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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域化布局



一、前 言

2000年至2003年，国家实施农村人口饮水解困工程，当时的标准是每人270

元，主要实施的内容是给农村打大口井或建设小型水厂；按照当时的规定，稍大

一点的工程交由乡镇政府管理，稍小的集中供水工程由当地群众代表组建用水管

理委员会管理。因为人饮解困工程主要是公益性质，几乎不盈利，至2006年底，

乡村集中饮水工程由于供水工程规模小、缺乏标准的水处理和水质监测设施，供

水水量不能保证，水质安全不能保证，生存发展及其艰难，绝大多数呈瘫痪状态，

极少数承包给私人之后勉强在维持。

2005年国家开始实施农村人口饮水安全工程，当时的标准为每人390元，中

央要求的建设模式基本与实施人饮解困时类似，即要求组建县级项目法人，实行

“六制”，实际上还是主要由水务部门组织建设和管理。但是我们不想再重复过

去的教训，不再建设小水厂，规划建设规模较大的自来水厂来解决农村饮水安全，

从根本上解决水厂长期生存的问题，让老百姓长收益。



二、概 况

安徽省定远县地处江淮分水岭，地势岗冲交错，属丘陵地区，是缺水易旱多发县,全县总人口96.7万人，其中农村
人口82.9万人。

定远县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面临的困难：一是人口多且分散。全县土地面积2998 平方公里，居安徽省第三，
82.9万农村人口分散在5361个村民组中。二是水资源少且分布不均。定远县地处江淮分水岭，降水相对少，大部分水
资源集中在18个中型水库，其余地方不仅水资源少，而且存在苦咸、矿物质超标等问题，不少地方大旱年份没有水吃。
三是财力弱。是农业大县，财政穷县，2013年全县地方财政收入不到14亿元，绝大部分乡镇为农业乡镇，定远县结合
实际，确立了建设15处适度规模的自来水厂、实行集中供水的总思路，实现自来水进村入户全覆盖的总目标，本着
“建得好、伸得开、用得起、推得广、管得住”的建管思路，积极探索“六化”模式，走出了一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建设的新路。

15处水厂 105名
管理人员

1300万元
(2013年度）

国家投入2亿元
个人投入1亿元

（截止2013年底）



三、“六化”模式

（一）全域化布局

国家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主要是解

决农村饮水不安全的问题；但定远县在实施饮

水安全工程时统筹考虑全县城乡供水，规划全

域化供水目标，明确提出 “以服务农村人口

饮水为主，兼顾城镇供水。根据地形地貌和水

资源集中在中型水库、其他地方水资源贫乏的

情况，规划了15个适度规模的自来水厂，规

划水厂时一次性到位，分期实施，不搞重复投

资，建设规模较大的自来水厂来解决农村人口

饮水安全，同时向城镇供水，从而实现城乡供

水一体化”。规划总设计日供水能力16.6万吨

（目前已具有11.2万吨的供水能力），设计供

水人口96.7万，可覆盖全县22个乡镇、279个

行政村及社区。从根本上解决了水源、水质、

供水保证率和方便程度等问题。



（二）市场化运作

定远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总体规划
需要解决没有被列入国家计划的人口，
光靠国家项目资金是不够的，且国家
项目是按年度实施的。为了解决资金
不足的问题，我县出台了各种优惠政
策，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利用国家项
目资金来吸引、撬动社会资金共同投
资兴建股份制水厂。我们在水厂建设
之初即考虑水厂今后的生存问题，所
有规划的农村自来水厂设计日供水能
力最小都在3000吨以上，每个水厂都
划定了供水范围（供水户数均在5000

户以上）且明文规定只准建设一个水
厂，物价部门充分考虑投资者的投资
回报及相应的利润空间，在政策方面
保证投资者的风险最小化，政府各部
门全力做好服务工作，使自来水厂能
够长期运行并可持续发展。



（三）项目化建设
所有水厂在建设前，必须做好水资源论证，初步设计、实施方案等，对材料、设备、工艺等提

出明确要求，做到工程设计标准化；所有设备和管材必须取得卫生部门颁发的批件，所有供应商都

要入围水利部涉水产品商家名录。在工程管理上，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负责制、工程招投标制、集中

采购制、建设监理制、资金报账制和竣工验收制等“六制”要求。县供水总站为项目总法人，建设

项目统一实行招投标，管材、消毒和水处理设备等由政府集中采购，建设过程由招标确定的资质监

理单位全程监督。所有工程由市县两级水利、发改、卫生、财政等部门联合验收。通过标准化建设，

有效保证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质量。



（四）企业化经营

1、落实管理主体：全县所有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在建设前必须落实好管理主体，否则工程不能开工建设。

2007年9月定远县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独立的事业

法人单位定远县农村供水工程管理总站，由县政府批复

作为定远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建设法人（一级项目法

人），与各级政府招商引资引入的投资者以股份制形式

合作投资，组建15个自来水厂项目法人（二级项目法

人），建设自来水厂，二级项目法人在工程建设完成后

即负责本工程的日常经营管理。

2、明晰产权:定远县水务渔业局作为主管部门委托

社会中介机构对已经建设的水厂实行动态跟踪审计，水

厂建成后以最终审计数作为工程的总投资，国家和私人

投资者的股份在水厂中所占有的比例相应明确，其产权

按比例分别拥有。目前十五个自来水厂已按照有关规定

在工商管理部门正式注册为股份制供水企业，这些水厂

已经完全按企业运行模式进入管理阶段，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



3、控股管理：《定远县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以国家、

企业和个人共同投资兴建的农村供水工程，组建的股份制公司，国家股份必须占

50%以上，以便在具有公益性质的农村供水股份制公司中控股管理；企业或个人

投资需达到工程总造价30%以上的，方可获得经营管理权。国家投资部分以国有

股参与农村供水股份制企业管理，由县农村供水工程管理总站行使股东管理权力，

国有股主要管理国有资产安全和防止自来水厂作为垄断企业而丧失国有资金所体

现的公益性。为了让老百姓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供水服务， 《定远县农村供水

工程运行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国有资产控股的股份制水厂必须保证

国有资产股份在水厂中的主导地位，农村供水工程经营管理者必须确保饮用水安

全和社会公共安全。各农村自来水厂如果出现故意供应水质不合格饮水，消极怠

工、恶意间断供水，明显转移、偷卖、破坏水厂资产设施，管理混乱、经营不善

导致年终账面固定资产净值减少等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应责令农村供水工程经

营者限期整改，如超过期限仍不能整改到位，国有资产股股东可以接管企业经营

管理权；期间涉及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五）规范化管理

为了确保15座自来水厂的规范运营，定远

县建立了一系列管理机制。一是成立县农村供

水工程管理总站，对运营情况进行监管（主要

管理国有资产不流失、水质达标等）；二是建

立规章制度。出台了《定远县农村饮用水源地

保护实施方案》，保护水源地，按照水资源管

理规定，15座水厂全部进行了水资源论证并办

理了取水许可证；制定了《定远县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应急预案》，对每座用于饮用水源地水

库的应急水位进行划定、出现紧急情况时启动

应急预案；制定了《定远县农村供水工程运行

管理办法》使自来水厂的公益性能够充分显现，

水质能够达标，国家资产能够增值保值；三是

强化水质监测。实行三级负责，即：水厂化验

室日常检测14项指标，县水质检测中心每月检

测42项指标，县卫生部门不定期抽检。



（六）公益化服务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国家实施的民生工程，公益化服务必须得到体现；如何做到公益与效

率的有机统一是各级政府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由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民生工程，

不同于一般的股份制企业，所以定远县农村供水工程管理总站作为国家投资方，在股份公司中

只管理国家资产，不参与水厂具体经营活动，不参与公司盈利和分红，国有股收益部分主要是

降低老百姓的入户施工材料费和水费。为了防止社会资本控股后不断要求涨价，政府持股普遍

在50-60%。由于国家投资部分所占有的股份不参与公司盈利和分红，因而物价部门在核定水

价和入户施工材料费时，就可以不考虑国家资产的成本，县物价、财政、水务等部门在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规定农村入户施工材料费每户只准收取400元，由于农村水厂用水户分散、点多

面广，用水量少，管网较长，维护成本高，我县水费实行两部制水价，实行年预收水费100元，

可用60吨水，超过部分按吨计量水费（每吨1.6元）。即降低了水厂运行成本，又保证了水厂

正常运转。定远县还规定各自来水厂除免费将供水管道接至农村中小学校、敬老院外，对孤寡

老人、五保户、残疾家庭、贫困户免除入户施工材料费，要让社会最弱势的群体都能够吃上安

全卫生的自来水；在保障农民利益的同时，我们还兼顾水厂合理的利润，我们倡导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向城镇居住群体和企业供水，利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高质量、高标准、城市化的供水服

务，让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德政效应进一步放大，惠及全县所有的老百姓。让公益与效率达到

有机的统一，实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可持续发展，让老百姓长受益。



四、成立供水协会 加强行业自律

为加强行业自律，2009年我县由水务渔业

局牵头，成立了由15个水厂、水政执法大队、

食品安全卫生执法大队、物价执法大队、农村

供水工程管理总站等单位和相关人员参加的定

远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协会，制定协会章

程，维护市场秩序，创造一个公正、合理、稳

定的供水市场。由协会组织统一印发宣传资料、

供水合同、供水管理日志台账，在合适的墙壁

喷刷农村饮水安全宣传口号，水厂厂区必须为

花园式标准等；从而达到“建设一座水厂，造

福一方百姓，留下一处风景”的目标，为规范、

推动农村饮水安全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提前谋划“十三五”，提质增效保质量

（一）建立健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组织，组建定远县
供水管理局，统一管理全县水资源（含地表水、地下水），实
施全县饮用水源地保护，负责全县行政区内供水行政执法工作，
行使饮用水水源地水污染防治行政处罚权，行使破坏供水工程
设施、侵占供水工程行政处罚权；切实保障水资源的安全有效
利用。

（二）做好《定远县农村饮水保障规划》，全面提升水厂
的正常供水率，确保水厂之间或有备用水源，或两个水厂有主
管网相连互为备用，争取到2018年底实现所有水厂双源水制；
至“十二五”末，力争各乡镇政府所在地的集镇供水主管网实
现环状供水，其余集镇供水管网基本实现环状供水。进一步提
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供水保证率和水质合格率，全面解决好
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

（三）全面完成15处水厂的供水管网压力监控系统建设
（目前已做好四个）。供水水压是判断供水管网运行状况的主
要指标之一，农村管网像蜘蛛网一样，在全县2998平方公里
上，纵横交错，管网路由较长、管网漏损及水压不足现象难以
及时发现，管理难度大。管网压力监控系统的建设，使水厂管
理人员能够足不出户掌握水厂管网中间点及末梢点等最不利点
水压是否满足标准规定及实际需要，并对供水管网爆管、漏失
等情况及时报警，以便及时处理，从而实现安全、高效、稳定
的供水，可以大大降低水厂的运营成本。



六、结束语
“定远模式”实现了“四个”突破：突破城乡供水不统筹的发展壁垒，突破政府投入不足瓶颈，

突破水源不足的制约，突破建管分离的管理弊端。

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定远县集中供水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实现了“三赢”，即老百姓满意、

企业满意、政府满意；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的共同丰收。

饮水思源，更需思“远”。投入巨资建设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必须建立和完善“从源头到龙

头”全流程的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体系，建立符合农村供水工程特点的“供水安全、产权明晰、权责

明确、政府引导、群众参与、管理到位、制度健全”的长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达到工程良性运

行，长期发挥效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2010年3月水利部陈雷部长视察我县农村饮水工程 2011年7月水利部李国英副部长来我县调研农村饮水工程 2014年6月水利部蔡其华副部长来我县检查农村饮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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