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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地处郑州、开封两市之间，2012年行政区划调整前

全县共有20个乡镇，调整后为15个乡镇（街道）、321个行政村，

农村人口54万人。



长期以来，中牟县

农村群众用水主要依靠

手压井汲取地下水，部

分村组使用单村压力罐

供水。



全县大部分地区浅层地下水存在污染、

苦咸和含氟量超标等问题，严重危害了广大

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水利部部长陈雷视察中牟水利

2005年以来，在中央、地方各级水利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历届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连续12年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列为民生实事项

目强力推进，全面拉开了一场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的建设大幕。

省水利现场会领导观摩水厂中控室 中牟县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动员会



水质检测中心官渡水厂

刘集水厂大孟水厂

截止“十二五”末，全县累计投入资

金2.48亿元，共建成大孟、刘集、官渡等

乡镇集中供水厂15处、单村、联村供水工

程165处，建成农村水质检测中心1处。





解决了全县54万农村

群众和在校师生的饮水不

安全问题，初步实现了农

村供水城市化的目标。



结合我县实际，成

立了农村水务服务总站

和供水服务总站，对乡

镇集中供水工程进行统

一管理，率先在全省供

水领域实现了“一乡一

水厂”供水专业管理模

式，得到了上级领导和

业务部门的肯定。



在工程建设中，主要得益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



县水务局成立了农村饮水安全项
目工作推进组，实行了项目的统一组
织、规划、建设和管理；发改、财政
等部门参与配合，做好计划安排、资
金调度等工作。

工程建设之初就成立了

以县长为组长的农村饮水安

全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领导职责。



在工程建设中，县主要领导经常深入

现场一线，查看工程建设情况；建立联席

工作会、项目推进会等推进机制。



同时出台了《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工作

的意见》、《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的意见》、《中牟县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基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的通知》、《关于成立各乡镇水

务服务站的批复》、《中 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牟县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 测中心运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中牟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

源地保护管理办法的通知》 《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

牟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政府文件，最大限度支持工程建设和后期管护。

整个“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县级财政投入就达2982万元。



在运行管理中，得益于我们探索了一条符合中牟实际的管护机制



成立中牟县农

村水务服务总站，下设乡镇水务服务站，覆盖全县各乡镇，人

员编制160名，人员经费实行县财政差额供给，建立了县、乡

两级专业管理体系，以行政村和自然村为单位，配备一名水管

员（水管员报酬从水费中按比例计提），作为水费征收和村内

管网维护的群管体系，有效解决了乡镇供水工程重建轻管的机

制问题。

为确保工程长期良性运行、长久发挥效益，我们坚

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

一是农村水务服务总站“统一管理”。



同时，对“管线长、分布广、

用户散”区域供水管道实行分级

维护，供水主管网由农村水务服

务总站负责；村内管网由水管员

负责，服务总站提供维修配件；

入户管网由各用户负责管理，损

坏由用户自行维修，水管员提供

技术服务，有效保障了供水工程

正常运营。

县政府每年拨付60万元维修金，

对供水管网和设备设施进行集中

维护。

二是县财政资金“统一维护”。



中牟县农村水质检测中心

在水质保障上，主要得益于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中心建设



乡镇集中供水工程建成后，农村饮水

安全的重点从供水保证率转移到了水质安

全保障上来，特别是随着地下水动态变化，

水质不达标开始时有出现。



为确保农村群众饮水水质安全，2012年5月，

县财政投资30万元，在大孟集中供水厂建设了

农村饮水安全水质化验室，把完成PH、色度、

耐热大肠杆菌等日检9项和月检14项的水质检测

指标，作为生产阶段水质控制保障的基础依据。



2013年，根据国家发改委、水利部、

卫计委、环保部四部委《关于加强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能力建设的指导

意见》（发改农经〔2013〕2259），我

们积极向县政府汇报，取得支持，县政

府决定在原有基础上，由水务局牵头，

对农村饮水安全水质化验室进行全面提

升改造。

建立中牟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

检测中心，并出台了《中牟县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水质检测中心运行管理办法》，

明确了职责、人员经费、检测要求、信

息发布等运行管理体系和机制。



在资金方面，除中央投资72万

元之外，县财政配套资金49万元；

在队伍建设上，县政府专门给出事

业编制指标，面向社会通过公开招

聘，择优选拔4名水环境分析、化学

分析类相关应届研究生毕业生作为

专业水质检测人员。



室检测人员8名，所有人员均持证上岗；
每年由县财政补助资金86万元，用于水
质检测中心的日常运行管理，有效解决
了办公及运行经费不足问题，确保了水
质检测工作持续良好开展。



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中心整体上按照“千吨万人以上

工程要逐个工程明确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末梢水自检指标、

频次；对日供水规模20立方米以上集中供水工程巡检，汇总提

出检测指标、频次；对日供水规模20立方米以下供水工程和分

散供水工程抽检”的要求进行，水质检测指标增加至现有的42

项，检测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为进一步保障供水水质，2016年，我们继

续加大资金投入，已投入资金2563万元，对官渡、

韩寺等10处农村集中供水厂配置日常9项水质化

验室检测设备，并对部分水厂安装除氟设备。截

止目前，工程建设正在强力推进中。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要求全面

做好水质检测中心资质认证工作，
尽快通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审核
认定，进一步规范运行管理。



2016年，对于我县来说，农村饮水安全工

作又站在了新的起点。我们将瞄准“国内一流”的

工作目标，抢抓机遇，紧密结合我县新型城镇化建设和

发展的需求，围绕“农村供水城市化、城乡供水一体化”

目标，落实农村饮水安全“十三五”专项规划，大

力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对已建工程进行配套、改造、

升级、联网和信息化建设，通过

健全工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进一步提高农村集中供水率、普

及率、水质达标率和供水保证率。

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打造成实实

在在的民生工程，惠民工程。



汇报完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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