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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资源 着力破解投入难题

“农村供水情况复杂，部分农村地区因地理
原因，饮用水需要通过加压才能通往村民家中，
实现供水，而这些因素使得我们的前期工程建设
难度大，后续的用水管理维护成本高，需要大量
的资金投入。”达州市水务局总工程师刘玉堃对
记者说。

多年来，我市持续巩固提升饮水解困、饮水
安全工程，农村饮水状况得到了大幅改善。但
是，在少数农村地区，由于地偏人少、居住分散、
地貌独特，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难度大、投
资高，资金短缺成为了工程建设瓶颈，导致少
部分村民饮水条件得不到改善。

“要解决资金短缺这一问题，必须创新投
入机制，整合多方资源，做到多层次、多渠道筹
集资金”，为着力破解资金难题，推进饮水安全
工程建设，让饮水安全不落下“一村一户”，我
市全面改革资金筹措模式，一改过去单一的
靠国家补助的思路，创新投入机制，统筹各类
扶贫和涉农资金，利用金融贷款资金，整合帮
扶单位帮扶资金，采取政策带动、社会联动以
及市场运作的形式，有效解决工程建设和管
护过程中资金不足的实际困难。

市、县水务部门整合资源，想方设法拓
展筹资途径，利用政府投入、资源整合的方
式筹集资金。据悉，2019 年我市共整合资
金 8498 万元，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前期工程
建设和后期的管护工作。其中，国家级贫困
县宣汉县，整合资金2943万元用于农村饮
水工程建设；达川区、开江县、大竹县、渠县
4 个县，在 2018 年脱贫后，2019 年又挤出
3410万元，进一步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

精准施策 高标准完成工程建设

“水来了！”家住大竹县乌木镇的陈阿
姨看着厨房里的水龙头重新流出自来水，
不禁喜笑颜开，“大热天的要是停水对我
们老百姓来说真是个折磨，还好管理人员
及时来抢修了管道。”

8月11日，大竹县乡镇供水总站乌木
供水站的工作人员接到群众反映，乌木垮
拱桥输水管爆裂，造成乌木老街停水。
供水站立即组织人员赶往现场，实施抢
修。当时正值暑天，抢修人员在高温下
连续作业 9 个小时，终于在下午四点完
成抢修。

然而，并非全市所有农村的村民都
能如乌木镇的村民一般，享受饮水安全
工程带来的福利。目前，我市部分边远
地区因供水基础薄弱，还存在水源分散
不稳定、供水工程规模小、水量水质保
障程度不高等问题，是全面解决农村饮
水安全的“硬骨头”。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我市把
全面解决饮水安全问题作为加快推进
水利精准扶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着力点，打响了农村饮水安全攻坚战，
持续建设饮水安全基础设施，确保让
所有群众吃上安全的水。

市、县水务部门大力实施农村饮
水安全基础设施提升计划，加强饮水
工程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农村集中供
水率、自来水普及率、水质卫生合格
率；打好农村饮水安全攻坚战，实现
精准施策，确保饮水安全不落一村一
户。市、县水务部门先是对全市农村
人口饮水安全状况进行精准摸排、
调查评估，建立了“一村一方案”“一
户一台账”的饮水安全推进机制，做

到调查摸底全覆盖、存在问题全统计，并因地制
宜提出具体解决措施。

其次，进一步细化项目方案，分类指导，针对
水量、水质、管理运行等不同因素造成的饮水安
全问题，分类制定相应解决办法，大力开展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市、县水部门针对水源
条件较差、人口居住分散的边远山区，采取打井、
建窖等方式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对水源条件相对
较好、人口居住相对集中或场镇近郊地区，充分
利用优质大水源，依托规模以上集中供水工程，
采取管网延伸、改造升级、扩容增效等方式，辐射
解决周边农村人口饮水安全，提供饮水保障，尽
快让全市的农村村民都能喝上放心水。

同时，为达到安全供水标准，市、县水务部门
对所有集中供水工程按要求配备水质消毒、净水
设施，加强水质管理，完善水质检测与监测制度，
确保水质达标、水量有保障；对分散式供水工程，
因地制宜地建立水质检测和监测巡检制度，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满足群众在农村饮水水量、水质、
方便程度、供水保障率等方面的要求，让群众喝
上安全卫生的放心水。

截止目前，全市已完成投资9100万元，新建
集中供水工程342处，分散供水工程590处，新增
供水受益人口 12.5 万人，全面解决 2473 名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创新机制 全方位加强工程管护

“目前，我市已建供水工程900余处，但要确
保这些水利工程发挥长远效益，还需要加强后期
的工程管护，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
久久为功，机制保障。”据刘玉堃介绍，今年我市
围绕管护难题出真招、发实招，不断创新管护机
制，建立产权明晰、主体到位、经费保障、服务健
全、水价合理、长效运行，建管并重的科学管护格
局。

各县级水务局也积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
科学合理的管护办法，全力保障村民饮水安全。
如，大竹县水务局联合渔政部门出重拳、严打击，
在饮用水源保护区域内的捕鱼、垂钓等违法行
为，有效震慑了钓鱼和捕鱼者，让老百姓喝上干
净、放心的饮用水；宣汉县水务局邀请专家对农
村供管水人员、乡镇公共卫生中的卫生监督协管
人员进行培训，全面提升管理人员的业务技能；
开江县水务局推进水库库长制工作，进一步加强
水库的水源保护，着力改善生态环境。

同时，市、县水务部门建立了农村饮水工程
运行管理机构、运行管理办法和运行管理经费

“三项制度”，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谁负
担”的原则，推进农村饮水工程产权制度改革，明
晰工程的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明确合理的
水价制度和水费收缴方式，建立财政或其他经费
补贴并规范使用管理的制度，对供水成本高、水
费收入难以保障正常运行的工程予以适当补贴，
确保工程良性运行。

此外，我市积极充实管理人员，落实了“三个
责任人”制度。目前，全市316处千人以上集中
供水工程，明确了主体责任人、监管责任人以及
运行管理责任人。各地均设置了行业监督电话、
监督邮箱、供水服务电话，和农村饮水工程运行
管理“三个责任人”一同公示于农村饮水安全管
理公示牌，畅通了群众诉求渠道。

农村饮水安全一头连着民生，另一头连着发
展，解决农村饮水安全是我市建设美丽乡村的重
要任务之一。在下一步工作中，水务部门将坚持
工程建设、水源保护、机制创新“三管齐下”，全面
落实农村饮水安全管理“三个责任人”和“三项制
度”，着力解决部分地区水源条件较差、工程建设
标准不高、工程建后管护不到位、群众饮水安全
不达标等问题，并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为村
民输送安全放心的饮用水。

□本报记者 罗未 见习记者 刘晨

切实解决工程建设标准不高切实解决工程建设标准不高、、工程建后管护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工程建后管护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让农村居民喝上放心水让农村居民喝上放心水

水是生命之源水是生命之源，，保障饮保障饮
水安全就是在守护群众的水安全就是在守护群众的
生命安全生命安全。。农村饮水安全农村饮水安全
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也是
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为抓为抓
好好““整治群众最不满意整治群众最不满意1010
件事件事””之农村饮水安全问之农村饮水安全问
题题，，达州市水务局加大工程达州市水务局加大工程
建设力度建设力度、、强化工程建后管强化工程建后管
护护，，切实解决农村饮水存在切实解决农村饮水存在
的工程建设标准不高的工程建设标准不高、、工程工程
建后管护不到位等突出问建后管护不到位等突出问
题题，，确保群众吃上安全的确保群众吃上安全的
水水、、放心的水放心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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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县水务局和渔政部门开展饮用水
源地保护执法活动

宣汉县水务局抢修花池乡饮水管网

渠县柏林水厂渠县柏林水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