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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饮用水管理现状 1

农村饮用水工程是当前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点

项目，农村饮水工程的建设和管理，对于百姓的用水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当前农村饮水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还

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村饮水

工程的建设进度比较缓慢，而且一些比较老旧的工程长

期失修。农村地区的用水本就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在一

些比较偏远的农村地区，农村水利建设工程落实不到位，

有时候由于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对

工程的进度有一定影响。第二，农村饮水工程的管理比

较粗放。当前很多农村地区的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农村

饮水工程的管护资金比较短缺，尤其是对农村饮水工程

的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不高，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对各处

水源的使用不当，因此使得农村饮水安全受到较大影响。

第三，农村饮水工程建设标准低[1]。很多工程都是比较

盲目随意的，未按标准水厂建设，在工程的技术、经济

效益等方面是不能兼顾，因此影响了农村饮水工程的使

用效率。

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1.生活垃圾污染

农村居民对环境保护的意识相对较弱，生活在农村

的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养成了将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的习

惯。很多村落聚居点均存在柴草胡乱堆放、污水随意排

放的情况，家禽、家畜的粪便通常也只是简单堆放在无

人行走的区域，容易对农村的河流及地下水源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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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的生活条件逐渐好

转，高科技电子产品、塑料制品等在农村普及速度较快。

但是，农村的生活垃圾分类及处理却没有跟上社会发展

的步伐，大多数农村的垃圾处理还停留在全部堆放在划

定的垃圾场内或者在垃圾场就地掩埋的阶段。另外，一

些靠近农村的城市也会选择农村作为垃圾倾倒的场所[5]。

大量的生活垃圾长时间堆放不进行有效处理，会使垃圾

里的有害物质分解渗入土壤中对土地造成重度污染，进

而对农村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2.农业生产污染

农村的农业产业主要有种植业和畜牧业两种。在种

植业中，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人们在种植过程中会大量

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物质进行杀虫、治病和增产。这

些农药残留物或肥料中的化学成分均会对环境和人体产

生有害影响。另外，在农业种植中，水稻、玉米等作物

收获后其秸秆需要处理，为了节省运输、处理成本，很

多农民都会将其留在田地里，聚集焚烧，焚烧后产生的

黑烟也会对空气造成严重污染。

畜牧业对农村环境产生污染的来源主要是牲畜粪

便。尤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畜牧业者，由于其养

殖的牲畜不多，为了图方便一般会将牲畜产生的粪便垃

圾直接堆放在空旷无人的地方，或者直接堆放在养殖圈

中，任其自我分解消失。这种处理方式不但容易滋生细

菌、蚊蝇，影响人们的居住环境，还容易污染堆放地的

土壤。

3.工业生产污染

很多城市均对产生的工业污染的工业企业加大了监

管力度和处罚力度，导致这类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于

是其大量向农村转移，特别是高污染的工业生产企业，

向农村转移的现象更加普遍。农村土地便宜，居民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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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不强，对企业污染物质排放的监管力度不足，部分

生产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直接将工业废水等污染物排

入农村的河道内，对农村的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另外，一些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农村地区，企业在进行

开发的过程中长期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对环境的保护，

矿产裸露在外的情况相当普遍。这些重金属矿物质通过

雨水冲刷等途径，渗入矿区的土壤及地下水中，对周边

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三、农村供水工程中水资源保护的具体策略

农村供水工程旨在保护清洁的农村供水资源，为农

村居民提供安全程度更高的饮用水源保障。但目前农村

供水工程的整体运行状况仍然存在显著的饮水安全威胁

因素，导致农村供水工程面临水源安全风险。某些农村

地区没有严格保护当地水资源，造成农村可用水资源呈

现紧缺的状态，严重影响到农村安全饮水保障体系的建

成。因此，要通过优化农村供水工程的建设思路与建设

模式来保护农村水资源。

1.增强对于水源地的监管保护

农村供水工程直接提供当地村民必需的水源，被视

为农村安全供水的命脉。在目前农村安全供水项目建设

实践中，相关监管部门旨在全面保障农村水源地的生态

安全，严格监督水源地遭受污染的安全风险因素。农村

地区通过实施以上水源地安全监管举措，有效消除了水

源地遭受化工排放重金属以及其他污染物质的可能性，

增大了对农村水源地的保护力度。

在目前实施的监管与保护农村水源地工程的实践基

础上，相关部门严格施行5个禁止的水源安全管控机制，

对于随意倾倒日常生活垃圾、超标排放化工废弃物与污

染物、过度挖掘含水层与砂土层、随意排放有害物质与

人畜粪便、借助明沟与渗水井来排放废水的行为予以全

面杜绝。加强农药和化肥施用环境安全管理，加快推广

先进适用技术，如测土配方施肥，推广高效、低毒、低

残留农药、生物农药和有机肥，提倡有机农业、精准农

业，逐步禁止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减少化肥使用量。

由此可见，农村监管部门有必要严格监督水源地的水质

污染隐患，从源头上消除上述的水源污染威胁。

2.优化配置农村供水工程的建设资源

目前某些农村地区由于缺少充足的饮用水水源，造

成农村供水工程面临非常明显的工程建设阻碍。农村供

水工程具有稀缺的工程建设资源，相关部门应合理分配

现有的农村安全供水资源，最大化地体现工程运行效益。

例如对政府划拨的供水工程专项维修资金在优化配置时，

相关负责人员以及负责机构必须认识到政府划拨款项的

珍贵性，禁止出现随意浪费供水工程专项建设资金的情

况。工程负责部门对设备折旧费用以及维修水利机电设

施的各项相关财政支出资金都要做到强化监管，防止资

金与资源被侵占或者挪用。此外，村民应增强对饮水安

全的认识，自觉维护农村饮用水生态系统的安全性，自

觉摒弃毁坏农村供水基础设施以及侵占农村供水资源的

不良行为[2]。

3.提高农村供水工程建设标准

针对农村供水工程建设标准不达标的问题，应当

严格遵循基本建设项目“四制”以及政府监督等制度要

求，在农村供水工程设计阶段，严要求高标准，严格执

行国家、行业相关技术标准来开展设计工作，应用各种

新技术、新工艺与新材料，使供水工程的建设成本得到

节约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保障供水工程的建设质量；其

二是在建设实施阶段，落实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

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农村供水工程施工中应

当按照高标准来执行，对工程建设中的技术标准进行严

格执行，采用招投标制度择优选择施工企业，委托具有

专业资质的施工队伍来进行建设，按照批准的建设规模

和建设内容依据施工规程规范和验收标准组织实施，企

业保证工程质量和工程数量；同时对工程材料及设备质

量进行严格把控也是确保实体工程质量的首要条件。施

工阶段，进一步强化落实监理单位的“四控、两管、一

协调”建立制度，确保建设质量；合同管理贯穿于建设

工程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在供水工程建设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从合同的签订、合同管理到施工合同履行，必

须要加强合同管理并严格遵守这样才能保障施工的质量，

确保一定的经济效益。项目建设完工后及时按相应的施

工质量验收标准和方法，对所完工的工程质量进行验收，

进一步加强供水工程验收并投入使用，以此确保农村供

水工程实现高质量运行[3]。

4.全面监测农村供水水质标准

农村供水水质能否满足现行的安全水质标准，必须

经由专门技术人员实施科学的水源安全监测，但目前全

面监测农村供水安全的举措并没有得到充分贯彻。因此，

农村地区应完善现有的水源安全监测保障体系，设立专

门的水质监测中心，引进信息化的水质检验仪器与基础

设施。检验检测人员必须定期检验水源地的取样水质，

全面监控农村水源的清洁程度[4]。

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频繁出现输水管网被毁坏的

不良现象。某些不法分子善于借助农村供水安全监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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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盗取农村供水资源，达到谋求利润的目的。为了

从根源上消除与杜绝上述不良现象，要增强农村供水安

全领域的执法监管力度，并侧重于农村水源生态安全层

面上的执法监管。相关执法部门应严厉查处并打击违法

盗用或者侵占农村水资源的行为人，发挥必要的执法警

示作用。

四、结束语

农村供水工程与当地开展水资源保护的实践举措之

间具有内在联系，水资源保护的实施力度将会给农村供

水工程的基本质量与安全性带来直接影响。近年来，保

护农村水资源的现行制度体系日益得到优化与调整，因

此有助于农村居民享有更高质量的清洁供水资源。在具

体实践中，农村相关部门必须认识到水资源保护手段融

入农村供水工程的价值与效果，充分结合农村供水工程

的整体运行状况来加强水资源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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