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燕坊镇农村饮水安全提升意见反馈情况

水是生命之源、民生之本。饮水安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农村饮水安全也在贫困户脱贫“两不

愁、三保障”的重要组成范畴，定义上主要指农村居民能及

时取得足量够用的生活饮用水，且长期引用不影响人身健

康。

推动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促农村饮水安全提升以

来，该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局部的成效，也存在了一定的

问题，下一步的打算也必然是不获全胜不收兵，现将此项工

作向人大报告：

一、农村饮水安全基本情况

燕坊镇现有六村一居总人口约 10500 人，早期我镇主要

是通过自建水厂为集镇 150 户居民集中供水，各村基本是通

过井水等方式解决饮水问题。在此基础上，镇政府积极谋划，

具体做到了：

第一、领导高度重视，早谋划力争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早

解决。镇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紧跟政策风向，我县启动城乡

供水一体化工作后，经镇政府积极争取，我镇被纳入到城乡

供水一体化实施的首批乡镇当中，实施期间镇政府就全镇管

网问题、个别村与自来水公司的衔接等问题多次向县领导汇

报，积极与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领导小组、县水利局等部门进



行沟通。

第二、压实村（居）责任，多调度争取农村饮水全覆盖、

早落实。镇政府指定专门分管领导及干部紧盯自来水安装进

度，并要求各村（居）指定专人负责具体安装的沟通协调事

宜，并定期召开会议进行调度。在镇村的共同努力下，各村

（居）做到每位用水户必上门，每次纠纷协调必到场，主动

作为，安排专人在管网安装、管道过路安装等纠纷方面进行

协调沟通解决。以居委会为例：他们协助自来水公司完成自

来水新老用户交接 110 户；因入户管线长，安装有差距，又

为 60~70 户居民与自来水公司协调沟通……

第三、多方组织协调，勤沟通争取农村饮水常态问题早

解决。针对用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镇政府先后三次牵头邀

请县水利局、润泉公司、用水户代表召开现场协调会，引导

群众反馈安装及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多方沟通寻求解决

办法，争取了群众的理解，达成了多项共识，确立一系列制

度，并采取了适当措施：

①管网维修时限承诺制：出现供水中断自来水公司工作

人员承诺一小时到位，修好时间根据管子规格而定（一、维

修直径 90mm 以下水管 3 小时内；二、维修直径 90mm 至直径

10mm 水管 6 小时内，维修直径 160mm 水管 8 小时内；三、维

修直径 200mm 至直径 315mm 水管 12 小时内,特殊情况为 24

小时内）。



②微信群信息反馈联动机制：润泉公司出现情况第一时

间在群里通知，如需停水必须通知到位，润泉公司可在通知

居民做好蓄水准备，用户也可在群里反映问题，润泉公司要

进行答疑。

③镇域施工报备联动机制：高标准农田等各项涉及开挖

的施工方人员，要求施工必须和自来水公司对接。

④阀门加装压力表技术措施：根据管网分布图在全镇所

有阀门安装压力表，以便更快速查找问题及修复。

籍此一系列制度及措施，共同解决好，因管网破漏导致

停水给群众带来不便的问题，我镇镇政府联动各方，共同度

过城乡一体化供水发展初级阶段的难关。

经过供水一体化实施期大量的工作，我镇农村饮水安全

提升取得了一定成效：城乡供水一体化工作由县润泉自来水

公司承建，自 2017 年启动实施以来，我镇农村饮用水覆盖

用户由原有的集镇 150 户拓展至全镇的 730 户（解决了 3000

人饮水问题，将全镇自来水普及率稳定在 30%），用户数量

上实现了翻两番，覆盖范围从集镇拓展到了全镇；同时，水

质有了质的飞跃，实现了农村饮水安全单项指标的突破。

二、农村饮水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农村饮水安全提升之路上，我镇实现供水覆盖用户翻

两番和水质飞速提升的成绩，“水量、水质、用水方便程度、

供水保证率”四大指标，我们只实现了水质的单点突破，其



它指标有进步，但没做到突破，全面来说，就是离农村饮水

安全的目标和群众满意还有很大差距，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

面问题：

第一、未达标的地下水仍在被饮用。目前，我镇仍有一

部分村民靠井水生活，镇政府调配资金，请专业团队检测，

在被抽捡的 75 户村民井水中，各项指标完全达标的比率在

4%，仅有 3 户水质完全达标，其余 72 户或多或少存在问题，

如色度不达标、浑浊度不达标等。

第二、水源单一、管线易损，安装工作进展缓慢。当前

我镇自来水取水地为梅棠镇泡桐水库，由于泡桐水库位置距

离我镇 10 千米，距离较远、管线较长、且受旱期影响，导

致平时易受管道破漏的影响，7、8 月份易受旱情影响，难以

支撑用户用水量，水源供水能力不稳定。

当前我镇已缴费用户数 730 户，已安装到位 630 户，仍

有 100 户未安装。而目前县润泉自来水公司负责水管安装队

伍仅有 2 名工人，这几名工人还负责 3 个乡镇的管网安装，

工作量大队伍小，导致安装进度严重滞后、解决问题也慢半

拍。

第三、管网安装及管理上存在两点漏洞。目前我镇存在

的管网铺设问题可以归纳为三个漏洞：一是管网现场安装规

范上有漏洞。线路无标识、埋深不到位等安装情形，直接导

致在农村基础设施施工时被挖断；二是管网安装进度管理上



有漏洞。自来水公司安装工人安排少，进度慢，2 名工人负

责 3 个乡镇，有 13.7%（100/730）的缴费用户管网还未安装

到位，有个别村主管仍未通水，如金坂村。

三、农村饮水安全提升工作的下步打算

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以促进农村饮水安全提升，对于

这项工作，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并肯定现阶段取得的成绩，

坚定信心；另一方面，我们要找准提升空间、认清瓶颈，切

实将这项工作继续推进下去，在下一步要具体做到：

第一、加强宣传引导，让群众饮用水时更加放心、见证

变化更有信心。要多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群众减少乃至

杜绝对低质水的饮用，例如通过收集居民集中体检的数据变

化，加以分析宣传等方式，让群众切实感受得到推行城乡供

水一体化，带动的饮用水质的提升，从而推动我镇国民身体

素质的提升，给群众生活的带来改变。

第二、“节流”更须“开源”，“双引擎”推动饮水安

全提升再加速。下一步镇政府将以更大的诚意、更实的工作、

更优的服务，争取更多的老百姓更大的理解，在镇政府的协

调下，县润泉自来水公司也承诺：避免高峰期时停水,尽量

在低峰时期经行管道的抢修，提前通知群众蓄水；但是水量

和供水保证率光靠群众节流蓄水，断然是不行的，为此镇政

府筹划在梅棠泡桐水库之外，增加白槎水厂作为第二个水源

点，再增设一个方向的管网，引白槎水厂和梅塘泡桐水库的



水，“双保险”地共同供给燕坊群众，以“双引擎”推动饮

水安全提升再加速，目前该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第三、“内”、“外”协同管理，齐心协力做好管道维

护管理。供水管网工程，管道是主体，要做到“杜绝断管、

漏管快修”，就要确保管道内、外的系统及标识等设施健全。

要做到“杜绝断管”，就要求在管道外：要对所有主管及进

村管道设立标示牌，从而防止施工挖断管道；要做到“漏管

快修”就要求对管道内：要监测好水压，建立管网压力监测

网络，提供好维修人员保障，第一时间发现漏点进行维修。

岁月如流水，流水亦随岁月变化。继《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执行以来，《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又在 2018 年

出台，这些国标规范以及群众的满意程度都为农村饮水安全

工作提供了“标尺”，“水量、水质、用水方便程度、供水

保证率”等评价指标更为我们勾勒出了“标准线”。

随着“农村饮水安全作为行业扶贫领导小组之一”写进

文件中、提在会议上、执行在工作里，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

饮水安全提升工作必将驶入快车道，让我们在县乡村的共同

努力下，更快地让更多的燕坊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