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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省 水 利 厅 文 件 

 
 

浙水农电〔2019〕3号 
 

 

浙江省水利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农村饮用水 

达标提标行动 2019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水利（水电、水务）局： 

现将《浙江省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 2019 年工作要点》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落实“城乡

同质标准、县级统管责任”各项工作举措，确保全面完成 2019 年

各项工作任务。 

 

浙江省水利厅 
2019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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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 

2019 年工作要点 

 

为深入贯彻《浙江省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和浙江水利 2019 年工作要点，坚决“打赢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攻坚战”，全面落实“补短板、强监管、走前列”

工作举措，结合当前工作实际，制定浙江省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

行动 2019 年工作要点如下。 

一、细化项目清单，认真办好民生实事工程 

1．全面落实市县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一是加强政府“一把

手”履职。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专项行动是政府“一把手”工程，

要提请市县政府主要领导专题研究部署农饮安全工作，将其纳入

政府工作主要议事日程。二是加强政府组织领导。履行省级联席

会议办公室职责，加强省级部门联动发力，共同推动农饮工作。

建立健全市县政府层面议事工作机制。三是层层压实工作责任。

3 月底前市县政府全面签订责任书，明确工作任务、落实工作责

任。鼓励县乡签订责任书，加强乡级政府投入力度。 

2．全面印发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专项方案（行动计划）。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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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及县域城乡供水安全保障格局，全面

排查摸清县域农村供水工程“家底”，详细评估饮水安全状况，因

地制宜提出“一县一方案”，全面印发部署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专

项方案（行动计划），精准实施达标提标各项工作举措。 

3．制定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 2019 年度实施计划。一是印发

实施计划。对标三年行动计划，联合建设等部门印发年度实施计

划，并在主要媒体进行公示。2019 年计划完成农村 410 万人达标

提标建设任务，其中城市管网延伸覆盖 161 万人，农村饮用水达

标人口覆盖率 90%以上。二是实行挂图作战。将受益对象（村、

人口）全面细化落地，建立健全项目库。制订农村饮用水达标提

标行动计划“项目表、时间表、责任表”，争取 3 月底前全面完成

项目前期并开工建设，实行挂图作战、销号管理。 

二、强化工作举措，规范推进供水工程建设 

4．加强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管理。一是提升实施主体层级。

推行城市管网延伸工程由水务公司实施，乡镇和单村新改扩建工

程由县级或乡镇级项目主体实施。二是加强原材料统一管理。统

一建立主要材料供应商名录库，或统一采购主要材料，做到材料

质优、价平。三是加强项目全过程管理。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

制，加强重点环节和施工过程质量管控，加快工程建设和项目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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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确保建一处、成一处、发挥效益一处。 

5．加强“从源头到龙头”高标准建设。一是推动依规依标建

设。制定《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建设与管理指导意见》、《农村供

水工程建设导则》，组织推进农村供水工程高标准建设。二是强

化水资源保障能力。优化区域水资源统筹调配，积极延伸原水管

网，确保新改扩建农村供水工程供水保证率达到 95％以上。加强

水源地管理保护，梳理并公布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全面落实

并复核日供水规模 200 吨以上（千人以上）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

范围划定及警示标志保护措施。日供水规模 200 吨以下（千人以

下）农村饮用水水源应当按要求明确保护范围，并设立警示标志。

三是完善三级供水体系。优化城市水厂、乡镇水厂布局，能延则

延、能扩则扩，尽可能扩大规模化覆盖人口比例，城市水厂管网

延伸要以入户通水作为项目完工标志。四是加强水厂制水工艺。

强化净化消毒设施制水工艺，明确水质检测范围、指标、频次等，

实现县域农村供水工程水质检测全覆盖。 

6．健全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工作体系。一是建立月度统计

通报制度。按照“全口径”、“全覆盖”的原则全面统计农村供水工

程建设进展和管护落实情况，及时科学真实报送数据。每月通报

好做法好经验、滞后项目和暗访发现问题，对进度排名连续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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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县（市、区）负责人进行约谈。二是建立月度明查暗访制度。

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每月暗访农村供水工程水源地保护、水

质飞检、管护落实等主要内容。省级抽查 600~1000 个农村供水

工程，覆盖项目村比例 30%，实现县（市、区）两次全覆盖以上；

市县同步开展明查暗访工作，省市县三级联动，争取项目村全覆

盖。三是建立绩效考评制度。纳入“五水共治”重要工作内容及考

核指标。修订《浙江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考核办法》，

健全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将考核结果作为以奖代补资金分配的重

要参考。 

三、落实县级统管，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7．全面落实管理责任。6 月底前全面落实农村饮水安全管理

地方人民政府的主体责任，水利等部门的行业监管责任，县级统

管单位或供水单位的运行管理责任。建立以县为单位的管护机构

或明确水务公司，对县域农村供水工程实行统一专业化管理。加

大农村供水工程安保设施建设，设立标志牌，明确责任人、供水

服务电话等信息，同步在当地媒体或网站上进行公布。2019 年基

本完成日供水规模 200 吨以上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创建，并

全部通过验收。 

8．健全完善工作制度。一是落实“三项制度”。加强省级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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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饮水安全管理能力建设，健全完善县级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

机构、运行管理办法和运行管理经费“三项制度”，确保农村供水

工程有机构和人员管理，有政策支持、有经费保障。二是制定县

级管理办法。研究制定县级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办法，明晰农

村供水工程产权，落实工程运行管理主体、管理责任和运行管理

经费，明确水源保护、水质检测监测、水价制定等工作的职责要

求。三是完善日常工作制度。按照县级统管要求，进一步完善工

程巡管、水质检测、水费收缴等工作制度。研究制定合理的水价

制度和水费收缴方式。 

9．积极推行数字建设。完成城乡供水工程建档立卡工作，

将供水工程、供水水源、供水范围和对象、相关责任等基础信息

纳入城乡供水信息网，逐步接入水源地、出厂水、管网末梢水等

水质检测信息和供水工程标准化运行管理情况等，努力推进城乡

供水工程（含农村供水工程）“数字化”管理。 

四、加强宣传培训，着力提升农饮行业能力 

10．加大宣传引导。一是做好主题日宣传活动。借助“世界

水日”、“中国水周”等主题宣传活动契机，进农村、进学校，大

力宣传科普安全用水、科学用水、节约用水知识。二是做好舆论

宣传报道。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介，持续报道达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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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行动建设成效和典型工作经验和做法，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三是做好群众发动工作。注重引导农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达标

提标行动，充分考虑农民关于农村供水工程项目实施、水价制定、

长效运维等意见建议，接受社会监督。 

11．强化培训指导。加强对实施和管理主体（分监管、统管

或具体运行管理主体）的指导培训，举办水质检测、标准化管理、

绩效考评培训班，做好政策解读、技术宣贯，努力提高农村供水

工程建设和长效管护水平。 

12．强化作风建设。积极践行“忠诚干净担当，科学求实创

新”新时代水利精神，发挥水利“铁军”精神，勤勉工作、奋勇争

先，扎实推进达标提标建设各项工作举措。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各项规定，强化廉政风险防控，确保工程安全、资金安全、干

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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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级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浙江省水利厅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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