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巩固提升

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实施方案的通知

闽政办〔2020〕27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人民

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巩固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 6月 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巩固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实施方案

农村供水是基础性、长远性、普惠性民生工程。为提高

农村供水保障水平，让农村人口喝上放心水，结合我省实际，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

实党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老

区苏区发展的决策部署，积极践行新时代治水思路，以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农村供水工程为抓手，以创新运营管护机

制为载体，以水质水量达标为重点，全面巩固提升农村供水

保障水平，大力推进城乡供水融合发展，为我省广大农村高

质量发展超越提供重要基础支撑。

到 2020 年，完成 996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受益人口 178.13万人，全省建档立卡贫困村和贫困人

口饮水水量、水质达到《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规定标准。

到 2022年，完成 3592个村供水巩固提升工程建设，受

益人口 318.37万人，全省农村居民饮水水量、水质达到《农

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规定标准，并保持基本稳定。

到 2025 年，规模化水厂服务人口覆盖率大幅提高，全

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0%以上，每人每天水量不低于 60



升，水质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标准，供水保证

率达到 95%以上，城乡供水融合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二）基本原则

政府主导保民生。落实政府属地责任，县（市、区）为

主体，设区市抓统筹，省级负责抓总。强化组织领导，建立

健全上下联动、部门协作、责任清晰、高效有力的工作机制。

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积极引入社会

资本参与。

规划先行促融合。把握城乡融合发展正确方向，以设区

市或县（市、区）为单位，按照城市和农村供水行业标准，

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大力实施规模化集中供水，合理延伸

城镇供水管网，防止低标准重复建设，实现向“喝好水”转

变。

一地一策补短板。针对水量水质不稳定的问题，摸清现

状，因地制宜，一地一策，补齐水源、水厂、管网等工程短

板，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工厂化建设。优先支持建档立卡贫困

村、贫困户和老区苏区县、老区村实施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工

程建设。

市场机制强建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构建多元投融资模式，加快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工程建设。推

行企业化管理、专业化运营，统一建管，统一运营。坚持有

偿用水，建立合理水价形成和收费机制，促进节约用水。



二、重点任务

（一）统筹编制规划

2020年底前，编制完成市域或县域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工

程建设规划。根据当地水源条件、地形地貌和经济水平、空

间布局、产业发展等，充分发挥城市供水的资源和管理优势，

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统筹城乡，高起点高标准规划，通过

区域联网供水、乡镇规模供水、单村集中供水等方式，形成

“一县一网”或“多县一网”供水新格局。要立足发展、着

眼长远，积极统筹规划污水处理、中水回用等方面建设。在

编制规划的基础上，合理制定年度实施计划，建立项目库，

实行清单化管理。

（二）组建实施主体

以设区市或县（市、区）为单元，组建一家水务公司，

作为农村供水巩固提升投融资、工程建设、管护维养“三位

一体”的建管平台，推行企业化运营、专业化管理。省属企

业通过控股或参股等方式，与地方合作组建水务公司。有条

件的地方可自行组建水务公司。通过无偿划拨、作价入股、

委托代管、兼并收购等方式，推进水务资产整合。同时，鼓

励和支持实施主体对城乡供水、污水处理、中水回用等实行

一体建设、一体运维。

（三）守住脱贫底线

2020年底前，实施 996个建档立卡贫困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补齐水源、水厂、管网等工程短板。采取管网延伸、

更新设施和添置储水罐、家用净水器等有效措施，发现一户，

解决一户，对账销号一户，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饮水安全。

跟踪监测 2201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45.2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和新增贫困人口饮水安全状况，保水量、保水质、防反复，

决不把饮水不安全问题带入小康社会。

（四）改扩充足水源

到 2025年，新改扩建水源 3847处，新增原水管道 8184

公里以上。要加快完成供水人口 10000 人或日供水 1000 吨

以上的农村水源地保护区划定，统筹开展农村小型集中式供

水和分散供水水源保护范围或卫生防护范围划定。要全面落

实农村供水工程建设、水源保护、水质监测评价“三同时”

制度，做到建成一处工程、保护一处水源。

（五）建设规范水厂

到 2025 年，新建规模化集中式水厂 387 处，配套改造

净水设备 4194个、消毒设备 5350个。在净水设施方面，选

择适宜的水处理工艺技术，采取常规净水工艺、净水成套设

备、三圆式砼净水设施等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工厂化建设。在

消毒设备方面，配备自动化消毒设施设备，规范消毒操作流

程，保障净化消毒设施设备正常运行。

（六）配套供水管网

到 2025年，新建改建配水管网 6.77万公里以上，一户



一表改造 114.4万户以上。要合理延伸城镇管网，保障延伸

段水质、水量和水压。要推进农村分区分片集中供水，能扩

则扩、以大带小，构建规模化集中供水网。单村集中供水管

网要按照村庄规划合理布设。

三、保障措施

（一）完善组织落实机制

市、县（区）政府要把巩固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工作

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

要具体抓、促落实。水利部门牵头负责，生态环境、住建、

卫健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发改、财政、

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要加大政策、资金等要素保障，形成合

力，共同推进。

（二）创新投资融资机制

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工程建设采取政府直接投资和注入

投资项目资本金相结合的办法。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规模

农村供水工程实际情况，根据融资平衡、运营维护的需要，

项目资本金比例一般为 30%。在投资回报机制明确、收益可

靠、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以适当降低项目资本金比例，但

不得低于 15%。实行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建设项目，债务

性资金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债贷融合等方式筹集。

在保证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市、县（区）为主负责，省

级投融资平台积极发挥作用，拓宽分级融资渠道。市、县（区）



政府要将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条件的农村供水

巩固提升工程建设项目，优先纳入专项债券项目库，科学安

排，合理统筹，将专项债券优先用于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工程

建设。

（三）健全财政支持机制

省级统筹财政预算、一般债券、中央财政和预算内投资

等资金，支持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工程建设。省级支持额度按

照项目应筹集资本金的一定比例进行测算，实行分类、分档

支持，其中：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按 85%，转移支付第

一档县按 70%，转移支付第二档县按 60%，其他县（市、区）

按 30%。一般债券直接用于没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建设支出。

省级当年度支持资金总额不足时，采取“先建后补”。各地

要加快前期工作，做好项目储备，市、县（区）政府和水务

公司要足额落实资本金，分类分渠道筹集建设资金。

（四）建立运维保障机制

市、县（区）政府要按照补偿成本、合理收益、分类定

价、促进节水、公平负担的原则，科学制定供水水价，完善

供水价格调整机制。对水费收入一时不能弥补建设和运营成

本的，按照权属责任，由市、县（区）政府根据项目运营实

际情况，予以合理补贴。市、县（区）组建的水务公司要全

面落实水费收费制度，实行一户一表收费到户，加强管理，

降低成本，逐步实现盈亏平衡。省、市、县三级行政主管部



门按职责分工，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开展农村供水巡回检

查，促进农村供水工程良性运行。

附件：省级补助分档县（市、区）



附件

省级补助分档县（市、区）

一、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永泰、霞浦、古田、柘

荣、屏南、周宁、寿宁、诏安、云霄、平和、武平、长汀、

连城、建宁、清流、明溪、宁化、泰宁、浦城、光泽、顺昌、

松溪、政和。

二、省级转移支付第一档的县（市、区）：闽清、蕉城、

福鼎、福安、仙游、安溪、永春、德化、漳浦、东山、南靖、

华安、永定、上杭、漳平、三元、大田、尤溪、沙县、将乐、

延平、邵武、建阳、建瓯、武夷山、平潭。

三、省级转移支付第二档的县（市、区）：连江、罗源、

南安、长泰、荔城、秀屿、城厢、涵江、梅列。

四、其他县（市、区）：闽侯、福清、惠安、晋江、石

狮、龙海、新罗、永安、福州市本级及所辖区、泉州市本级

及所辖区、漳州市本级及所辖区。其中晋安、马尾、晋江、

石狮、芗城等 5个区（市）原则上不作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