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枞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枞阳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

管理机制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
枞政办秘〔2019〕62号

乡、镇人民政府，县经开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和直属单位：

《枞阳县进一步培育和壮大建筑业企业若干意见》经县政府

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枞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 9 月 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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枞阳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效管理机制
指导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建立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责任体系的通知》

（水农〔2019〕2 号）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长效管理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皖政办秘〔2019〕

37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枞阳县实际，现就建立健全我县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下简称“农饮工程”）长效管理机制，提出如下

指导意见。

一、建立健全“农饮工程”长效管理机制总体要求

“农饮工程”是农村居民受益最直接、受益人口最多的民生

工程。我县已从 2005 年开始就已启动实施“农饮工程”，目前已

经基本解决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

提高，人们对农村供水的水质、水量、用水方便程度、供水保证

率等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建立健全“农饮工程”长效管理机制

迫在眉睫。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创新管护模式，

落实管理责任，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布局、规模化发展、专业化

运营、规范化管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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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支撑。

（二）基本原则。政府主导。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实行行政首

长负责制，县人民政府是农村饮水安全责任主体，负责落实农村

饮水安全保障工作。公益属性。“农饮工程”属于公益性基础设

施，财政投入是工程建设的投资主渠道，对受自然环境、工程特

性、农民承受能力等条件限制运行困难的供水工程予以财政扶持。

城乡统筹。统筹区域供水总体布局，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和区域

供水规模化，实现城乡供水服务均等化。规范管理。加强供水工

程规范化管理，提高供水保证率、水质达标率和服务水平，保障

供水安全。

（三）目标任务。通过 3 年努力，建立健全“一个体系、三

个机制”，即: 城乡统筹、设施完备的供水工程体系;管理专业、

运行规范的工程管理机制; 责任明确、分工协作的监管责任机制;

财政扶持、要素支撑的政策保障机制。不断提高农村供水质量与

服务水平，满足农村居民对农村供水的更高要求。

二、建立健全城乡统筹、设施完备的供水工程体系

（一）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具备条件的区域，应坚持城乡

统筹的原则，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将供水管网由城市向镇

村延伸，逐步实现城乡供水管网“一张网”。充分依托规模供水

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优势，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实现城乡居

民共享优质足量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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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区域供水规模化。对低山丘陵区和圩畈区，应以

区域为单位，打破乡（镇）等行政区划限制，合理划定供水分区，

优化县域内规模化供水工程布局。坚持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

集中建设的原则，将水厂建设规模由小型、分散、低标准逐步转

变成为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的集中式供工程。加快推进农村

水厂并网整合和巩固提升，解决工程规模小、老旧管网破损、制

水工艺落后、水压水量不足，水质保证率低等问题。

（三）提升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对山区、偏远地区和人口分

散、不具备联网条件的小型集中供水工程，根据水源条件、用水

需求等实际，采取多个水源联合调度等方式改造提升，保障正常

供水。

三、建立健全管理专业、运行规范的工程管理机制

（一）推行农村供水工程专业化运营。依托规模化供水企业

或单独组建等方式，成立县级或区域供水公司（集团），承担“农

饮工程”统一经营管理工作，实行企业化、专业化、规范化管理。

对于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可按乡（镇）组建管理公司或实行农民

用水户协会管理，也可通过购买服务方式进行管理，实现管理维

护专业化。

（二）推进农村供水工程规范化管理。供水单位应建立健全

生产运行、水质检测、计量收费、维修养护、安全生产等规章制

度并严格执行，加强净水和消毒设施运行管理，开展供水设施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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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维护，加强水质检测，确保水质达标。依法办理取水许可证

和卫生许可证。规模水厂要做到全日制供水。供水单位应制定供

水应急预案，建立维修抢险队伍。运管机构应设立“农饮工程”

县级服务热线。

（三）明确农村供水设施保护单位。供水管网及附属设施保

护责任主体为供水单位，入户设施保护责任主体为用户。

（四）规范农村供水价格管理。“农饮工程”实行有偿供水，

推行“基本水价+计量水价”两部制水价，全面落实供水水费收

缴制度，乡（镇）政府、村委会应配合供水单位做好水费收缴工

作。

四、建立健全责任明确、分工协作的监管责任机制

（一）明确政府主体责任。县级人民政府统筹负责农村饮水

安全的组织领导、制度保障，落实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主体和经

费，明确“农饮工程”管理办法和部门管理职责分工。乡（镇）

人民政府负责农村饮水安全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农饮工程”

的组织、协调和监管，协助供水管理单位做好辖区内供水设施维

护，提出乡镇及以下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方案，报县级人

民政府批准等。村委会配合做好村内供水设施维护、水费收缴等

工作。

（二）落实部门工作责任。水利部门负责“农饮工程”行业

管理和业务指导。财政部门负责落实“农饮工程”运行维护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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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督和水质监测等经费，并加强资金监管。卫生健康部门负

责农村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监督和水质监管。生态环境部门负责

农村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工作实行统一监督管理。价格主管部门

负责农村供水水价、入户部分费用核定和监管。自然资源和规划

部门负责落实“农饮工程”用地政策。税务部门负责落实农村饮

水安全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电力企业负责落实农村饮水安全用电

优惠政策。住建部门（县并网办）负责落实协调农村自来水厂并

网相关工作。

（三）落实运管机构责任。加强“农饮工程”运行管理机构

服务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安全运行管理制度，组织制定农村供水

应急预案，开展“农饮工程”技术服务、业务培训，强化工程运

行和国有资产监管，开展水质巡检，协助做好供水设施维护，处

理用水群众有关投诉等。

（四）落实工程管理单位责任。供水管理单位是农村供水工

程运行管理的责任主体，应配备相应人员，做好水源巡查、水质

检测、供水设施检修和维护等，负责向用户提供符合水质、水量

要求的供水服务，保障正常供水；建立运行服务信息公开制度，

公开水质、水价、水费收支等情况，接受公众监督；建立投诉、

查询和投诉处理机制，及时答复、处理用户反映的供水问题。

五、建立健全财政扶持、要素支撑的政策保障机制

（一）完善工程运行维护专项经费制度。县政府负责落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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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工程”运行维护专项经费，主要用于补助因执行水价低于成本

水价导致的政策性亏损、重大维修、水费收入难以保障正常运行

等。对运行管理不规范、水费收缴率低、群众投诉较多、考核不

合格的供水单位，相应核减补助。

（二）落实“农饮工程”有关优惠政策。“农饮工程”运行用

电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建设运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建设用

地作为公益性项目，优先安排，适当简化程序，确保土地供应。

对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暂缓征收水资源

费。

（三）加强人员技术培训。高度重视“农饮工程”供水单位

的制水、维修、水质检测等岗位人员的技术培训，建立定期培训

制度，提高供水单位人员的专业技能。

六、建立健全“农饮工程”长效管理机制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政府作为“农饮工程”责任主体，

组织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稳步推进“一个体系、三

个机制”建设。

（二）突出规划引领。根据不同区域的供水现状，编制农村

居民供水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工作措施和实施步骤等内容。

（三）明确时间节点。2019 年，根据已编制的枞阳县农村

自来水厂并网ppp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城乡供水一体化和供

水规模化），完成西部供水区（雨坛自来水厂）、南部供水区（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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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自来水）和县供水公司供水区主管网及加压泵站建设，完成小

水厂整合等有关工作，小型和分散供水设施完成硬件巩固提升，

基本实现供水正常化。2020 年，基本完成各类供水区域供水设

施的巩固提升工程建设，同步完成各类水厂兼并整合和关停工作。

2021 年，基本完成“一个体系、三个机制”建设。

（四）加强资金筹措。县政府将多方位筹措工程建设资金，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要引入市场机制，吸纳社会资金，建立

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五）广泛宣传引导。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加强对“农饮

工程”的宣传，引导全社会重视农村饮水安全，加强供水设施保

护，增强用水缴费和节约用水意识，提升供水单位服务意识，为

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六）强化考核监督。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实行政府目标管理

绩效考核，对重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得力的进行约谈，

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进行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