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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农村供水市场发展需求分析

根据水利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乡村振兴局等9部门印发的《关于做好

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和水利

部出台的《全国“十四五”农村供水保

障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十四五”

期间，农村供水锚定乡村振兴发展需

求，以建设稳定水源为基础，实施规模

化供水工程建设和小型工程标准化改

造，积极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向农村供水

保障转变。农村供水规模化建设和高

质量发展，需要推行两手发力，激发市

场活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农村供水工

程建设和管理。

推进农村供水规模化发展

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城乡一体

化和千吨万人供水工程）覆盖人口多、

水价和水费收缴率相对较高，投资效益

好，一直是社会资本和各种平台公司在

水利工程方面投资的重点和热点。《规

划》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规模化供

水工程服务农村人口的比例力争达到

60%。2021年11月，水利部召开全国会

议推动农村供水规模化发展，随即发文

要求各省份将规划目标任务层层分解

至年度和市县，推进《规划》顺利实施。

据了解，2021年，各地共落实农村供水

李
连
香

工程建设资金570.8亿元，其中社会融

资和银行信贷资金占37%。

提升水质保障水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

的提升，农村居民对水质保障的要求越

来越高。受制于水源本底条件、经济条

件和管理水平限制，目前部分地区水质

还不稳定、保障程度不高。需要在实施

规模化供水的前提下，推进农村供水工

程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应划尽划”、

净化消毒设施设备“应配尽配”，对水

源水、出厂水和末梢水的水质“应测尽

测”。这就亟须安装保护围栏、标志牌

等水源保护措施，配套完善适宜的净化

消毒设施设备，尤其是创新技术、工艺

和设备，比如装配式模块化的先进净水

装置、强化常规处理工艺、深度处理工

艺、超滤设备、供水小站、家庭终端净

水设备。积极推广应用使用简便、可靠

性高的水质检测监测设备及关键水质

指标在线监测设备。

突出供水工程运行管护

农村供水工程建设是基础，管理是

关键。有条件的地区，应该让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参与第

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高级工程师，工学博士，从事

农村供水相关研究工作。2021年度水利部青年拔尖人

才，获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

号、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水技术协会青年创新奖。

三方购买服务、承包经营权、与政府合

作等方式，对农村供水工程进行“物业

化”管理，提供社会化服务。计量收费

对于工程长效运行至关重要，推进农村

集中供水工程取用水计量装置和入户

水表“应装尽装”，推广应用预付费水

表或智能远传水表，提高水费收缴率和

工作效率。

强化农村供水信息化建设

没有农村供水信息化，就没有农村

供水现代化。要按照“需求牵引、应用

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的要求，推

进全国、省、市、县等不同区域尺度的

农村供水工程信息化管理，提升管理决

策水平。对于千吨万人供水工程和有

条件的千人供水工程，推行供水感知、

实时传输、数据分析和智慧应用系统应

用，实现自动化监控和智慧供水。这就

亟须开发和推广符合农村供水实际的

水量、水位、压力、水质等传感器，实现

技术产品国产化，开发和应用具有农村

供水特色的组态监控软件、自动化监控

和信息化管理系统。

保障应急情况供水安全

受干旱、洪涝、冰冻、地震等常见

自然灾害和水污染等事件影响，保障应

急情况下的供水安全非常迫切和必要。

需要研发和应用操作管理简单、运行可

靠的应急净水处理设备，县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和千吨万人水厂要结合实际需

要，配备柴油发电机、拉水送水车、管

道管件、应急水处理装置、防冻水龙头

等设备和材料，以便能够及时科学应对

相关问题。

行业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