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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山县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盘山县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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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乡村建设行动实施

方案》等有关要求，全面提升农村供水水质保障水平，按照

《水利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国家乡

村振兴局关于开展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

（水农〔2022〕379 号）要求和省水利厅工作部署，结合我

县农村供水水质实际情况，我局会同生态环境局、卫健局在

充分开展农村供水水质现状调查及分析的基础上，编制完成

了《盘山县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方案在征求各相关单位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

并通过了县政府审批。依据方案 2023-2025 年我县将通过实

施水源工程建设，安装除铁锰设备和更换消毒设备、完善水

厂化验室，实施水质在线监测等措施，确保全县农村供水水

质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要求。

项目匡算总投资 669 万元。受益人口 26.73 万人。

一、农村供水水质现状问题

盘山县下辖 13 个镇街，全县总人口 27.27 万人，其中

农村供水总人口 26.73 万人。全县以镇街为单位实施集中供

水，共有 13 个自来水管理站（公司），现有千吨万人规模

供水厂 23 座。水源类型有地表水和地下水两种，其中吴家

镇为大伙房水库城市管网供水，其余镇街均为地下水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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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县完成了镇级农村饮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及标志牌

设立工作。全县配套除铁锰设备 20 套，消毒设备 25 套。我

县与盘锦市检验检测中心合作建立了县级水质检测中心 1座，

各镇街建立水厂化验室 13 座。对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我县农村供水水源水质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铁锰超标和氯离子超标。水源水铁锰超标的有沙岭、古城

子、陈家、高升、太平、胡家 6 个镇街。氯离子超标的镇为

羊圈子镇。其中古城子、陈家、高升、太平、胡家 6 个镇街

通过安装自动化除铁锰设备处理后，出厂水铁锰指标合格，

只有沙岭镇由于除铁锰设备老化出厂水水质铁锰超标。羊圈

子镇水质氯离子超标的原因是当地水田灌溉浅层地下水无

序开采造成上下水层串通，致使水源井氯离子严重超标。各

镇水厂已安装全自动二氧化氯消毒设备，由于设备原料为盐

酸，存在安全隐患，并且运行费用偏高等原因需更换。

二、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2.1 主要编制依据

（1）盘山县“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规划

（2）关于做好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农

〔2021〕244 号）

（3）关于支持巩固拓展农村供水脱贫攻坚成果的通知

（办农水〔2022〕110 号）

（4）关于加快推进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的通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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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水〔2022〕247 号）

（5）关于开展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

（水农〔2022〕379 号）

（6）《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7）《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

（8）《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9）《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 310—2019）

2.2 总体目标

对标我县县城供水水质水平，全面提升农村供水水质保

障能力。乡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率 100%并落实保护措

施；千人以上供水工程净化消毒设施设备应配尽配，农村集

中供水工程水质巡检全覆盖，农村供水工程规范化管理水平

不断提升，水质达标率基本达到县城供水水质水平。

2.3 主要任务

2023—2025 年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的主要任务，

包括改善水源水质、强化水源保护、加强净化消毒和水质检

测监测、建立水质风险防控机制等。

（1）改善水源水质

对不符合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的农村供水水源，优先利

用已建市政水源进行置换，或采取水源水质良好的水源地进

行更换。

（2）强化水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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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水源地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指导督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划定、标志牌设立和环境问题排查整治。水行政主管部门会

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健全落实千人以上供水工程建设改造

与水源保护同时规划、同步完成的工作机制。

（3）加强净化消毒

我县除吴家镇为大伙房水库地表水源，其余各镇街均为

地下水源。地下水源供水工程应根据原水水质（微生物指标

除外）是否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

常规指标限值要求配套净化设施设备。如存在毒理指标和放

射性指标不达标时，农村供水工程应配套适宜的净化设施设

备；如存在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不达标时，千人以上供

水工程应按要求全面配套净化设施设备。

千人以上供水工程应配套完善适宜的消毒设备。

加强制度建设和运行管理人员技术培训，规范净化消毒

设施设备运行维护，强化安全生产，确保正常运行。

（4）加强水质检测监测

千吨万人供水工程通过配套水质检测设备、建设水质化

验室，全面开展水质日常检测工作。

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托区域水质检测中心等机构健

全完善供水水质巡检制度，对农村供水工程规范开展水质巡

检，强化对农村供水单位水质检测人员的技术培训。



5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做好农村饮用水水源水环境质量监

测，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加大对农村饮用水水质监测和卫生监

督。

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对

农村供水水质开展抽检并加强监管，建立健全水质检测监测

结果共享和问题通报机制，将水质检测监测结果及发现的水

质问题及时反馈供水单位，共同指导提升水质保障水平。

（5）建立水质风险防控机制

千吨万人供水工程推广使用在线水质监测设备，建立农

村供水水质风险查找、研判、预警、防范、处置、责任等防

控机制，提升预报、预警、预演、预案能力。

县级人民政府健全完善应急供水预案、配备应急物资，

守住供水水质安全底线。

三、工程举措

3.1 水源工程建设

羊圈子镇水源工程 1 处：计划在石新镇境内新打水源井

3 眼，井深 120m。铺设输水管线 7.5km，新建变压器和输电

电缆，以及新建井房等。计划投资 360 万元。

3.2 水源水质改善

（1）水源置换：无

（2）管网延伸覆盖：无

（3）水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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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乡镇级水源保护区划定、标志牌设立已全部完成。

3.3 配套完善净化消毒设施设备

（1）净化设施设备配套

沙岭镇水源井铁锰超标，需新增全自动分隔式除铁锰设

备 2 台，计划投资 50 万元。

（2）消毒设备配套

全县千吨以上供水工程 2016 年已配备二氧化氯消毒设

备，但由于设备使用盐酸做为原料，存在安全隐患，加之年

运行费用较高，各镇运维资金压力大。为此计划全部更换为

以食盐为原料的次氯酸钠发生器消毒设备。涉及 13 个镇 27

座水厂及加压站，更换消毒设备 27 套，计划投资 104 万元。

3.4 水质检测监测能力提升

（1）千吨万人工程水质化验室

沙岭镇棠树水厂新建水质化验室 1 个，配备水质检测箱

1 套，计划投资 5 万元。

（2）区域水质检测中心

无需升级改造。

（3）卫生健康部门卫生监督

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

（4）基于水质在线监测的水厂级自动化监测系统

重点对千吨万人水厂实施在线检测，主要水质监测指标

为浑浊度、pH 值、消毒剂余量。全县 23 座水厂需安装浑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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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PH 值在线监测仪 23 套，安装余氯在线监测仪 23 套。计

划投资 145 万元

（5）卫生健康、生态环境、水利部门水质检测监测数

据共享。

四、管理机制

4.1 管护主体落实

2019 年我县落实了农村供水保障“三个责任”，明确了

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水行政部门监管责任，和镇街农村供水

工程运行管护和水质保障主体责任。并在政府网站进行了公

示。

4.2 水价水费和财政补贴

我县农村供水成本水价在 1.9 元/m
3
-2.5 元/m

3
之间。目

前收费价格执行盘县价字[2009]7 号文标准，居民水价 2 元

/m
3
。由于 2016 年后全县农村全部安装了智能卡水表，水费

收缴实行计量收费。维修养护资金除省市资金外，日常维修

养护不足部分由县镇两级政府予以补贴。

4.3 专业化运维

我县“十四五”期间将实施盘山县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同时将成立县级城乡供水有限公司，推行农村供水县级统管

的模式，同时结合各镇现有的管理队伍，负责农村供水工程

和水质净化消毒设施设备运营维护，全面推行企业化运营、

专业化维护，保障工程长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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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水质检测制度

我县水质检测监测制度较为完善，落实了县级水质检测

中心巡检、卫健部门抽检以及生态环境部门对水源水质监测

制度。同时各镇均建立了水质化验室对出厂水和末梢水进行

自检。各检测部门相应人员、经费得到了落实。水质检测数

据全面共享。

4.5 其他制度

制定了县、镇两级农村供水应急预案，农村供水水源取

水许可制度。各镇自来水管理站（供水）建立了卫生许可制

度、水源地巡查管护、设施设备维修养护、管网巡查制度、

出厂水和末梢水日检测制度等。

五、年度实施计划

1、2023 年主要完成羊圈子镇、沙岭镇、古城子镇、坝

墙子镇水质提升工程。

2、2024 年完成完成吴家镇、陈家镇、高升街道、石新

镇、东郭街道水质提升工程。

3、2025 年完成甜水镇、得胜街道、太平街道、胡家镇

水质提升工程。

六、资金匡算

本方案资金匡算依据《辽宁省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

编制规定》进行编制。编制原则坚持技术先进、可行和经济

上的合理，力争以较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投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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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 669 万元。其中：

1、水源水质改善 360 万元。

2、净化消毒能力提升 154 万元。

3、水质检测监测水平提升 155 万元。

七、保障措施

7.1 落实主体责任

农村供水保障实行“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

机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农村供水保障的责任主体，要将

水质提升专项行动作为“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的重要工作

进行统筹安排实施。县水利、生态环境、卫健、乡村振兴主

管部门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完善工作台账，细化责任清单，

及时通报工作进展，推动按期完成目标任务。

7.2 保障资金投入

加大地方政府资金投入，通过整合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

设资金、省、市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和移民专项资金

等，支持水质提升专项行动。确保项目有序安排实施。

7.3 加强部门协作

县水利、生态环境、卫生健康、乡村振兴部门，要按照

工作职责，进一步明确任务分工，由水利部门负责统筹全县

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编制工作，生态环境、

卫生健康、乡村振兴部门等部门配合做好相关数据收集、信

息共享、需求分析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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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纳入督查考核

县水利、生态环境、卫健、乡村振兴主管部门要加强对

全县水质提升专项行动的指导监督，县政府要将水质提升专

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和成效纳入省“大禹杯”绩效考核范围，

督促各部门和各镇街履职尽责，确保项目按时完成。

7.5 加大宣传培训

总结水质提升专项行动中的好做法，凝练典型经验，及

时宣传推广，发挥示范辐射效应。加强水质净化和消毒设备

和水质检测的培训工作，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充分利用“世

界水日”和“中国水周”等活动，加强对水源保护和饮水安

全卫生知识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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