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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中江县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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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水：数字化管理助力城乡供水一体化（四川省）

城乡供水保障程度及现代化水管理要求明显增强。

建成一批生态水利工程，水网体系进一步完善，城乡供水一体

化和乡村水务取得重要进展，城乡供水保障和抗旱应急能力明显增

强，规模化供水覆盖程度明显提高，全省新增生活、生产、生态供

水能力 20 亿立方米，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8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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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供水智慧水务建设背景（中江县）

规划目标—管理方面：

      全面推进工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建

立健全县农村供水管理服务机构、农村供水专业

化服务体系、合理的水价及收费机制、工程运行

管护经费保障机制和水质检测监测体系、水厂信

息化管理，完善供水工程的水质化验室，加大对

水厂运行管理关键岗位人员的业务能力培训，确

保工程长效运行。中江县拟定构建智慧水务管控

一体化平台一座，并将接入5大供水工程，从制

水到管网再到营销客服管理，开展全面智慧化专

项项目，建成智慧水务大平台，实现控制自动化、

管理协同化、决策科学化、服务主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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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县城乡供水基本情况

中江县，隶属四川省德阳市，是川中丘陵地区西部的农业大县，位于都江堰大

型灌区的尾灌区，幅员面积2200平方公里，辖30个乡镇，总人口136.7万。中江县供

水水源主要以都江堰引水源为主，本地水资源为辅，全县共有中型水库5座、小型水

库61座，引水堰4处以及其它小微型水利设施。

在十四五期间，中江县综合采取“建大、并中、减小”的方式逐步推进“城乡供

水一体化”。一是新建（改扩建）5座骨干供水工程分区域覆盖全县主要供水地区；

二是改造升级、维修养护小型供水工程设备及老旧管网81处。结合中江县“新农水”

及“乡村水务”规划，至2025年，全县自来水普及率及规模化供水率不低于90%。

截止到 2021 年底，中江全县农村供水总人口 108 万人，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管

网到户人口87.53万人，集中供水率85.19%，自来水普及率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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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城乡供水面临的挑战

丘区地带
农村供水工况复杂 运营难度大水量、水质

保障难

Ø 水源地保护及水质监测；

Ø 出厂水及末梢水水质管理；

Ø 用水矛盾突出

Ø 丘区地带，长距离管网末端需要增压供水；

Ø 泵站数量多，一旦发生故障，造成片区停水；

Ø 丘陵地带，水量容易发生漏损现象；

Ø 人员分散，故障、漏损较难及时发现

Ø 管理体制机制亟待进一步完善；

Ø 运营主体繁多，供水市场复杂；

Ø 现代化程度不够，供水基础设施薄弱；

Ø 供水工程建设及维修养护资金投入不足

2020 年，中江县脱贫攻坚工作已取得全面胜利，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已初步得到解决，

但中江县在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进程中任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巩固拓展水利脱贫攻坚成果仍需通

过乡村水务的发展，进一步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和规范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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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整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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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任务：中江县“十四五”农村供水，采用“建大、并

中、减小”的方式解决全县约113.98万人供水，占全县总人口

137.86万人的82.67%。

2、实施方式：主要采用中型水库为规模化水厂水源，通过水

库自身径流及人民渠补水的方式作为水源补给，水量充足，水源地

划分有保障。升级政造规模化万人工程5处。拟定采用5座大型规模

化水厂制水，规范化小型供水工程进行配水分配，末端村级供水管

网对各个村组进行入户给水。最终达到5个大型水厂配水管网相互补

充，相互作为应急水源，为30个乡镇及对应村组的供水管网提供充

足的水量及达标的水质。

3、运行管理：水厂建成后，政府主要负责水源地的划分及对

水源地进行保护及合理水价的指定，各个大型水厂采用集团化、公

司化的方式运行，采用“以大并小，以大覆小”的方式对水厂运行

进行管理，配水管网采用互联网智能化的方式高效运行，保证整个

供水管网同网、区域同价、同质、同服务，全县供水水平显著提高。

4、资金筹持：根据测算，“十四五”期间重点及骨干工程规

划总投资约20.86亿元，拟通过上级补助、专项债券以及地方自筹等

形式筹集建设资金。



中江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整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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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供水目标 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

规模化
供水率

集中供水工程规范化
管理达标水平

集中供水工程
水费收取率 水质合格率 问题投诉率

2021 年目标 81% 52.8% 100% 98% 不低于县城水质合格率5% 小于 0.001%

2022 年目标 85.5% 61.6% 100% 98% 不低于县城水质合格率5% 小于 0.001%

2023 年目标 90% 80.6% 100% 98% 不低于县城水质合格率5% 小于 0.001%



依据“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中江县城乡供水一体化智慧水务项目基于全县统一布局考虑，分步分区进行建设：打造全县统一的

城乡供水一体化智慧管理平台，建立监管中心、运营中心以及片区管理。

1）监管中心：以中江县水利局作为监管主体，实现全区域城乡供水信息统筹监管，同时与智慧水利平台系统对接。

2）运营中心：以黄鹿水厂作为运营管理主体，建立中心机房，统筹中江县全域城乡供水运营管理数据。

3）片区管理：以规模化水厂（仓山、响滩子、黄鹿、双河口及石泉水厂）为片区中心进行运营分析及运营管理。建设各片区物联网传感

层，保障数据采集。

中江城乡供水智慧水务建设思路

智慧化的基础是建立水务物联

网监测体系，实时对取水、产水、

运行全过程进行测量、监控与分析，

做到变被动为主动、透彻感知。

基于系统平台和移动设备，

打通信息孤岛和业务隔阂，实现

泛在信息之间的无缝连接，有利

于统筹决策指挥，有利于掌握水

厂经营管理全貌

结合数据分析与应用，在各个

环节实现从信息采集到到分析判断、

预警、自适应操作的全程指挥操作，

为水务工作提供强大的决策支持，

强化水务管理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城乡供水智慧水务软件平台

集成服务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

工程，将城乡水务数据及管理紧

密连接，同时系统具有扩展性，

不断满足高标准的管理要求，进

一步丰富和拓展其内涵。

在线监测
数据收集

数据应用数据拓展数据整理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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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城乡供水智慧水务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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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涵盖全县取水、净水、输配水、营销客服及运营管理
全业务环节与流程的整体智慧化体系

建设覆盖全县
供水的自动化
传感感知体系

建设覆盖全县
供水营收客服
业务管理系统

建设覆盖全县
供水全流程的
信息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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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农村供水系统智能化、高效化管理，提升供水工程的管理
效率，建立健全中江县农村供水系统从水源地—龙头的全流程
专业化服务体系，对全县农村供水系统及信息化建设进行合理
布局、优化配置。

提升集中供水工程信息化管理水平

系统与市县已有或未来大数据平台实现数据交互，促进数据融
合和资源节约，实现大水利管理的上下联动、部门互通。

提升全域水利管理对接共享

有效降低中江农村供水运营管理的费用。降低对于农村供水管
理人员专业性的要求，减少人员成本，提升服务效率。水厂内
的电耗、药耗、水耗都能大幅度降低。

实现整体运营节能增效

实现城乡供水同水质、同服务、同管理、同收费，
推进中江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0%以上、规模化供
水率80%以上，水质合格率95%以上，农村集中供水工

程水费收缴率达到98%，工程规范化管理达标率100%。

保障农村供水安全

建立智慧水务建设技术标准体系，强化数据融合，实现
智慧水务综合管理平台下的“一盘棋”业务联动和应急

处置管理。

逐步完善供水一体化智慧体系

建立漏控标准工作流程，开展节水托管合同管理，
同步建立智慧节水控漏标准工作流程、机制和制度，形
成可复制的长效管理体系，减少水资源及供水系统投资

损失浪费。

构建管网漏损管控体系

中江城乡供水智慧水务建设预计效益（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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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江城乡供水智慧水务建设预计效益（经济指标）

金额/指标（单位：万元/年）  

序号 项目 现状指标 预期指标 指标差额 指标说明

1 产销差降低 40% 20% 20% 降低产销差，减少管网漏损
2 抄表率提升 80% 100% 20% 抄表计量覆盖率提升
3 水费回收率提升 40% 100% 60% 实收水费/应收水费提升
4 巡检效率提升 50% 95% 45% 管网沿线巡检率提升
5 营商环境优化 人工办理 网办  业务办理方式多样化
6 漏损水费降低 876 438 438 漏损率降低，减少漏失水费
7 生产成本降低 437.1 341.03 96.07 “水、电、药”三耗

7.1 电费节约 192 153.6 38.4 水厂制水电耗降低
7.2 药耗节约 48 29.75 18.25 水厂制水药耗降低
7.3 水耗节约 197.1 157.68 39.42 水厂自用水量降低
8 人工成本降低 240 120 120 信息化管理，减少人员成本
9 送水成本降低 600 494 106 降低供水流程能源消耗

合计 2,153.10 1,393.03 760.07  

“现状指标”合计2153.10万元/年具体是指：运营支出1277.1万+漏损水费876万
“预期指标”合计1393.03万元/年具体是指：运营支出955.03万+漏损水费438万

“指标差额”合计760.07万元/年具体是指：节省运营支出322.07万+降低漏损水费43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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