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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做好全省１５０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 

项目后续建设与管理工作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2007〕148 号 

各市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部

门：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项目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受益群

众的共同努力，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全省解决１５０万农村人口饮

水安全项目的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水源工程和管网安装工程分别比年初确定

的工作目标提前一个月完成。为确保全面完成１５０万人饮水安全项目建设，

使１５０万农村人口永续饮用安全水、方便水，经省政府同意，现就有关后续

建设与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快工程附属设施施工进度 

  还没有交付使用的工程，要加快管理房、水处理设备、控制设备、农电线

路架设及增容、围墙及场地平整等附属工程建设，同时做好设备安装调试，确
保工程尽快投入使用，让受益群众早日喝上自来水。 

  二、加强水质检测，确保水质安全 

  要按照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ＧＢ５７４９－２００６）或《农

村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准则》要求，加强水质检测，每处集中供水工

程供水前都要做水质化验，凡是水质不合格的，必须上水处理设备进行集中处
理；采取分散式供水的，原则上要求每户都要进行水质化验，凡是水质不合格

的，必须分户进行水处理。各级卫生部门每年要定期进行１－２次水质检验与

监测，确保水质安全。 

  卫生部门要组织一次水质普检工作，各县（市、区）卫生部门要建立农村

饮用水水质监测网络，加强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水质检测、监测，优化检

测指标和监测频率，有效评价供水水质。每处水源水质及供水水质检测数据都



要建立数据库，全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情况要逐级汇总上报到省卫生

厅及省农村饮水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含电子版）。 

  三、做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用电工作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是公益性项目，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农电部门要积极提供便利条件，主动做好农电线路改

造、变压器增容等工作，确保饮水工程用电供应。国土资源、林业等有关部门

要在农网建设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为降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成本，切实减

轻群众负担，各地要按照省发展改革委、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农村饮用水工程
供水价格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吉发改价格联字〔２００６〕８８９号）

要求，合理确定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供水用电价格。对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自

行管理的饮用水工程供水用电执行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免收水资源费。在今后

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中，水利部门要将工程规模及各地区分布情况及时提

供给农电部门，以便于做好农村饮水用电的规划和建设工作。 

  四、做好工程竣工验收准备工作 

  各项目建设单位要集中力量整理工程建设内业资料，按照国家《农村饮水

安全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的要求，工程完工后，建设单位先抓紧进行自验；自

验合格后，地区进行初验；初验合格后，省发展改革、水利、卫生等有关部门

代表国家进行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初步定在年底进行。 

  五、加强水源保护 

  环境保护部门要划定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地保护范围，要制定水源地保

护规划并认真组织实施；国土资源部门合理确定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用地范围，

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发放土地使用证，确保依法用地。 

  六、强化工程建后管理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后管理要以保障农村群众正常生活用水为目标，以提
供优质高效的供水服务为宗旨，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通过不断改革创

新，逐步建立和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符合村镇供水特点的工程管理

体制和运行机制，确保工程建得成、用得起、管得好、长受益，保证工程的良

性运行。 

  一是要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管理体制。要按照有利于群众使用、有

利于节约用水、有利于工程良性运行和有利于工程长久发挥效益的原则，因地

制宜地采取 “供水管理工作站”、“用水合作组织 ”、“农民用水户协会”

等工程管理模式。管理单位要以提供优质服务为宗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总

结推广管理经验，提供信息和技术服务等。 

  二是要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建立灵活有效的工程运行机制。集中供水工程

的管理要积极推行目标责任制，或因地制宜地通过招标采取承包、租赁等经营



方式，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要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确定管理岗位和人

员，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采取灵活多样的分配方式，把管理人员收入与岗位责

任和工作绩效紧密联系起来；管理单位要接受水利、卫生、物价、审计等部门

的监督检查，还要接受农民用水户协会和社会的监督、质询和评议。 

  三是合理确定水价，强化水费计收和管理。集中供水工程要实行有偿供
水，计量收费。为此，用水户必须安装水表；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优

质优价、公平负担 ”的原则，合理确定供水价格；各级政府要建立农村供水水

费财政补贴制度，要根据农村供水工程的规模和数量，从确保工程正常维护和

良性运行的需要出发，每年给农村供水工程一定数量的资金补贴，并列入当地

财政预算；水费计收要使用水费专用票据，要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推行水费

使用民主决策制度，以保证水费的合理、高效使用，定期对水价、水量、水费

收支，特别是工程折旧费、维修养护费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公示，主动接受

用水户和社会监督。加强水体监测，高度重视水体监测和检测工作，确保必要

的经费投入，水体监测检测所需费用列入当地财政预算。 

  四是建立供水应急机制。各乡镇政府及供水单位要编制供水应急预案，建

立供水应急机制，当停电、水源、水质发生重大变化或遇到严重干旱造成供水

水量严重不足时，通过启动应急预案，确保群众生活用水。 

  五是各级政府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部署和要

求，尽快出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用地、运行用电、税费征收、建设与管理
运行投入等方面的扶持政策，降低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成本，确保农村饮水工

作又好又快发展。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