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8

科 学 论 坛 2023年 8期 (上 )总第 539期

我国农村水利工程现状及
饮水安全保障措施探析

林媛玉

（陆川县横山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广西 玉林 537724）

摘　要　饮用水是关系到人民生活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国家对农村饮用水的质量和水质状况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治理。目前，我国农村饮水卫生工作中，主要表现为：水利设施建设滞后，水源地污染，相

关管理制度不完善，紧急情况下没有制定相应的水源污染应急计划等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

措施，如：加大资金投入、建立完善农村饮水质量保证体系、拓展宣传渠道、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科学制定农

村饮水规划、积极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强化组织领导等，以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关键词　农村水利；饮水安全；水利设施；水资源污染

中图分类号：TV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23）08-0118-03

农村水利工程是农村从事与水相关的各项工作。

在保证农村居民饮水安全的前提下，对农村居民的生

产和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农村饮水问题不仅是我国水

利工程中的头等大事，也是一件长期而艰难的工作。

因此，应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通过多

种举措，保证农村饮水工程建设质量，引导农村居民

重视水源问题，严格落实相关管理重点，确保农村水

利工程的顺利发展，为农村居民生活提供保障。

1 农村水利发展

第一，水资源管理状况比较差。自从生产责任制

深入农村后，因为在农村地区，集体观念缺失，个体

经济观念比较强烈，使得许多水利工程只是把重点放

在了用水量上，而忽视了对水的管理，造成了农村水

利的粗放型管理。在支流下面，水源混乱，渗漏问题

频发。许多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相关部门并未进行适

当保养与维修，导致水利设施之间的开沟、截流、泄水、

堵塞堤防等问题十分突出，这也是导致明渠和水线断

裂的主要因素，逐渐丧失了供水的功能，导致了水资

源的浪费。不但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的影响，也会

对人类的生活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

第二，产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农村的产

业结构只是侧重于粮食的产出，而水利的配套则是为

了适应多种农作物的需要，开始向花卉、蔬菜和苗圃

倾斜；水果等具有较高的节水和抗旱性的农作物。在

此阶段，产业结构调整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在过程中，

以一家一户的方式进行，建设零散、规划和调整难度

较大，最终导致配套设施建设出现问题。

第三，对水质的要求更高。随着我国水产养殖业

的快速发展，其对水体质量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一旦

水质恶化，造成水源的污染，势必会对渔业生产造成

一定的冲击，从而损害农户的利益。由于供水质量无

法得到保证，使得供水成本和建设成本之间产生了冲

突，从而对水利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四，资金投入不足。自从新农村的号召被提出后，

相关部门为提高农村水利工程建设发展，先后制定了

多种优惠方案，鼓励农村水利工程建设，但大部门集

中在水利工程的规划上，对水利设施的投入还较为欠

缺。水利设施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农村居民，严重制

约了水利设施的完善与发展。

2 农村饮水安全现状

目前农村饮水安全主要存在水利设施发展缓慢、

水资源污染问题严重、缺乏科学系统的管理体系、饮

用水水源地保护不规范，以及缺乏水源污染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等问题，具体如下。

2.1 水利设施发展缓慢

由于科技、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居民对饮用水安

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城市饮用水安全管理体系日

趋健全。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许多

水利设施仍未覆盖农村所有地区。近年来，国家对农

村基础设施的投入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农村人口众多，

很多地方的生活饮用水仍以井水为主。在一些农村地

区，即使已经通了自来水，但是由于条件制约，对自



119

科 学 论 坛总第 539期 2023年 8期 (上 )

来水进行净化和消毒的手段比较落后，不能保证饮水

质量，水质不能达到饮用水源的要求。目前我国农村

饮水安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水利建设滞后，需要有

关部门给予足够的关注 [1]。

2.2 水资源污染问题严重

由于大部分农村地区的青壮年在外务工，而留在

农村的居民大多已上了年纪，且受教育程度不高和环

保观念不强的影响。人们将生活污水排放到河流中，

在河流中随意放牧等，造成了水源的严重破坏，再加

上没有采取有效的处理方法，水质很难达到标准。我

国是一个多农业国，在给作物喷洒农药的同时，农药

会随降雨进入土壤，从而对地下水产生严重的污染。

由于水质受到严重的影响，农户们一直都在喝受污染

的水，因此可能引发皮肤病和癌症。

2.3 缺乏科学系统的管理体系

建立起一套科学、系统的饮用水管理制度，是保

证农村饮用水安全的基础。首先，由于我国农村经济

落后，人才流失严重，因此，目前我国农村的水管理

体制主要是由本地人来实施。其次，农村饮水安全是

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缺乏有效的管理人才是造成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最后，目前我国农村只注重于

水利设施的改善，而忽视了水环境的治理。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的顺利实施，需要对其进行日常的管理和维

护，否则将不能保证农村饮水的安全。

2.4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不规范

饮用水水源地是农村地区人畜用水的来源地，因

此，对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是保证农村地区人畜用水

安全的重要关节。水利管理部门必须在饮用水水源地

设立标志，以引导人民对水源进行保护。

目前，一些农村地区的水源地没有设立标识，有

些地方虽然设立了标识，但是村民们对此并不关注，

有些地方甚至还在靠近水源的地方搞起了水产养殖。

一些居民把水引到路边，用来灌溉水沟，还有一些人

在水源地洗衣等，这不仅影响了水质，还导致了水源

的污染。水利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水源地的管理，严禁

在靠近水源地的地方进行养殖、游泳以及其他对水源

造成污染的活动。

2.5 缺乏水源污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在一些农村地区，即使已经开发出了饮用水源，

但是却没有制订出相应的应急预案，更没有明确指导

村民保护水源的具体措施，大多数村民都对水源的污

染视而不见，农村地区人和动物饮水安全问题突出。

3 农村饮水安全和建设思路

3.1 重点规划，协调布局

实践“三个代表”和中国梦的发展思想，深入贯

彻二十大精神，坚持以民为本，建立可持续、协调和

全面发展的体制，适应农村全面发展的需要。提高农

村用水品质，改善农村用水环境和方式，完善农村用

水系统，以保证农村饮用水的安全。这样，才能使农

村居民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饮水，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为新农村建设奠定基础。

3.2 多渠道筹资，做好引导工作

要想让饮用水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除了需要相

关部门承担起责任与负担之外，还应该将筹集资金的

原则纳入水利设计规划之中，并以城乡建设的要求为

依据，在城市和农村的建设中，增加相应的配套设施。

在各个方面都要互相合作，加以指导和支持，保证资

金充足。此外，也应该根据农村的具体条件，让受惠

的居民总是处在相应的利益关系中，以此提高居民的

积极性，主动结合市场的管理机制，采取切实的方法

保证水资源的供应。

3.3 优化水费征收与水价政策

水价是我国农村供水事业发展的生命之本，其定

价的合理性与资金来源、项目管理和项目运作等都有

着密切的联系。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普遍面临着供水难、

水价偏低等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应结合农村具体情况，

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收费标准和定价策略。

3.4 做好质量监管

农村水利是我国农业生产中最基本的一项工程，

而饮用水又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一项重大民

生工程。为此，在农村水利工程中，应建立相应的配

套设施，建立监理和营造方，视具体情形而定，追究

其责。在施工开始之前，要与施工计划、组织设计，

监督结构相结合，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系统。

也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水利建设的顺利进行。

4 保障农村饮水安全的措施

4.1 加大资金投入

要切实保证农村饮用水的安全，必须增加投资，

并把所有村庄的自来水系统都连接起来。在发展农村

饮水水源时，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聘请专业人士

进行实地考察，对农村饮水工程进行科学、合理的规

划和布局。在保证农村饮水安全的前提下，大幅降低

农村饮水工程的造价。同时，要加强对农村生活饮用

水的净化和消毒工作，建立完善的生活饮用水净化和



120

科 学 论 坛 2023年 8期 (上 )总第 539期

消毒体系，保证农村生活饮用水质量，加强对农村人

口的保护，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4.2 建立健全农村饮水质量保障体系

加强我国农村饮用水工程的建设，必须要有一套

完善、科学、有效、符合我国国情的饮用水保障制度。

首先，必须加强对基层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

教育，提高基层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岗位训练，让他

们认识到自己在基层工作中的作用。增强广大水利工

作者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职业

道德，进而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做好农村人畜饮

用水的管理工作。并以此为契机，对本地农户进行技

术指导，使其参与到水利建设中来。建立健全激励措施，

调动群众的工作热情。其次，把水利工程的运行管理

工作列入农村饮用水的质量控制系统中去，对各项工

作进行规范，并与有关部门签订相应的工作目标。目

标责任书能够对工作职责进行明确，对将责任落实到

每个工作人员身上具有好处，还能提升工作人员的责

任意识，让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始终保持着严谨认真的

工作态度。最后，对现有的工作进行科学调配，安排

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开展水质调查，并编制调查报告。

对勘察过程中发现的饮用水污染问题，要进行及时汇

报，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其进行处理，防止污水对村

民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有效地保证农村饮水质量达

到饮用水水质标准，促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迅

速发展 [2]。

4.3 加大宣传力度

目前，我国农村供水水质恶化已成为制约我国农

村居民生活饮用水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关部门应

重视这一问题。可以利用微信、短信、微博以及电视

台等，对其展开大量的宣传，让当地的居民了解到自

己的某些行为会给水源带来的危害，引导居民增强自

己的责任意识与管护意识，从而真正保证农村饮水的

安全。还可以通过召开村民会议，向村民们普及水资

源的重要性，让他们主动地参与到饮水水源地的保护

中来。实行“轮换制”，对“好”的管理人员，在物

质上和精神上都给予一定的激励，促进居民对水源的维

护。在治理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环境保护和有关行政机

关的作用，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例如，需要在乡村周边

的企业使用污水处理技术，提升污水排放标准，对污水

排放途径进行严格控制，以达到对水源地的保护 [3]。

4.4 加强应用信息技术

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人类的生产生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使某些作业过

程得到了优化，从而提升了生产力。针对目前我国农

村饮水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应引进新技术，创新管

理方法。在实施农村饮用水安全项目时，有关部门应

该积极运用信息技术，实现对农村饮用水状况的实时

监控，保证农村地区的饮用水质量 [4]。

4.5 科学编制农村饮水规划

关于农村饮水规划，有关部门要给予足够的关注，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在做好农村饮水问题的基

础上，制定农村饮水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通过对

农村饮水状况的调查，对不能满足饮用水要求的水源，

进行停水处理，另寻新的取水方式。要对水源地、供

水方式及最优供水路线进行科学选择，要将饮水安全

问题作为农村水利建设的第一要务 [5]。

4.6 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强化领导责任，是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的重要举

措。很多领导认为农村比较边远，经济比较落后，不

愿意到那里工作。但是，借鉴过去的成功经验，在强

化领导的基础上，把各项工作做好，可以促进项目发

展，提高农村经济水平。要保证农村饮用水安全，最

重要的是要对农村饮用水进行监督，要构建月报制度，

每个月向政府汇报农村用水中出现的问题，并制定相

应措施及时整改。

5 结语

当前，我国的农村水利改革向纵深和多领域发展，

其难度、复杂性和系统性日益凸显，要想正确掌握变

革的方向，就需要做好体制的创新和协同工作，从而

增强水利工程的整体实力。提升农村饮水品质是促进

农村发展的先决条件，目前，农村饮水安全还面临诸

多问题，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水利监管系统进行健全，

可以提高农村饮用水的质量，保证农村饮用水的安全。

参考文献：
[1]　杨桃芳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小型农田水利及农村安
全饮水设施的现状和建议 [J].现代农机 ,2023(01):57-59.
[2]　李学伟 .对当前我市农村水利现状及农村饮水安全
的探讨 [C]//《建筑科技与管理》组委会 .2017年 6月建筑
科技与管理学术交流会论文集 ,2017.
[3]　杨继富 ,李斌 .我国农村供水发展现状与发展思路
探讨 [J].中国水利 ,2017(07):23-25.
[4]　郭丽 .农村水利工程现状存在问题及规划建设研究 [J].
黑龙江水利科技 ,2016,44(09):135-138.
[5]　刘继艳 .水资源现状及农村饮水安全改善对策分析 [J].
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6(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