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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水利厅文件 

 
 

浙水农电〔201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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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市、县（市、区）水利（水电、水务）局： 

按照《浙江省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和水利部关于农村供水工程安全管理

和规范化建设的有关政策文件和现行标准规定，为全面保障农村

居民“城乡同质饮水”，解决村镇工程建设标准偏低、管护不到位

等问题，推动全省农村供水事业“补短板、强监管、走前列”，现

就进一步加强村镇供水工程规范化建设与管理提出如下指导意

见： 

ZJSP18-2019-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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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筹供水工程规划布局。农村供水工程要始终坚持城乡

供水一体化和规模化发展方向，按照能集中就不分散、能延则延、

能并则并的原则，积极推进城镇水厂管网延伸和联村并网供水工

程建设，平原区应按区域实行连片集中规模化供水，山丘区结合

源头水库山塘（或河道源头来水）按流域实行规模化供水，地势

偏远、分散且联村供水困难的村庄可实行单村供水，但要尽可能

减少单村供水工程覆盖人口规模。 

二、强化供水工程前期工作。建设内容单一、净水工艺简单

的村镇供水工程可直接开展方案设计，鼓励按行政区域或供水区

块打捆编制农村供水工程方案设计。村镇供水工程供水设计能力

要统筹考虑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及人口自然增长等相关情况，与

大搬快聚、移民搬迁、撤村并居等工作相衔接，确保满足农村地

区实际最大需求，设计用水人口一般不应超过现状户籍人口数。 

三、完善净水消毒工艺处理。根据水源类型、原水水质及季

节性变化情况、供水规模等科学确定净水消毒工艺，没有按规定

配备净化、消毒设施的供水工程，不得安排实施，不得销号管理。

日供水规模在 1000 吨或供水人口 10000 人以上的村镇供水工程

原则上要求采取构筑物常规净水工艺，小规模的单村供水工程充

分考虑投资、土地等因素，可采用一体化净水设备；一体化净化

设备选用要充分考虑最大净水浊度、出水浊度等主要参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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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水浊度和变化情况，宜增加预沉、粗滤、慢滤等预处理工艺。

采取氯（次氯酸钠、次氯酸钙等）、二氧化氯时，应单独设置消

毒间，并有通风措施；采取紫外线消毒时，应严格控制进水浊度，

宜设置在清水池之后村口附近位置，单独的管理房，保障供电；

优先选择消毒药剂自动化投加方式。乡镇供水工程（含联村，下

同）应单独设立水质化验室开展日常水质检测；无法开展自检的

单村供水工程必须定期送检，原则上每月不少于 1 次。 

四、提升供水工程建设标准。农村供水工程设计要充分考虑

水源保障、水厂建设、管网布局、设施提标、安保提升、长效管

护等相关内容，结合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开展布局合理、功能

完备、体量适中、外观整洁的标准化水厂建设，统一命名规则、

标识标牌。水厂选址宜选择在地势适中、交通便利的地方，重力

自流供水，减少运行成本。突出做好输配水管网敷设质量控制，

管网应埋设于地下，管顶覆土厚度应达到安全埋设要求，在覆盖

层很浅或基岩出露地区可明管铺设并采取保护措施。管道安装完

成后应进行水压试验。 

五、加强供水工程项目管理。新改扩建农村供水工程由县或

乡级项目法人组织实施，以县为单位统一建立主要材料供应商名

录库或统一采购主要材料。农村供水工程完工验收时，应开展出

厂水或管网末梢水水质抽样化验，乡镇供水工程应检测 40 项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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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指标（个别地区增加 2 项放射性指标）和超标风险高的非常规

指标，单村供水工程应检测不少于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

可见物、PH 值、耗氧量、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消毒剂余量

等日常性指标和超标风险高的非常规指标，水质不达标的验收不

予通过，真正做到建一处、成一处、发挥效益一处。行动计划完

成后由县（市、区）政府或其委托的部门开展农饮水达标提标建

设任务整体验收。 

六、健全饮水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

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饮用水达标

提标行动负总责。2019 年 6 月底前，以供水工程为单位全面落实

政府主体责任、水利部门等行业监管责任、供水工程运行管理责

任；以县为单位设立农村饮水安全监督电话和电子邮箱，在当地

媒体或网站进行公布。农村供水工程简介、“三个责任人”等信息

做成统一标识牌，在供水工程显著位置上墙公告。水利部门要牵

头制定县级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办法，明确农村供水工程产

权、部门职责、统管内容、运管经费保障、水源保护、水质检测

监测、水价制定等相关内容，由县（市、区）政府或其授权的部

门印发实施。根据农村供水工程供水规模、服务对象及管理要求，

城镇供水工程落实到县级或县、镇两级政府责任人，单村供水工

程落实到镇级责任人；县级统管机构是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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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主体，通过直接管护、物业化管护等多种方式开展运行管理，

水质检测、设备运维、药剂存储和使用等实行统一专业化管护，

日常安保巡查、村内管网检修、水费收缴等可委托镇村管理，统

管机构应定期组织培训和业务指导。 

七、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管理保护。各地要按照相关法规的

要求，明确责任分工，强化监督管理，全面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工作。全面排摸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管理现状，建立水源地

名录和档案，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及时公布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名

录，并建立健全水源地动态调整机制。积极配合生态环境部门，

开展农村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落实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区（范围）划定工作，对日供水 200 吨以上的农村水源地保护范

围划定和警示标识工作进行复核，及时查漏补缺；日供水规模不

足 200 吨的农村饮用水水源，由乡（镇）政府督促指导所在地村

民委员会制订水源保护公约，明确保护范围，设立警示标志，水

利部门全面了解保护责任落实情况，及时掌握进展，实时更新保

护信息至水源地档案。 

八、实行县域供水信息“一本账”管理。全面建立农村供水

工程“一本账”，厘清供水工程、供水水源、供水范围和对象、相

关责任等基础信息。推动农村供水工程“数字化”建设，加强水源

地、出厂水、管网末梢水等水质检测信息、农村供水工程供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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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及标准化运行管理等信息联网互通。乡镇供水和有条件的单村

供水工程工程应设置水质、（出厂水）计量监测等关键供水指标、

主要净水工艺运行状况在线监控和视频安防措施。推动县域农村

供水管理平台和 APP 应用平台建设，全面掌握水质、水量等主

要指标和供水状况。落实一户一表，全面收取水费。 

 

附件：1. 村镇供水工程命名规则 

2. 村镇供水工程 LOGO 

3. 单村供水站建筑外观建设参考要点及参考图册 

 

 

浙江省水利厅 

2019 年 6 月 14 日 
 
 
 
 

 

 

 

 

 

 

浙江省水利厅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1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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