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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陵市农村供水安全应急管理探讨

李汝卫 

乐陵市水利局 山东 乐陵 253600

摘　要：以乐陵市农村供水工程为依托，在分析全市农村供水安全应急管理依据及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工程运行及应急管

理中出现的水污染、供水装置及输配水管网损坏、季节性缺水、管理资金短缺等问题，从组织保障、资金保障、应急水源

保障及管理和技术保障等方面提出解决及完善策略；所构建起的乐陵市农村供水安全应急管理机制对于我国农村供水工程

的良性运行及有效管理具有借鉴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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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农村饮水工程的大规模建设实施，农村居民饮

水方式得到很大改观，生活质量稳步提升，但危及农村供水

安全的隐患因素也随之出现：在过去分散式供水的情况下，

水污染较为明显，但集中供水方式下一旦出现水污染等突发

事件，影响范围十分广泛。为此，必须依托区域内新建农村

供水管网，结合供水管网运行实际，努力构建完善的农村饮

水安全应急管理体系，为农村居民饮水安全提供切实保证。

1 工程背景

乐陵市农村村内供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改建管网工程

主要覆盖 16 个乡镇、街办、404 个行政村；工程建设内容

为村内供水管网改造，解决管网老化破损造成的“跑、冒、

滴、漏”问题，更换闸阀、水表等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的目

的在于进一步提高农村水质达标率、供水保证率和工程运行

管理水平，建立“从源头到龙头”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和运行管护体系，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保证农村居民

饮水安全。

乐陵市地处德州市东北部鲁西北平原，市内主要分布

海河流域，地理位置为东经 116° 56″ ~117° 20″，北纬

37° 28′ ~37° 51′。根据对全市水文地质资料的分析，

乐陵市浅层地下水淡水底界面埋深普遍在 35m 及以上，依

据所得到的该市浅层淡水底界面埋深、含水砂层厚度以及单

井出水量等情况的调查资料，可对乐陵市现有水文地质区做

进一步划分，具体见表 1。通过对全市现有水文地质区的划

分及调查可以看出，全市淡水资源较为紧缺，必须在加强供

水安全应急管理的过程中，开拓新水源。

2 农村供水安全应急管理的依据、原则

为保证农村供水安全应急管理工作效率，国家及各有关

部门先后制定出系列法律法规及规章政策。全市农村安全供

水应急管理必须坚持预防性、统一性、动态性。通过事前预

防和宣传，提升水务管理人员及农村居民对水污染事件的防

范意识，充实物资储备和备用水源，加强监测与预警；构建

起统一高效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以及应急预案，落实责任机

制，确保将农村供水安全突发事件的影响和危害降至最低；

通过构建和完善农村供水安全应急管理体系，维护农村居民

的切身利益。

3 农村供水安全应急管理内容

实施乐陵市农村供水安全应急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保

障全市农村居民和各类企业正常用水，提升城乡供水安全保

障水平，对现有水库、水厂等水源以及输水、供水管网展开

定期排查、保证污水处理运行过程顺利进行，切实杜绝各类

表 1 乐陵市现有水文地质区划分

水文地质区 砂层厚 /m 淡水底界面埋深 /m 单井出水量 /（m³·h-1） 区域面积 /km2

Ⅰ区 15~20 25~35 ≥ 45 21.22

Ⅱ区 10~15 15~20 35~45 205.48

Ⅲ区 5~10 10~15 20~45 504.33

Ⅳ区
Ⅳ -1 区（矿化度 2~5g/L） 6~8 8~10 15~35 132.34

Ⅳ -2 区（矿化度 >5g/L） 4~6 5~8 15`35 3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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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3.1 制定应急预案，加强供水污染应急管理

为减少和避免乐陵市农村供水安全事件的发生，必须

依托供水工程运行实际构建起快速有效的抢险及应急处理

机制，提升水务管理部门处置供水安全突发事件的能力，降

低因突发事件而造成的人员伤害及财产损失。如果遇到重大

水源污染、干旱以及泥石流、洪水、地震等意外事件导致乐

陵市农村供水管线、取水水源、枢纽及净水构筑物、机电设

施等破坏的情形，必须启动相应的安全预案。

 3.2 加强农村供水装置及输配水管网损坏应急管理

农村供水装置以及输配水管网损坏是农村供水安全应

急管理中所面临的经常性问题，当前乐陵市水务管理人员重

建设、轻管理的老旧观念虽然已经淡化，但是对现有供水管

网运行状态的定期检查和运维仍然很不到位，甚至缺乏全市

农村供水工程中长期发展规划，不同行政区之间重复建设、

设施闲置以及既有供水管网之间缺乏必要衔接的现象仍然

存在；部分管件老化锈蚀、管网漏损堵塞、水压偏低等现象

也时有发生 [3]。为保证农村居民及县域经济发展正常供饮水，

必须加强管网、管件等硬件设施应急管理。

3.3 水源短缺管理

水源短缺是乐陵市农村供水工程应急管理所必须考虑

的问题，农村供水工程的运行普遍面临季节性缺水的难题。

结合 2021 年《乐陵市农村饮水普查情况报告》，全市饮水

水量保证率及方便程度等方面不安全人口约为 24.371 万人

次，在全市农村人口总量中占比 89.47%，大部分乡镇因为

自然地理条件所限，供水设施简陋，地下水位骤降，在水源

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避免面临严峻的断水问题。为此，农村

供水安全应急管理便肩负起区域内水源季节性调节、调控的

重要任务。

4 农村供水安全应急管理保障机制

4.1 组织保障

必须建立乐陵市农村供水安全应急管理组织机构，落

实责任，为全市农村供水安全应急管理提供组织保证，组织

制定并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启动农村供水安全应急预案；有序

组织和安排应急处置工作，并向上级应急管理指挥部及时汇

报工作进度及成效、不足；不断建立和完善全市农村供水安

全事件监督及预警系统。

4.2 应急水源保障

饮用水源保护是农村饮水安全的关键所在。在乐陵市

农村供水应急管理规划设计过程中，依据《水污染防治法》、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保证农村饮水源

保护办法的切实可行。应急供水备用水源的建立必须优先考

虑地表水，尽可能减少和避免对地下水的开采。对于已有的

地表水水源，应在确保农村居民饮水供应的基础上，适时提

高水源地水库蓄水量，增大备用库容；对水源单一的，应当

积极开展应急调水，提升区域供水能力。

4.3 资金保障

乐陵市农村供水安全应急管理制度的构建及开展离不

开资金支持，为此，市级政府必须积极开拓多元化的资金筹

措渠道，充实资金规模。地方财政适时给予的资金补助，不

断扩充农村供水安全应急管理资金规模。

4.4 技术及管理保障

建立市级农村供水安全应急专家库，为全市农村供水

管网运行管理级应急处置提供决策咨询，并定期深入现场考

察工作，对基层供水工程技术及管理人员提供应急管理及处

置相关培训，对部分水源日益恶化，水处理工艺中氨氮、耗

气量等指标超标的农村供水工程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并提

供技术支持。

依托乐陵市农村供水系统和供水规划，构建科学合理

的供水运行模式，优化供水管网设计管理，确定供水管径，

以达到供水管及输水干管经济流速；按照规划定期展开农村

供水管线管网改造，以运行时间长，出现局部老化且制约整

个管网顺利运行的老旧管道作为重点改造对象；与此同时，

通过供水管网的逐步更新，减少、杜绝输水过程中对水质的

二次污染，加强乐陵市农村供水工程管网施工管理，严控供

水管材质量，始终依据《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8-2018》，强化全市农村供水基础设施管理维护，

加强农村供水管网设施巡查及维护工作责任到人；对于使用

年限长、穿越既有建筑、末端用户较多的特殊管网，必须加

强巡查频次并加强记录，对于发现的问题必须及时上传下

达，安排处理。

5 结论

乐陵市于 2020 年着手建立全市农村供水安全应急管理

系统，经过 2 年，已初具规模，应急管理组织机构基本建成，

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渠道落实到位，有效解决了部分村镇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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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季节性缺水难题；较为先进的农村供饮水水质处理工艺也

已经得到应用。总之，全市农村供水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已形

成，必将为全市农业生产发展及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提

供切实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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