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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工程怎解民忧

三团（安徽凤台）26组  水利部农电局  何  峰

近年来，为解决制

约和影响农村生产生活

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围

绕民生工作出台了一系

列重要政策，其中农村

饮水安全就是每年国务

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点

报告的一项内容。应该

说，这项惠及民生的重点

工程，在近年的推进实

施中，切实解决了成千上

万老百姓的饮水不安全

问题，得到了基层特别是
农家房顶的储水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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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运快两年了。

从当地有关部门了解到，关庄村自来水

泵站是2007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当

年，关庄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总投资

40.72万元，建有120米铸铁深井1口，泵房

48平方米，变频供水及消毒设备各1台套，

各种管径管道5717米，计划解决全村336

户、1550人的饮水问题。工程于2008年6月

建设完成，2009年初通过验收。

大门紧锁的自来水站

民生工程之痛

那么，这样一项旨在让关庄百姓饮水更

方便、更安全的民生工程，为什么建成运

行仅仅一年，便关张了呢？老乡们给出的答

案，归结起来，无外乎三条。一是深水井的

水质不好，送来的水是浑浊的，不能吃。也

有说水质没问题，就是口感不好，跟自己家

浅水井的水不一样，吃不惯。二是工程缺少

维护技术和资金。关庄的农村饮水工程建设

完成后，运行管理由关庄村委会负责。泵

站启停、管线检修等都需要技术，村里的

人没有这个“金刚钻”，担不起这个“瓷

器活”；另一方面，维护经费和维护人员工

关庄村位于凤台县城西北

约30公里处，是一个不守省

道、地理相对偏僻的村子。初

到关庄村，便被农户家的抽水

马桶所吸引。农民的生活，不

仅富足，而且步入了现代、文

明。问农家大哥，啥时候开始

用上马桶的。大哥憨笑着，藏

不住的幸福和自豪，答道，村

里自从用上自来水以后，新盖

的房子差不多都装上了马桶。

农村水、气、路、电等基础设

施的建设，为老百姓过上舒适、健康、文明

的现代生活提供了基础，是实实在在的民生

工程。

然而，随后的几天中，我们留意到住户

家时而会传来一阵“嗡嗡“的电机声，而且

村里几乎每户人家的楼顶都竖着一个铁皮储

水罐。经过询问得知，农户家的自来水都是

各家自抽自供的，电机和储水罐是这套自供

水系统的主要设备，村口的自来水泵站已经

民生工程之忧

乡村老百姓的强烈拥护和支持。但同时我们也

应看到，在深入实际、落实政策等方面，在个

别地方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切实加以引导

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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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对村里来说也是个难题。三是水价高，用

农饮工程供应的自来水比自家自供的自来水

贵。村民们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家用储水

罐每次装满水约600升，需电动机工作约15

分钟，耗电0.3度，花费0.165元。而当地农

饮工程供来的水，每吨价格在1.8-2.5元之

间，按最低价1.8元算，一罐水0.6吨，价格

是1.08元，是用自家自供水费用的6.5倍。

在当地，农民家装上一套自供水系统成本不

过760元，其中打一口20米左右的浅水井费

用160元，配套的水泵、储水罐和管线费用

不超过600元。这样算来，即便是计入建造

和设备成本，使用时间越长，用水量越大，

家庭自供自来水的价格优势越明显。同样是

水龙头一开，水便哗哗流出，一样的方便却

便宜许多，村民心里自有一本账。

农村饮水工程的问题，不仅在关庄村存

在，临近的钱庙村是乡政府所在地，那里农

户们只是吃的水才用农饮工程供来的水，而

洗衣、洗澡等生活用水还是用自家浅水井的

水。农饮工程成了农家的“饮水机”。由于

村民实际用水量远小于当初建设时的设计用

水量，水泵多处于停运状态，工程利用率不

高。据乡里的领导说，县里刚开会要求月运

行天数低于20天的泵停止运行。

原本为了解决农民用水难、用水不安

全的民生工程，在这里却被农民抛弃，难

以为继。看着村口自来水泵站紧闭的大

门，村民们摇头可惜道，国家的钱没有真

正派上用场，浪费了。而过去5年中，凤

台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共完成建设资金达

5121万元。

民生工程之策

事实上，供水工程的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都是在运行管理中产生的，是在为农民供

水的过程中产生的。这里的农村饮水工程是建

得成，却用不起，钱花了，百姓却没有受益。

为了避免出现这类问题，加强对工程后期运行

维护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投入，建立起管护

的长效机制固然重要，如果我们把视线前

移，在工程规划设计之初，加强对当地自然

条件、社会经济现状和发展需求的考量，因

地制宜，合理分类，科学规划，是否更利于

日后工程“管得好、用得起、长受益”呢？

首先，应充分开展前期勘测工作。针

对淮北地区，一方面要加强水文地质勘探

工作，避免取用已污染的浅层地下水，避

开高氟、高硬度及苦咸水的分布区域或含

水层位，寻找优质的地下水源，科学合理

规划布设井位。另一方面，要充分了解当地经

济、社会现状，考虑当地百姓生活习惯、用水

需求和经济承受能力，不但要解决农村群众当

前的饮水困难，还要着眼长远，选择技术条件

成熟、经济指标良好的工程方案。

 村民屋后废沼气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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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前期工作充分、基础资料翔实

的基础上，分区分类，科学规划。对于地

下水开采难度大、成本高，或是地下水水质

差的地区，宜发展适度规模的联片集中式供

水。对于关庄这类地区，地下水较浅，地下

水质良好，当地群众世代都在自家院落里开

挖浅水井，采用生活用水，政府可引导并鼓

励这种分散式自采自用的供水方式，强化技

术研发和应用，提高分散式供水质量，加强

当地地下水源的保护，为百姓提供水质的检

测和监测服务。对于制水成本较高、当地群

众经济承载能力有限的地区，应提倡饮用水

和其他生活用水分源分质供水，类似于钱庙

村群众目前自发采取的方式。

业成于谋，没有扎实的前期谋划，匆忙

上马的工程，难免境遇尴尬。同样，我们在

村里看见了已经废弃了的由政府补贴建造的

沼气池。关庄村的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机械

化，用于产生沼气的牛粪、猪粪在村里已难

觅踪迹。因为没有料，这些沼气池建成后就

放在了那里，占着地儿却产不了气儿。

纵观这些民生工程的“用不起”，究

其原因还是工程规划之初，缺少对当地自

然条件、民风民情的了解，不解当地风情

的工程，自然会水土不服！改善民生，任

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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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新浪网友  2011-06-08 08:05:30  

好文！建议正在基层调研的同志们也可以就这个问题深入实际进行了解，必将对这一政策的

深化落实产生深远影响！

新浪网友  2011-06-08 08:06:00

很深刻呀！一个政策的出台必须要进行多方面论证并且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否则实施起来

困难太多了！顶一个 

新浪网友  2011-06-08 08:44:56

这对于基层水利建设意义很大呀！需要好好反思政府的投入带来的效益呀！

新浪网友  2011-06-08 09:11:30

团员们下基层接地气儿，民生工程重在一个“民”字，更该亲民、知民、为民。建议在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