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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观察

样落后的管护方式十分普遍。据了解，

农村自来水有建就有管，但是各地农

村用水管水方式缺乏规范和标准，特

别是边远村组，管护办法老套，管护

人员多为兼职，报酬低且人员流动频

繁。当然，也有一些地区虽在农村水

利建设中成立了村办自来水公司或用

水合作社，通过适当计收水费进行有

偿管理、专职人员管理，但由于自来

水管道等设施使用年限普遍较长，管

护成本高，管护工作难以持续开展。

此外，上级有关部门对农村用水管护

方面缺乏专项扶持或统筹资金，导致

自来水供水系统设施设备老化、管理

方式落后、管护水平较低。

据了解，在云南广大农村地区，

群众用水安全问题不少。记者从云南

省水利厅获悉，目前，部分村庄水源

点选择和设置缺乏合理规划和布局。

比如，很多农村地区的饮水工程水源

地分散，管护难度大。同时，各地建

设供水系统布局不合理，线路管网质

量参差不齐，缺乏统一技术指导，供

水处理系统工艺落后，导致冬季、夏

季网管爆裂等现象时有发生。此外，

水源从取水口进入沉淀池后，直接送

达群众家里，缺乏必要的过滤、消毒

等安全用水处理设备和环节。每当进

入丰水期，大量泥沙、树叶、微生物

等进入水源地，严重影响水质。

    

农村用水管水模式亟待创新

云南省水利厅有关人士告诉记

者，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实施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列为水利第

一民生工程，先后出台《云南省巩固

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实施方案》等

政策措施，不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

平。让群众用得上水、喝上放心水，

成为广大农村地区用水安全保障的主

要工作。

据了解，2021 年以来，云南各

级水利部门与卫生健康、农业农村部

门联合开展农村饮用水水质检测、监

测和分析工作，不断创新管护方法。

与此同时，全省加快推进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通过新建、改造、联网、配

套实施农村供水工程等办法，近 2000

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得以保障，全

省农村集中供水率达 98%，自来水普

及率达 97%。

如何进一步解决群众用水的质量

安全问题？有关专家表示，强化基础

设施建设是关键。各地应因地制宜采

取斜板沉淀、多层过滤、自动反冲洗、

高效溶氧、气液调控等物理过滤方法，

提高取水点和供水管网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最大限度减少后期的清洗、消

毒等人力和物力的投入。

从当前情况来看，创新思路，突

破基层用水管水落后模式，已显得十

分迫切。而树立农村用水“三分建七

分管”的思路不失为一种好办法。有

关专家表示，积极出台相关工作机制

和技术指南，采取政府主建、农民自

用自管的办法，按照“产权明晰、责

权统一、管理到位”原则，扶持成立

多种形式的农民用水专业合作社，负

责水源地日常监管、管网维护等工作，

引导有条件、愿意参与的农民成为专

职管水员。同时，结合村规民约等措

施的实施，通过村民自治自管，合理

核定水价，积极收缴水费，保障农村

安全用水、专人管水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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