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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是生命之源。
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在2015年底前使全世界无法得到或负担不起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
例降低一半。
中国政府积极响应这一宣言，并承诺在2015年前全部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中国政府用近10年的时间解决了1.9 5亿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占2000年3.7 9亿饮水不安全人数的51％，千
年目标提前6年实现！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在长江及全球重要流域长期的保护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健康的生态
系统才能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只有保护生态系统健康才能确保饮水安全”，这与wwF50年如一的“创
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未来”的使命，以及中国水利部提出的“民生水利”的理念相得益彰。
为此，我们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护饮用水源地，建设并管理好饮水安全工程，推动社区参与水
资源的监督和管理，减少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压力和威胁，确保水源地淡水生态系统的健康
持续发展，保障饮水安全。
“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在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取得了积
极的成效，并全面、客观地总结了其在饮水安全领域的工作方式和经验，加强了与世界各国成功经验
的交流与合作。
2008年，WWF与水利部农村饮水安全中心在中国饮水安全政策研究领域开展了全面合作，与相关合作
伙伴齐心协力，两年来几易其稿并广泛征求意见，最终形成《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实践与探索
》，其中也融入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各类型案例。
　　淡水生态系统保护是WWF在全球的工作重点之一。
为吸收和借鉴国外流域管理和淡水保护的经验与教训，2007年WWF组织中国专家成立了中国流域综合
管理专家组，之后陆续在其下设立了农村饮水安全、流域综合规划、环境流研究、气候变化应对、湿
地生态系统管理五个专家工作组。
其中，与水利部共同成立的中国农村饮水安全专家工作组对中国饮水安全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为《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的实施提供指导与咨询，总结成功经验，吸取
失败教训，促进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实践与探>>

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目前农村已建饮水安全工程的管理和运行现状，深入探讨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性质、管理
主体、工程权属界定、政府监管范围及措施和工程良性运行机制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加强农村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保护对策，为进一步深化和推进工程管理改革，建立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可持续运行管理的
长效机制提供了借鉴。
    本书可供各级水利部门农村供水工程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及农村中小型供水水厂、中小型水库工程
管理局的单位管理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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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促进了新农村建设　　自来水入户后，广大农民群众不仅喝上了洁
净卫生的水，而且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家庭生活的卫生条件，出现了灶台清洁、浴室整洁、厕所干净、
庭院绿荫的新景象。
许多地方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要求，结合修建垃圾池、沼气池，整修乡村道路、排水沟，房
前屋后绿化等，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形成了良好的农村人居环境。
北京、浙江、江苏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在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同时，还统筹解决了农村生活污水
排放、污水处理和垃圾收集等问题，农村环境卫生有了根本好转，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四）拉动了内需。
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约有2／3的投资用于材料设备的采购，包括管道
、水泥、钢筋、水处理设备等，直接拉动了内需；与此同时，供水到户后，广大农民有条件使用热水
器、洗衣机等家用电器，间接拉动了内需。
据调查，自来水到户的地方，近一半的农户购置了洗衣机、太阳能热水器，90％以上的农户生活用水
量增加。
　　（五）密切了农民群众与政府的关系，促进了农村的和谐发展　　解决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
使广大群众深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实实在在分享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凝
聚力、号召力。
农村供水工程建成后，为学校、卫生院、敬老院等社会事业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养殖业发展等提供
了更好的条件。
同时，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和管理中，通过组建农民用水合作组织的方式引导受益农户全过程参
与，使农民的参与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促进了农村的和谐发展。
　　（六）促进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社会稳定　　在饮水项目的实施中，各地优先安排解决少数民族
群众的饮水困难，投资上给予重点支持，技术上给予指导，仅“十一五”的前三年，就使人口较少民
族的近300万人受益。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实施，密切了干群关系，民族关系和谐，社会稳定，农村各项事业得到了全面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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