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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国农村饮用水工程“重建轻管”、长效管理机制缺失的问题，调研分析了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农村饮用

水工程“区级统管”管理模式，从工程建设、水源水质保障、水价定价及水费收取、“数字化”平台建设和监督管理等方面总

结工程运行管理经验，为其他城市及地区的村镇饮用水工程建设计划和运行实施管理提供案例经验，为研究我国农村饮用

水安全工程长效运行管理机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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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problems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construction and ignoring management" and lacking of the long-term
management mechanism in rural drinking water projects in 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unified management for
the districts" management mode of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s in Shangyu District, Shaox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In this paper, it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roject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from  th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water  source  quality
assurance, water pricing and water fee collection, digital platform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which could provide a
case  accomplish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plan,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management  of  rural  water  supply  projects  in  other
cities  and  regions,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studying  the  long-term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rural  drinking  water
safety projec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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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饮用水工程是解决农村饮用水基本问题、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和途径[1]，生活饮用

水水质情况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健康[2 − 3]。我国农村

饮用水工程量大、面积广，工程规模较小，布点较为

分散[4 − 5]。受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

及农村安全饮用水工程管理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影

响[6]，工程建设水平参差不齐，维护管理难度大，用

水安全情况难以保证，可持续性较低[7]，并导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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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增加不必要的支出等问题[6,8]。

发达国家农村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美国农村水

质标准与城镇水质标准相同，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

以水源保护和监督管理为主，达到直饮水水平[9]；日

本农村饮用水工程统一归地方政府管理，设备调

试、维修等工作委托专业技术力量较强的企业负

责，供水保障程度较高[10]。对于我国，近些年来水

利部门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农村饮用水解困、氟砷

病改水和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等项目，取得显著成

效。作为脱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工作内

容之一，“十三五”以来农村饮用水设施得到升级改

造，我国农村饮用水工程在水量、水质、取水方便

程度和供水保证率方面基本得到保障。但对比发

达国家，我国在设施设备运行管理、水源水质保障

和供水服务等方面的规范化管理还需进一步提

升[11 − 13]。

农村饮用水保障工程在 2020年被列入“加快

投资的农业农村领域补短板重大工程项目”。《全

国“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规划》提出，以加强巩固

农村供水成果为基础，建设稳定水源、集中式饮用

水工程，标准化改造小型工程，建设并完善农村饮

用水保障工程，提升供水标准与质量[14]。为保障农

村安全饮用水工程良性运行，全力保障农村安全饮

用水，亟须建立农村安全饮用水工程长效运行管理

机制。研究我国农村饮用水工程运行管理模式，分

析农村饮用水已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等，对于

未来农村饮用水工作、各级地方行业主管部门以及

建立农村安全饮用水工程长效运行管理机制具有

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农村安

全饮用水工程运行管理模式为例，通过分析上虞区

农村安全饮用水工程建设和管理模式的做法与经

验，为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和实施管理提供案

例经验。

 1    研究区概况

绍兴市上虞区位于浙江省东北部，位于 120°
36′23″～121°6′9″E、29°43′38″～30°16′17″N，总面

积 1 403 km2。地形南高北低，南部为低山丘陵，北

部为水网平原，面积参半，因此也被称为“五山一水

四分田”。地处北亚热带南缘，属东亚季风气候，年

平均气温 16.4 ℃，无霜期 251 d左右，多年年均降

雨量 1 662.6 mm，蒸发量 1 462.9 mm，地表水资源

量 12.406 2亿m3。上虞区水资源总量 13.404 4亿m3。

2020年用水量 3.184 3亿 m3，耗水量 2.196 6亿 m3。

上虞区拥有 2个省级开发区、14个乡镇工业

集聚区；现辖 7个街道、10个乡镇、3个乡；全区

303个行政村，80个城镇社区居委会；全区总面积

1 403 km2；2020年末全区户籍总人口 77.75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 1 043.82亿元，同比增长 4.6%，产业丰富。

 2    农村饮用水工程现状

 2.1    农村饮用水工程总体情况

上虞区有户籍人口约 77.75万人，其中农村饮

用水人口 59.45万人。上虞区农村饮用水集中供水

方式分为城市水厂管网延伸供水区和单村供水

区。上虞区城市水厂供水范围基本覆盖除岭南外

的全区各乡镇、街道，其中供给农村人口约 56.3万

人，占农村总人口的 94.8%。管网延伸供水区由供

水公司按照“同网、同价、同服务”标准负责运行管

理。农村饮用水工程共有 91个单村饮用水站，主

要分布于虞南山区，位于汤浦镇、丰惠镇、章镇镇、

下管镇、陈溪乡和岭南乡 6个乡镇，30个行政村，

见表 1。其中，千人以上（Ⅳ类）水站共 4座，供水农

村人口 8 163人，千人以下（Ⅴ类）水站共 87座，供

水农村人口 22 360人。总单村水厂供给农村人口

30 054人，占农村总人口的 5.1%。
 
 

表 1    上虞区单村饮用水工程分布表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single village water supply

projects in Shangyu District
 

序号 乡镇名 水站/座 服务人口/人

1 汤浦镇 1 2 903

2 丰惠镇 3 564

3 章镇镇 14 5 500

4 下管镇 18 5 668

5 陈溪乡 20 3 088

6 岭南乡 35 12 331

合计 91 30 054

 2.2    农村饮用水工程运营管理情况

上虞区积极推行“区级统管”运管模式。区水

务集团负责实施的城乡联网饮用水工程，由区水务

集团负责日常管理和运行维护。属地乡镇政府负

责实施的乡镇、单村饮用水工程，在水利技术指导

中心统筹管理下由属地乡镇直接管护或物业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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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第三方公司负责日常管理和运行维护。2020年，

农村饮用水工程区级统管机构由区水利技术指导

中心调整为区水务集团，承担全区农村饮用水工程

统筹管理的职责，具体由下属供水公司负责，供水

公司组建农饮用水运行管理科，明确科室管理职能

和工作任务，见图 1。
  

图 1    上虞区供水管理组织机构图
Fig. 1    Organization chart of water supply management

in Shangyu District 

（1）区水务集团：作为农村饮用水工程的区级

统管机构，承担全区农村饮用水工程统筹管理的职

责，具体由供水公司来负责全区农村饮用水工程的

运行管理工作，主要负责原水管道和饮用水站的运

行管理，核心就是制水管理。

（2）属地乡镇：负责属地范围内水源地保护、饮

用水站外的供配水管网维护和水费收缴等工作。

（3）各受益村：负责工程属地巡查管理维护，劝

阻损害、改动、破坏和侵占供水设施的行为，制定

饮用水工程运行管理村规民约，监督供水设施设备

的管理和使用，配合上级检查。

 2.3    农村饮用水工程产权及责任划分

上虞区农村饮用水工程管理根据实施主体确

定产权，明确管理职责。由区水务集团负责实施的

城乡联网饮用水工程资产归区水务集团所有，由区

水务集团负责日常管理和运行维护，城乡联网饮用

水工程运行管护、水质检测及日常维修费用由区水

务集团筹措解决；由属地乡镇政府负责实施的乡

镇、单村饮用水工程资产分别归当地乡镇、村集体

所有，乡镇、单村饮用水工程原在水利技术指导中

心统筹管理下由属地乡镇直接管护或物业化委托

第三方机构负责日常管理和运行维护。2020年，统

管机构由区水利技术指导中心调整为区水务集团

后，区水务集团承担全区农村饮用水工程统筹管理

的职责。入户管道及配套设施由用水户自行管理

并承担维修费用。因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由属地

政府承担。

 3    农村饮用水工程管理成效

根据上虞区农饮办提供资料，2018 年以来，上

虞区共投入资金 1.77 亿元实施农村饮用水达标提

标工作，村镇饮用水保证率达 98% 以上，水质达标

率达 90% 以上，其中集中式饮用水工程人口覆盖率

达 96% 以上，水费收缴率已达到 98.1% 以上。以

岭南乡丰树坪集镇自来水站（供水规模 310 m3/d，覆
盖人口 1 500人）为例，对比 2022 和 2020 年同期出

水浑浊度日平均值指标，见图 2和表 2，提标完成

后，丰树坪集镇自来水站 2022 年 5 月供水出水浑

浊度下浮明显，月浑浊度平均值降低了 83%，达标

率由 80.6% 提升为 100%。同时，资料显示余氯及

其他等出水指标均优于国家饮用水标准，基本实现

城乡同质饮用水。由此可见上虞区在“区级统管”

运管模式下饮用水水质取得较大提升。
  

图 2    上虞区丰树坪集镇饮用水管理模式下出水浑浊度平
均值变化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changes in average turbidity of
effluent under water supply management mode in

Fengshuping Town, Shangyu District 

  

表 2    上虞区丰树坪集镇饮用水出水浑浊度变化
Table 2    Turbidity change of water supply effluent in

Fengshuping Town, Shangyu District NTU
 

t/a-月 单次采样最大值 单次采样最小值 月平均值

2020-05 10.00 0.18 0.78

2022-05 6.37 0.06 0.13

降低率/% 36.00 67.00 83.00

上虞区推进农村饮用水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

整合饮用水工程基础信息，汇聚数据资源，对标现

代化水站建管要求，加大自动化监控系统建设力

度，对全区所有单村饮用水站分批开展数字化建

设，所有单村饮用水工程全部落图进库上线管理。

 4    案例经验

通过收集文献、查阅资料等方式筛选研究案

例，并进行实地调研，以工程现状及管理成效为主

要研究内容，分析总结当地农村饮用水工程的经验

做法，技术路线，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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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技术路线图
Fig. 3    Technical roadmap 

 4.1    “区级统管”管理模式

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的建后管护工作是地方

政府、行政部门、公司、村集体和个人等单一主体

或社会组织，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供水质量、设备和

价格等进行的管理[15]。上虞区坚持先建机制、后建

工程，推动“村建村管、乡建乡管”向“区级统管”，

“村民自管”向“专业管护”转变，全面实施区级统管

责任制，明晰农村饮用水工程产权主体、管理主

体、管理流程和管理职责等，避免了政府某些部门

互相推卸责任，造成工作卡顿，降低公信力[16]，或因

多重指令造成信息混乱，重复工作等问题[17]。

区级统管机构原由水利局负责组建，水利技术

指导中心承担全区农村饮用水工作组织协调、检查

检测和考核培训等工作。2020年 3月，区级统管机

构调整为区水务集团，由区水务集团承担全区农村

饮用水工程统筹管理工作，切实提升农村饮用水安

全工程专业化管理水平。

上虞区通过完善工程建设、水源保护和水质监

测等相关规章制度，对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进行标

准化管理建设。区政府对落实农村饮用水工程建

设与管护负总责，通过考核奖补、统筹利用水利建

设发展资金等强化财政保障，并建立健全农村饮用

水工程应急保障工作机制，推动农村饮用水工程建

设与长效管护。

 4.2    提高工程建设质量

农村饮用水工程建设质量的提高，可以为农村

饮用水工程运行管理提供高质量保障[18 − 20]。上虞

区对照《浙江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村镇供水工

程规范化建设与管理的通知》《浙江省农村供水工

程建设导则（试行）》要求，对全区农村饮用水工程

进行全覆盖提标，加强项目全过程建设管理，切实

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各责任单位成立质量

监管专班，加强日常工程质量管理，农饮办实行月

督查和月通报制度。做好管道、水表和阀门等主

材、一体化净化消毒设备、隐蔽工程和分部工程等

中间环节验收；同时合理控制工程变更，并按要求

委托“第三方”进行质量抽检，对不符合要求的，坚

决返工重做；规范完工验收程序，确保“建一处、成

一处、发挥效益一处”，避免了因工程设备以及管道

出现反复维修状况[16]，致使工程运行成本过高。

 4.3    加强农饮用水水源保护、水质保障

上虞区通过水源保护区（范围）规范化建设，加

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已划定完成供水规模

200 t/d以上的农村集中式水源保护范围，并设立警

示标志。供水规模 200 t/d以下的农村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由属地乡镇负责指导、督促水源地所在村

制定相关保护公约协定，确定保护范围并设立警示

标志。水利部门实时更新保护信息至水源地档

案。水利、生态环境、农业农村和卫生健康等部门

通过行业指导、联合执法和监督检查等，整治农村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范围内污染源。

完善全区农村饮用水安全监测体系。区供水

有限公司各水厂建立水质监测中心，城市管网延伸

工程，由区水务集团下属单位环境检测公司定期进

行水质检测。

单村饮用水站水质委托上虞区疾控中心对供

水水质进行定期监测，做好单村水站末梢水、出厂

水水质巡检常规检测和非常规检测，并建立水质监

测档案。建立定期会商机制，通报水质状况，面对

供水水质不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的，依法进行查处。

 4.4    健全完善规章制度、提升运管服务能力

浙江省在大力推进工程建设的同时，出台农村

饮用水工程长效运行管理达标考核办法，推动各地

区完善工程建后运行管理维护；出台农村饮用水工

程维修养护定额、维修养护经费编制细则等，指导

各地区测算工程维修养护经费。

上虞区根据省、市工作要求，结合实际，先后制

定并实施多个农村饮用水相关政策性文件，建立健

全上虞区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规章制度。全面落

实“三项制度”“三个责任人”，明确目标任务、落实

工作职责，健全完善了区级农村饮用水工程长效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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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机制。

配备配齐巡查、运管、维修和抢险等日常管理

人员，举办制水工艺、水质检测和标准化管理等业

务培训，做好政策解读、技术宣贯，充实专业化管护

能力。制定供水应急预案，做好应急管理。公布农

村供水行业监督电话和区级统管单位供水服务电

话，主动监测并受理群众反映的水源污染、水量不

足和水质不达标等突出问题，及时应对、有效管控。

区水利局、区水务集团考核相关乡镇农村饮用

水工程日常运行管理情况，包括水质安全、资金管

理和维护管理等方面。考核结果与运行管理及维

修费用区级财政补助资金挂钩，推动农村安全饮用

水工程长效管护。

 4.5    落实建设和维护资金

城乡联网饮用水工程建设总投资及泵站运行

维护费用，除绍兴市级以上补助资金外，由区财政、

乡镇、村和区水务集团承担；乡镇、单村饮用水工

程以区财政补助、乡镇和村级配套方式进行筹措。

乡镇及以下饮用水工程的日常运行管护和维

修资金由属地乡镇承担，财政根据饮用水工程数

量、供水规模和部门考核结果实行以奖代补。单项

农村饮用水工程设施设备大修和更新改造另行申

请区级立项，经验收、审计后按照相关规定予以补

助。因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由属地政府承担。

 4.6    合理制定水价、收取水费

大多数饮用水工程水费收入低，虽然政府给予

饮用水工程部分政策补助，但仅够日常维护，当需

要维修或更换供水设施等问题时，因资金不足，影

响工程可持续运行[18]。科学合理制定水价、收取水

费，可以保障工程维修管护资金，提高农村安全饮

用水工程可持续发展能力[17]。

上虞区农村供水实行有偿使用、一户一表、装

表到户、抄表到户和计量收费制度，按规定落实农

村饮用水工程用电税收等优惠政策，并综合考虑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供水成本、水资源稀缺程度和用

水户承受能力等因素，推动按供水成本收费，保障

维修管理经费，确保农村饮用水工程正常运行。城

乡联网饮用水工程覆盖的地区，由区水务集团按照

统一收费标准定期向用水户收取水费，城区为

2.95元/t，农村为 2.75元/t，并实行阶梯式收费；乡

镇、单村饮用水工程水费政府指导价为 1～2元/t，
在乡镇政府的组织下，由村委会召开村民会议或村

民代表会议，明确水费收取标准和收费方式，农村

低收入家庭等特殊用户，可以免缴限额内用水

水费。

 4.7    开展数字化建设

浙江省聚焦“城乡同质饮用水和城乡饮水安

全”，着力打造“源头到龙头”“数据集成、业务协

同、在线监管、掌上服务”的城乡清洁供水数字化

管理系统。着重构建“一库、一图、一网”，即一个

全覆盖的城乡清洁供水数据库，一张全要素的城乡

清洁供水信息展示图，一个涵盖全省城乡供水水

源、水厂、供水管网和供水终端的全过程数字化管

理业务系统，见图 4。
 
 

图 4    系统功能结构

Fig. 4    System functional structure
 

 

上虞区根据浙江省城乡清洁供水数字化管理

系统要求，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强化城乡供水行业

“监管与服务”，建设城乡供水主管、运管、用户三

位一体的“城乡清洁供水数字化管理系统”。同时，

加大视频监控、在线计量监测、在线水质监测和远

程操控等自动化监控系统建设力度，对全区所有单

76 环境保护科学 第 49 卷



村饮用水工程分批开展数字化建设，确保全部落图

进库上线管理，力争全部建成“无人值守”水站，全

面完成全区单村饮用水站数字化建设任务，避免了

管网监测不到位、维修不及时、隐患排查不到位等

问题[17,19]。

城乡清洁供水数字化管理工作由清洁供水管

理系统、运行管理平台和水厂（站）数字化建设 3部

分组成：（1）清洁供水管理系统：由省级统一建设，

主要为省、市、县三级水利、建设、生态环境、卫生

健康等监管部门和城乡供水管理单位使用，包括城

乡供水信息展示、监测、预警、分析和业务协同等

主要功能，实现全省供水“从源头到龙头”的大数据

互联互通；（2）运行管理平台：由城乡供水管理单位

负责建设或利用省级统一开发的运管平台（通用

版），通过平台对县域内所用饮用水工程实行信息

化管理（已纳入市级城乡一体化的县（市、区），可以

统一纳入市级供水单位运行管理平台），提高制水

效益，优化供水管理服务；（3）水厂（站）数字化建

设：完成信息化提升改造，实现实时监控、实时监测

及实时预警。全域全面实现信息化运行管理。

 5    总结与建议

上虞区通过健全农村安全饮用水相关规章制

度、创新“区级统管”管理模式、开展数字化建设

等，实现了饮用水设施完备、监管责任明确的农村

安全供水体系。为推进上虞区农村饮用水工程良

性可持续运行，建议：继续完善规章制度，构建信息

主动发布、线上线下公开、舆情收集与反馈以及责

任追究等机制[21]；定期更新数字化系统，做好系统

培训，利用平台数据分析指导饮用水工程运行管理

工作，根据日常管理、预警等信息进行问题反馈；开

展信息化水价管理建设，为科学制定水价提供支

撑，为处理好水费和工程养护资金关系提供保障。

我国各地区之间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方

面存在差异，面临的问题也存在差异性，但上虞模

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其他地区农村饮用水工程

建设、运行及规范化管理提供借鉴。

（1）实行统一的专业化管理，健全农村饮用水

安全工程运行管理规章制度形成一套农村饮用水

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制度体系，切实提升农村饮用水

安全工程专业化管理水平。

（2）推进集中化规模化供水，因地制宜实行分

散供水。按照能集中就不分散的原则，规范和统一

工程设计与建设标准，做好工程建设管理和验收工

作，提高工程建设质量。

（3）信息化技术是提升农村安全饮用水工程运

行管理的重要手段，有条件的地区建议开展饮用水

工程数字化建设，实现供水大数据互联互通，其余

地区可分阶段开展数字化信息化管理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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