮
水工程在出现问题后没有专人来解决处理；另外，农村人畜饮水工
程招标整体上存在走形式的现象，具体的招标环节和国家相关规定
仍存在有一定的差异；此外，在农村人畜饮水工程建设中，工程监
理制是否有效实行对工程质量及工程的发展进度有着直接的影响，
有些项目虽然在验收过程中呈现合格状态，但缺少相关的手续，且
在管理主体上仍存在不明确的状态，造成工程蓄水池不能得到有效
保护，导致水质污染，并对工程效益造成严重的影响。 

2.2 部分群众对人畜饮水工程的认识不到位 
大部分群众都大力支持、积极配合农村人畜饮水工程的建设，

对工程建设的认识也比较全面，明白人畜饮水工程的建设是党和政
委在为人民办实事，为老百姓全心全意地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由于农村居住较为分散，导致工程的管线分布点多、线长、范围广，
部分村组群众对人饮工程不能做到积极的支持配合，甚至有拒绝投
劳投工、阻扰供水管道从自家承包耕地中通过及抢修开挖的情况，
从而造成工程进度延误，延长了施工进度，并使供水保证率受到一
定的影响。 

2.3 工程建设资金使用效率不够高 
目前，虽然国家加大农村人畜饮水工程建设力度，但其远远不

能满足一些贫困地区建设人饮工程的需要。在人饮工程中往往由于

设施配套不够完善，最终导致水资源控制能力不够，供水保证率低
下。另外，当前农村供水工作已逐渐将重心转移到饮水安全问题上，
使得部分贫困地区的饮水问题遭到忽略，资金投入不足，人畜饮水
更加困难。 
3 农村人畜饮水工程管理措施 

3.1 建立管理责任制 
要根据人畜饮水工程的大小及受益范围，建立管理机构并配备

管理人员，对管理人员实行岗位责任制，集体举办专业合作社或者
用水协会，也可承包给责任心强、有专业技能的个人进行管理，并
签订承包合同，明确责、权、利，做到奖罚分明。乡镇供水工程由
自来水公司以企业的形式直接管理，跨村的饮水工程由水利站以企
业形式牵头管理，个人所有的水池则由本人管理。管理机构要根据
当地实际情况，针对水源保护、用水制度、节水措施、水费征收及
工程维修等内容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除了个人修建的人畜饮水工
程外，应根据工程养护、设备更新及人员工资等开支情况制定水费
标准并定期征收。 

3.2 强化工程建设管理，确保工程质量 
人饮工程能否正常发挥效益的关键取决于工程质量的好坏。因

此，在工程实施过程中，要严抓质量关，始终坚持把质量放在工程
建设的第一位，因地制宜地推行确保人饮工程建设质量的相关措施
和方法。根据灌区地形和用水户的分布情况，通过现场勘查、论证，
根据实际情况做好人饮工程规划设计报告，并积极提出工程优化设
计方案，使得工程规划设计的可操作性得到有效保障。在具体施工
过程中，要成立工程施工领导小组，并调遣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工程
施工，现场施工人员要严格遵循规划设计要求及技术标准，以确保
工程质量。最后，在工程完工后要组织验收人员对所有新建工程进
行严格验收，一旦存在违规不合格等问题，立即予以返工重建，确
保人饮工程建设质量过硬，使其充分发挥工程效益。 

3.3 加大宣传力度，合理征收水费 
要加强群众有关饮水安全意识等相关教育，使其树立正确的观

念，让群众明白水费收取的必要性，合理收取水费，弥补管理经费
的不足；年人均水费的标准低将对水利工程的日常维护维修造成一
定的影响，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水利工程的维修要实行一定
的财政补贴。领导干部也要以身作则，加强宣传，使干部群众形成
正确的思想认知，不仅能有效改善人民的实际生活条件，还能促进
社会的文明、和谐发展，进而保证人畜饮水工程效益得到最大程度
的发挥。 
4 结语 

饮水工程作为基础民生工程，其工作任重而道远。农村人畜饮
水工程是以提供优质供水服务为宗旨的农村基础设施，是关乎广大
农村居民切身利益的工程建设。因此，要加强农村人畜饮水工程建
设与管理力度，进而实现人饮工程的可持续发展。使桐梓县真正实
现“水利兴、产业活、百姓富、生态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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