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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水利（水务）局，各县（市）发展改革局、水利

局：   

  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事关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局，保障农村居民喝上“放心水”更是地方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完善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价格形成机制是解决农村供水工程长效运行的根本措施。

自 2016 年全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价管理工作开展以来，截至到今年 4月 23

日，全省已有 18 个县市制定出台了供水指导价格，有 23 个县市已形成水价建

议文件报政府待批，还有 25个县市尚未完成水价成本测算工作。特别是 2019

年以来，按照全国农村饮水安全推进会议要求，全省制定印发了《吉林省农村

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工作方案》，指导各地开展水价水费收缴相关工作。为进一

步加快水价水费收缴工作落实落地，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立农村供水工程长效运行机制的要

求，各地要确定农村供水价格，积极推动水费收缴工作。按照“有偿使用、公

平负担、计量收费、定额管理”的总要求，以县市为单位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水价核算工作，合理确定供水价格。坚持把水费收取作为农村供水管理改革

的“牛鼻子”，进一步加强供水价格管理、水费收缴和工程运行补贴，增强节

约用水和用水交费意识，努力实现“以水养水”的良性循环，促进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效益持续发挥，不断提升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服务水平，加快城乡供水

一体化发展。   

  二、加快水价制定   

  （一）定价原则。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价，要根据供水成本、费用等变

化，充分考虑用水户承受能力等因素适时合理调整。有条件的地方可逐步实行

阶梯水价、两部制水价、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在保证工程正常运行的前

提下，农村供水价格制定原则上不应高于当地城镇居民用水价格。   

  （二）定价方式。各地在制定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价格时，继续按照

《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价格管理的指导意见》（吉省价格〔2016〕

154 号）有关规定执行，财政补助形成的固定资产折旧不计入成本。   



  1.“千吨万人”工程（规模在日供水量 1 千吨或一处供水工程供水人口在

1万人以上）原则上要求单独核定供水价格，对财务制度不健全，工程未验收

的暂按本辖区指导价执行。   

  2.非“千吨万人”工程（含“千人以上”工程）因点多面广、管理不规

范、成本测算困难等情况，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可根据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的相
关材料，确定本市县供水指导价，具体执行价格通过村民代表大会“一事一

议”的形式，由村委会（管水组织）与村民协商确定。   

  三、强化水费收缴   

  按照国家“水费必须收，要按成本收，不足由财政补贴”的要求，开展计

量设施安装，推动水价水费机制落地，保障“有偿使用，计量收费”工作落

实。对照《吉林省农村供水工程水费收缴工作方案》工作部署，6月底前，

“千人以上”工程水费收缴率达到 90%以上；12 月底前，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

费收缴率达到 90%以上；2021 年 6 月底前，“千人以上”供水工程水费收缴率

达到 95%以上；2021 年底，实现全部收费且水费收缴率达到 95%以上的工作目

标。   

  四、保障措施及要求   

  （一）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按照“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机制要

求，地方各地人民政府是辖区内农村饮用水工程水费收缴政策制定、收缴的责

任主体。各地要严格执行农村饮水安全地方行政首长负责，积极推动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水价管理工作，对尚未出台供水指导价格的市县，务必要在 4 月底前

完成水价确定工作。   

  （二）要落实水费收支公开制度。农村供水工程由供水企业管理的要规范

企业财务管理；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用水户协会管理的工程要规范收支两条

线，收支情况定期向村民或协会成员公示。已承包经营的合同与经费要定期向

村民公示，做到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三）要加强监督考核。水费收缴是国家农村饮水安全强化监管的重点督

查内容，已列入省级对地方乡村振兴战略考核目标。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拟通

过现场暗访和随机抽查等方式，抽查集中供水工程水费收缴情况，并对相关情

况进行通报，对水费收缴工作不力、渎职失责的市（州）、县（市、区）采取

责令整改、警示约谈、通报批评等方式进行问责。   

  （四）要强化宣传引导。加强舆论宣传，强化水情教育，提升群众对农村

供水工程合理水价的接受程度，引导村民树立有偿用水的观念，改变部分村民

长期以来吃水不花钱的传统理念，逐步形成用水缴费、节约用水的自觉性，并

参与监督的良性机制。   

     



     

  吉林省发展改革委           吉林省水利厅   

  2020 年 4 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