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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因地制宜

探索农村饮水工程长效管理办法
本刊记 者 王 磊

浙江 省从 年起步
,

为千 万 农民 建设安全饮 用 水 工 程
,

截至 年 月底 已 解决 了 曰 万农 民饮 水 不

安全 问题
,

全 省 已 有 如 的农村饮 水 不 安全 问题得到 了解决 按照 浙江 省委
、

省政 府 的要求
,

, ‘玲 年将基 本 完成

农村饮 水安全工 作 随之 而 来的 是 对 大量 的特别是分散的 小 型农村饮 用 水 工程如 何管理 问题
,

怎样 才能使千 辛万

苦 建成的 工 程发挥永久的 效益 呢 浙江 省从 开始 建设这项 工程 时就在探索其 管理之路

余姚市建立农民饮水专事管理机构

年 月 日
,

水利部 部 长陈雷在浙江省水利厅

上呈 的 年第一期《参阅件 》上批小
“

余姚市 的农村饮

水工程建设抓得实
,

有关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
、 ”

么余姚

市的农村饮水工程是如何管理的呢

年提供 万 元 的专项 经 费
,

其 中 万元是作为 乡镇供

水站补助
,

万 元是 口常管理经 费
,

万 元用 于 对镇
、

村

两级管理组织 的考核奖励
,

还 配备 丁屯作用 车
、

市政府还

明确 了经 费补助标准将逐 年增加
,

以 激励各 乡镇
、

街道 和

农村建立 水费计收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
,

促进 节约川 水
,

提高供水保证率
〔

定 编 定 员定 经 费 工程有人管
,

管工 程的人 亦有人管

位 于浙东宁绍平原的余姚市
,

一 年仅用 年

时间就完成 了山 区 和半山 区 万农村饮用水 下程建设

任务
,

实现
“

村村通 自来水
” 一

这些 程覆盖 个行政村
、

个 自然村的 万 人
,

是通过 个村级供水站供水

的
。

如四 明山镇茶培村 人
,

个 白然村
,

建
’

个供

水站
,

平均 每个站供水不到 人
, ,叮谓小型分散 据 该市

水利局 奕永庆副总工介绍
,

全市新建的农村供 水站供水人

日 多的 多人
,

少 的 只有 几 十人
,

平均才 人
,

自来

水费按 元 收取的话
,

小站要实现有人管
、

良性运 行是非

常困难的
〔

如何让这些新建的小 型分散供水站能永 久地发

挥作用
,

市水利局 从建设之初就一 公在探索研究
、

年 月
,

余姚市水利局农村水利管理处 门 口 增挂

了一块新牌子 农 民饮用 水管理办公室 市水利局杨 文祥

局长说
,

这个办公室 的牌子是经编委批 的
,

有 名编制
,

市

里还 明确批给
“

票子
‘ ’

和
‘ ·

车子
”

呢

原来
,

年 日 月余姚市政府第 七次常 务会 议 已 决

定
,

由市水利局作为全市农村供水的主管部 门
,

乡镇政府
、

街道办事处 对辖 区 内农村供水安全负总责 同时明确
,

要

建立管理队伍
、

监督队伍
,

建立财政补助 和水费计收制度
、

供水安 全保障制度
、

考核奖励制度等标准化管理制度

年 月
,

市 水利局
、

财政局 按市政府意 见联 合 出

台了《余姚市农 民饮川水工程管理绩效考评办法 》
,

明确每

余姚市新建的每个供水站都强调 供水水质达标 要求
,

这些站都配 备了水 质净化设施
,

实现 厂
“

站站 消毒
” ,

并且

选用 了比较先进 的消毒设施 这样的建设无疑对 ’程管理

提出了一 系列的技术要求

为规范供水站管理 作
,

市饮水办制 汀了《余姚 市农

村小型供水站管理技 术要求 》
,

个把技 术要求下 发到各供

水站管理 员 手中
,

把其中要点编写成操 作规程制成牌子
,

挂在每个供水站墙 几
,

使管理人员能方便对照执行

为使村 于部重视供水站管理工作
,

并使管理员的工作

得到村十部的 支持和监督 市饮水办还专门 召开 ’有供水

站项 目的村 朽记或村主任参加的管理 卜作会议
,

解读《余姚

市农村小型供水站管理技 术要求 》
,

明确村干部在供水站管

理中的职责
,

实现 了 工程有人管
,

管理人 员亦有人监竹

用 制度管人
,

工 作质量 与 工 资收入挂钩

在《余 姚市农 民 饮川 水 程管理绩效考评办法 》中
,

除

了确定 每年的管理经 费以 及 对各站 的补助标准外
,

还 明确

了考评 对象
、

目标
、

内容
、

办法 以 及 奖评措施 等
,

旨在通 过

管理绩效考评
,

建立农 民 饮川 水工程 责任落实
、

监仔到位
、

制度健全
、

水质达标
、

水 费收缴 的 长效管理机制

该办法 中
,

乡镇 农办 水利分站
、

乡镇供水 监督 员
、

有 农 民饮用 水
一

程 的行政村及供水站管理员都被 列人考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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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对象
一

考评按月和年进行
。

月考评总分为 分
,

乡镇占

分
,

考评乡镇监督员落实情况 村为 分
,

考评管理责

任
、

设备运行
、

水质达标
、

水源保护
、

厂房卫生
、

管理制度等

个方面
。

考评工作由市水利局 的水管办组成指导检查考评小

组
,

负责长年考评 工作
,

每个月对全市 的供水站进行检

查
,

以 月考评为基础
,

考评结果与财政补助资金挂钩
。

财政

补助的办法 人以下 的供水站每年补助 元
,

人的站补助 元
,

对人 口 超过 人
、

配有 名

管理员的
,

补助 万元
。

同时规定 乡镇财政和村集体经济

配套不 少于市财政 的
。

村月考评结果在 分及 以上

的
,

市财政给予 全额补助
, 一 分的按应补额 的 补

助
,

分 以 下 的按应补额 的 补助 对未收缴水费的
,

年市财政按 补助
,

年仍未收缴水费的
,

市财

政取消补助
。

对工作责任心强
、

管理成效显著的监督员和

管理员
,

年终评选 乡镇农 民饮用水工程优秀监督员和管理

员
,

给予表彰和奖励
。

余姚 的办 法 首先是政府把管理好农 民饮用水工程作

为社会公益事业来办
,

因此
,

在明确职能部门的前提下
,

又

实实在在地给了编制
、

经费
,

甚至还 配置 了专用 车
。

同时
,

也对用水的相应管理机构提出了要求
,

除 了配套经费的要

求
,

还 有工 作内容的要求
,

并将其工 作的质量直接与经 费

的发放挂钩
,

这对建后管理提供了保证
。

在记者走访过的

多个镇
、

村
,

农 民饮用水管理站都在正常运行
,

农民对供水

情况满意
。

参与情况
”

一栏里
,

不 仅填写 了饮用水工程经 民主表决的

筹资方案
、

建设管理方案
,

更有一 条
“

建后管理方案
” ,

写 明

了这样 条内容 水费定价 元 收取周期为 年 水

费用 于管理
、

维修等
,

大修费用不 足 由用水户集资或集体

负担 供水管理
、

维修公开招标承包 专人管理工资每人每

年 元 维修费用
,

进 户水管以上 在集体水费中支出
,

进户水管以下由用水户负担
。

这基本上涵盖 了饮用水工程

在 日后运行管理上的所有环节
。

县水利局农水站副站长巫

大为说
,

只有提供了
“

民决
”

建设 申报书的项 目
,

水利局才

会批准建设
,

同时只有通过了验收的工程才能得到县里的

补助资金
。

因此
,

已实施饮用水工程的村
,

对这两张表都认

真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再填写
,

并照此执行
。

一
“

书
”

定方案
,

一
“

表
”

求长效
。

这样的管理 目标明确
,

措施切实有效
,

既有利于集体
,

更有利于农 民
,

通过
“

民决
”

方式定下方案
,

充分反映了搞好管理就是尊重 民意
。

而且

对于农村来说
,

这两 张表简明扼要
,

易理解
,

易操作
,

当然

也易于审查和检查
。

浙南山 区农民 多种模式参与 自我管理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

积极探索农 民饮水工程长效管理办法

浙江 省的许多农村其实在 世纪 年代起 就陆续

建起 了 自来水工程
,

但几年后
,

这些工程相继
“

死亡
” 。

省水

利厅在调查 中发现
,

这些工程
“

死亡
”

的原因除 了当时的建

设标准较低或者没有解决根本的水源等问题外
,

最重要 的

一条是没有解决工程的后续管理问题
。

针对建设和管理两大问题
,

省水利厅在加强对工程建

设质量监督
、

技 术指导外
,

十分强调各建设单位在立项 的

同时要研究工程建成后 的管理办法
,

督促 当地担 当起管理

责任
。

各地在建设 中
,

也尽可能吸取以往教训
,

因地制宜地

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来保证工程建成后有人管
。

浙南山区 山高林密
,

人 口 居住分散
,

十余户甚 至更少

人 口 的居住点 比 比皆是
。

这些地方
,

解决饮用 水问题投资

及运行成本较高
,

而农村收人低
,

负担能力也 低
。

浙江省

政府给这些 山 区 的饮用水工程补贴 已提高到
,

但建

设资金特别是建后的管理经费问题
,

仍是该地 区 政府及

承担此项重任的水利部门的一桩难事
。

那里 的水行政 主

管部 门和 当地镇 乡 村一起探索着多种让工 程 实现长久

运行的办法
。

丽水市莲都区出现 了多种农民 自己管理的模式
。

坐落

在半山腰 的后 山坪村 户村民 《刃 年用
“

水利合作社
”

集资加政府补助的形式建起 了一个小型供水工程
。

对于工

程的后续管理
,

合作社 的章程规定 用水按定额付费
,

专人

管理水费
,

专人管理工程并按时价支付工资等
。

社长李岳

友说
,

由于工程新且平时管理较好
,

维修率不高
,

一年支出

的费用不多
。

加上村民们都是 自愿人社
,

收费也较容易
,

因

开化县采用
“

一 书定方案
,

一表保长效
”

的 管理模式

浙西南山 区 的开化县
, “

一书一表
”

的做法既简单又 明

了
。

一
“

书
” ,

为《开化县农村饮用水工程
“

民决
”

民主决议

建设 申报 书 》一
“

表
” ,

为《开化县农村饮用 水工程建设验

收表 》
〔。

别看这只有两张纸的表格
,

却是一份保证工程建设

并管理的民主协议
。

记者看到该县密赛村的项 目书
“

民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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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近 年来工程运行还能
“

略有盈余
” 。

莲都区 的联城镇陈村则采用
“

理事会
”

形式进行管理
。

村民 自己推选成立的
“

陈村饮用水管理理事会
” ,

有理事

长
、

理事
,

聘请了运行工及会计和出纳
,

水价也暂定为 元

经过一段时间运行
,

由于村民用水量 比较小
,

加上提 水支

付电费和人工费等支出
,

收取的水费只能勉强维持运行
,

修理费及大修费提取就有些困难 了
。

龙泉市对能集中供水的地方都采川
“

农村供水站
”

模

式管理
。

制水车间
、

外线巡视
、

修理
、

抄水表和收费站等岗

位都设专人负责
,

主要是靠实施合理水价实现 良性循环
。

目前各供水站的水价都是 由市里 参考县城水价 元

统一定的
,

农村生活用水为 元
。

几年运行下来
,

各站

供水保证率 的 目标都实现 了
,

然而 目前要实现初定的
“

略有赢利
”

的 目标还有很大难度
。

据供水总站测算
,

当地

平均每户的水费年支出不会超过 元
,

因此
,

不提折旧 才

能勉强实现收支平衡
。

一些建设条件相对较好
、

供水人 口 相对较多的地方也

有采取承包管理
、

拍卖经营权等多种模式进行管理的
。

但

以 分散式供水 为主的工程
,

由于受益村人 口 较 少
,

大 多数

农 民 的生活水平较低
,

劳动力一般都外 出务工
,

平时用 水

量相对 少
,

加之供水水价低
,

所收 的水费不 足 以维持饮用

水工程 的运行和维护
,

更无法提取折 旧 费以 备 日后 的更新

改造了
。

排 万元专项 资金用于农村饮用水工 程 的维护
、

改造

包括一些小型水源工程的建设
。

年
,

绍兴县发改局
、

财政局
、

水利水 电局
、

卫生局
、

环保局等 个部 门联合出台了《绍兴县村级饮用水工程建

后管理办法 试行 》
,

其中明确县财政每年安排 万元专

项资金
,

用于村级饮用水工程建后管理考核奖励

浙江唯一的少数民族 自治县

—景宁舍族 自治县
,

最

近县编委核增全额拨款事业编制 名
,

并且决定对实行有

偿收费制度 的农村饮用水供水站
,

县财政每年从水建资金

中按 元 人
·

年的标准拨发农村饮用水的专项维护补助

费 预期每年 万元
。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意识到
,

农 民饮用水工 程同样是

重要 的社会公益性基础设施之一
,

需 要财政 的支持
,

政府

有责任监管好并支持这些工程的永续利用
。

探索农 民饮水工程长效管理办法

仍是 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政府补助
、

民 间参与的 形 式

计量收费几乎是浙江新建农 民饮用水工程的一个通用

规则
,

农民也积极支持这个规则的行使 随着大规模建设阶

段的过去
,

更多的县 市
、

区 近年陆续对这些工程 的后续管

理作出 了 回应
,

一些地方已决定动用政府财政对农民饮用

水工程长效管理提供一定的补助
。

余姚市的管理是一种模式
。

永康市是另一种模式
。

该市专门建立农村饮用水监督

管理站
,

负责供水工程安全规范化管理 设立供水水质化

验 中心
,

每季度 对各村无偿抽测
,

进行化验
、

分析 每年安

尽管浙 江省各地 在 建设农 民 饮用 水工 程 的 同时
,

都

重视或者关注工 程建成后 的长效 问题
,

但 由于种种 因素

这个问题在各地 的解决程度不 一
,

仍是一个不 可 回避 的

现实难题
。

年年初 以来
,

省水利厅加大 了农民饮用水工程长

效管理工作的力度 月
,

确定 了永康
、

浦江
、

玉 环等 个

县作为长效管理试点县
,

提出了试点县建设要求 月
,

召

开全省农村饮用水工程长效管理座谈会 月初
,

组织开展

了长效管理问题的调研工作
,

并下 发《浙 江 省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 长效管理指导意见 》最近
,

省水利厅义决定 召开全

省农村饮用水工程建设与长效管理工作推进会
。

分管副省长茅临生在最近 召开的浙江省水利工作会议

上提出要建立
“

产权明晰
、

权责明确
、

政府引导
、

群众参与
、

管理到位
、

制度健全
、

供水安全
”

的农 民饮用 水工程长效管

理机制
,

确保这些 工程
“

建得成
、

管得好
、

用得起
、

长受益
” 。

省水利厅厅 长 陈川就搞好农 民饮用水工程长效管理

问题多次调研
,

期望探寻建立一种既有政府 支持
,

又 能发

挥农 民 自主管理积极性 的方式
、

年的工作 目标是
,

在

加快千万农 民饮用水工程建设的同时
,

要加强 饮用水 工程

项 目管理
、

考核和验收工作
,

完善农村饮 水安全信息系统
,

加强运 行管理
。

浙江省农水总站副主任钱银芳说
,

在农村饮用水工程

建设实践中认识到
,

在解决长效管理上
,

有 个前提必须考

虑 一是政府投人必要的管理经费
,

二是要建立一 支有责任

心
、

懂技术的管理队伍
,

三是必须有章可循
,

要建立一套管

理制度
。

省水利厅制定 的 目标是
,

经过 一 年的努力
,

建立

起涵盖全省农村饮用 水工程 的管理体系和相 应 的保障措

施
,

保障饮用水工程长久发挥效益和农村饮水安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