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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改善民生、促进乡村振兴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省

委、省政府在农村实施的重要民生工程和实事工程。多年来，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按照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要求，全面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及巩固提升工程建设。2008年全面

启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至 2016年底，全省累计完成投资 153亿元，解决了 3258.7万农村居民的饮

水安全问题。2016年，按照水利部统一部署，开始组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工程规划总

投资 61.5亿元，目前全省已完成投资 55亿元，共更新改造农村供水管网 6万余公里，受益人口 1100余万

人，计划 2020年全面完成。经过多年持续投入和建设，全省城乡供水一体化水平明显提升，苏南、苏中地

区已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供水，苏北地区农村区域供水入户率已达 90%以上，我省农村供水保障水平走在

全国前列，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坚持高位推动，强化组织领导，全面落实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责任。我省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

连续多年将其列为省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并纳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江苏省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

指标体系，对市县开展考核。省级发改、水利、住建、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相互协

作，共同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省水利厅将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工作任

务，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及时研究和部署工程建设工作。为确保工程建设年度任务按时完成，每年省水利

厅、财政厅与有建设任务的县（市、区）人民政府签订工作责任书，明确建设任务，落实工作责任，实行

目标考核，加大推进力度，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

坚持规划引领，优化资源配置，同步推进农村和区域供水工程建设。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要求，省水利

厅会同省有关部门，要求以县为单位组织编制农村饮水安全规划、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规划，规划

按照城乡统筹发展，围绕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坚持与区域供水、水源地保护、新农村建设、农村集中居

住等相关规划衔接，做到近期工程与未来发展规划相结合，因地制宜选择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方式和运



行模式。区域供水推进到哪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就建设到哪里，扎实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加快实

现城乡供水“同水源、同管网、同水质、同服务”的四同目标。

坚持质量第一，规范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农村供水工程长期效用。省财政厅、水利厅联合印发了《江

苏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绩效考核办法》，项目建设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全面推行项目法人制、

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竣工验收制和效益评估制。加强过程控制和质量管理，确保工程

质量和效益。省级委托第三方服务组织开展年度绩效考核，依据考核结果下达省级奖补资金，促进工程建

设；市县也定期开展项目建设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确保工程建设进度和质量。在加快工程

建设的同时，为保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得起、用得上、长受益，省级制定出台了《江苏省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管理办法》，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投资主体、产权制度、管理模式、水价政策、成本核算、水质监测

和监督管理等作了明确规定，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长期发挥效益提供了制度保障。

坚持保护优先，强化综合施策，切实保障涉农饮用水源地安全。认真贯彻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饮

用水源地保护的决定》，突出做好涉农饮用水源地的安全保障工作。加强涉农饮用水源地的安全评估，每

年对水源地开展长效管理和保护评估，按国家和省出台的文件、规范，定期查找、整治水源地存在的问题；

对新建水源地，充分考虑水源地管理和保护的要求，严格选址论证，选择水量充沛、水质优良、开发利用

程度低、便于保护的水源。分级依法公布饮用水源地名录，划定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对保护区

内影响水质和水量安全的违法项目、设施，限期进行整改。省水利厅会同省发改等部门编制了《全省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牵头推进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加强应急备用水源建设。组织编

制了饮用水源地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针对水源地可能出现的水污染突发事件，逐一落实水利部门

的应急处置措施，确保水源地安全供水。

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短板弱项，着力构建城乡一体化供水保障体系。全省城乡供水一体化虽取得明显

成效，但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苏北地区尚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少数村居仍存在使用自备水井或由农村小

水厂供水，供水保证率不高；部分地区供水管网老化失修，漏损率偏高；个别地区尚存在饮水型氟超标问

题。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将苏北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纳入了全省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补短板强弱项的若干措施及五个专项行动计划之一，要求全面加快苏北地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

设。明确到 2019年，全面解决农村居民饮水型氟超标问题；到 2020年，关停并购农村小水厂，苏北地区

全面实现集中供水，供水保证率达 95%，区域供水入户率达 98%以上，基本实现城乡供水“同水源、同管网、

同水质、同服务”。

坚持共建共享，促进城乡融合，加快实现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在系统开展农村供水现状调

查评估基础上，针对存在问题和短板弱项，根据国家统一部署，科学编制《江苏省农村供水保障“十四五”

规划》。以城乡供水一体化为目标，以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为根本，严格落实农村供水保障责任，按照

农村供水新标准以及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建设、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新要求，加快农村供水老旧管网

更新改造、水源地达标建设、水质监测和监管能力建设，着力构建从源头到龙头的城乡供水保障工程体系、

规范化管理体系，健全工程长效运行管理机制体制，在满足不断增长的用水需求的同时，不断提升农村供

水水质、供水保证率和供水集约化水平。到 2025 年，供水保证率达到 97%以上，全面实现城乡供水建设、

管护一体化，农村供水基本达到城市供水保障水平。

农村供水工程是一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直接关系到农民生产生活质量和社会的稳定。各

相关部门要继续重视这项工作，强化工作措施，落实工作责任，努力做好农村的供水工作，确保农村用水

的安全性和人民的健康，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