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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林伟王林伟

饮水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年来，县水利局聚力“民生为先”，聚焦城乡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农业灌溉、重点水源工程建设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从“源头”到“龙头”狠抓民生水

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用心用情办好水利民生实事，全力保障农村生产生活用水，让群众有水用、用好水、用上

安全放心水，努力提升群众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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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龙头一拧，清澈干净的自来水就哗哗地流

出来，现在我们用水和城里人一样了，非常方便省

心。”近日，谈到推进农村饮水安全的成效，正在门

口水池洗衣服的三溪镇龙花村村民许刚深有感

受。

以前家家户户都是用井水，或是用小型农村

水厂自来水，水质时常浑浊不稳定，生活用水极不

方便。自 2020 年初，三溪镇党委、政府多方筹集

资金，对未接通自来水的村民制定“一户一策”，实

现自来水“户户通”后，三溪镇龙花村居民用水迎

来极大的改变。

事实上，三溪镇龙花村只是我县紧盯农村饮

水安全薄弱环节，全力推进农村饮水安全，筑牢农

村饮水安全“保障网”的缩影。

近年来，县水利局紧盯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

节，扎实开展“饮用水质量提升行动”，大力实施农

村饮用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加快推进制水工艺

提档升级，持续推进农村饮用水水质提升，让农村

群众家家户户都能吃上洁净水、安全水、放心水。

在加快推进制水工艺提档升级方面，我县大

力推进老旧管网改造与管网联通，加快推进农村

饮水“一改三提”工程建设。目前，我县三溪厂区

抗旱提水工程和大石水厂应急水源工程完工通

水；高峰镇、五洞镇、澄溪镇等移民安置区“一改三

提”工程完成总工程量 70%；砚台镇等 11个乡镇

移民安置区“一改三提”工程完成初设批复及鹤游

水厂征地工作，正在进行概算审核；沙坪区、周嘉

镇移民安置区“一改三提”工程已完成前期工作，

并有序推进永安水库、龙谷溪水库、黄金水库等6

个水库前期规划工作，提高我县水源水量储备能

力，形成网络互通、水源互补供水格局，实现城乡

供水一体化。

在持续推进农村水质提升方面，先后有10位

县领导深入乡镇（街道）领战督战“城乡饮用水质

量提升工程”，切实保障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其

中，去年我县提前高质量完成全年 9方面目标任

务，“水源水”“出厂水”“龙头水”得到有效改善，

农村供水水质合格率较前年同期提高 10个百分

点以上。今年年底，力争实现城市供水水质合格

率达98%，农村供水水质合格率提升5%，稳步推

进城乡饮水水质从“安全”到“优质”转变。

不仅如此，我县还强化水源地保护，由水库

管理单位和供水单位对所有饮用水水源地每周日

常巡查2次，重点巡查水量变化，水质情况以及水

源地污染等情况，而针对水量告急的水源地，实现

水源地水量日调度，实时掌握水量情况，为供水调

度提供可靠依据。

县政协委员调研水质提升工作县政协委员调研水质提升工作

农户家水质清澈农户家水质清澈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

如今，随着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实施，我县除饮

水水质得到的有效提升外，城乡供水服务也逐步

迈进智慧时代。

10 月 16 日，打开我县智慧人饮管理平台，记

者看到，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建立台账、汇集数据、智能分析、智慧运维等多种

功能都可以轻松地在这个平台上实现。

砚台水厂、新民水厂、澄溪水厂……各供水节

点都在屏幕上清晰显示出来。更进一步，通过供

用水分析和水费收缴系统，可以看到各村、各组、

各主体的用水及变化情况，还能自动生成分析图

表，让人十分直观地掌握供用水情况及变化趋势。

不出门便可实时获得水源地水质的监测数

据，如此精细化、自动化的管理模式，是我县积极

探索“互联网+人饮”管理模式，通过建设供水数据

采取体系，夯实城乡用水“智慧库”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近年来，我县高度农村供水信息化、

智慧化打造，总投资 3000 万元，将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GIS等技术手段应用在农村供水工程

中，先后对我县25座规模化水厂的清水池或高位

水池的水位、水质、流量进行自动化监控，实时掌

握水厂供水情况。

同时，对砚台水厂等4座水厂进行包括泵站、

加药消毒设备自动化改造、高位水池监测、水质自

动监测等自动化改造及接入；对输配水管网174个

重要节点进行流量、压力监测，构建了从水源、水

厂、管网到用户的前端动态感知体系——供水数

据采集体系。

“我们通过智能硬件、远传水表、水质监测器、

流量监测器等设备的信息采集，实现了在供水数

据采集体系上对水表用量、水压、水质浑浊度、酸

碱度、余氯浓度、信号强度和管道流量等具体情况

进行监管。”县水利局供水管理站负责人胡森介

绍，供水数据采集体系建设还有多个优势。

比如，数据更新更及时，通过设备可以直观看

到每个村和每个用户精确情况，同时对用水量、水

质超标、水压过低等异常自动告警，且所有的监测

数据，运维人员都可以通过手机APP查看到，能提

高工程管理运维效率。

此外，为切实给老百姓提供便捷高效的供水

服务，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我县还通

过建设农村供水移动服务应用，利用微信公众号

为载体，打通计量、控制、运维、服务数据链条，为

群众提供移动查询、报装、报修窗口，并提供窗口

收费、微信公众号、生活缴费、移动端抄表收费四

种渠道，不断提升便捷用水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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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检查高安镇抗旱提水工程工作人员检查高安镇抗旱提水工程

群众饮水安全得到顺利解决，如何让农田“喝

饱水”也不容忽视。在农村，大多数都以务农为

生，灌溉水源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为全面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县水利局

超前安排、强化联动、精准调度，及时掌握春播进

度和灌溉用水需求，坚持“蓄、养、建、管”四措并

举，全力保障全县农业用水。

在做好蓄水保水方面，县水利局对全县 123

座水库现有水量底数进行梳理统计，在确保工程

安全的前提下，利用降雨时机，采取蓄、引、拦、提

等多种形式，引水入库、入塘、入渠、入池，为春耕

备足水源。同时，全力做好水库调度运用，在迎

风水库、石梯子水库、付家石埂子等水库开闸放

水 200 余万 m³，保障沿线 3.57 万亩农田灌溉，极

大地缓解了今年春耕用水压力。

在除险维养方面，县水利局积极组织专业技

术人员对全县水库、大坝、溢洪道、放水设施等开

展除险检查和维修养护，推进全胜、狮子岩、杉树

河沟、沙湾等4座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确保

水库充分发挥应蓄尽蓄、防洪减灾等重要作用。

同时，于 2022 年向市水利局争取抗旱资金

3265 万元，为农业抗旱补贴油电等费用 99万元，

在全县 26 个乡镇（街道）建成提灌站 36 处，铺设

管道20余公里，保障农田灌溉面积3.4万亩，保障

农村人饮1.5万人，在今年春旱中发挥巨大作用。

在实施中型灌区建设上，投资 2184 万元实施

龙滩水库中型灌区蔡家林灌区建设，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新建提水泵站1座、安装输水管道5489m，

设计灌溉面积1.67 万亩；投资2371万元实施盐井

溪水库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建成后新

增有效灌溉面积 1.34 万亩，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提高至 0.899，年节水量 279 万 m³，年增产粮食

417 万 kg；双河水库、迎风水库 2 个中型灌区纳

入水利部项目储备库，预计2024年启动双河水库

中型灌区建设，总投资1500万元。

此外，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强化水利工程

巡查管理，常态化巡查水库安全运行和蓄水情

况，全力保障春耕灌溉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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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均由受访单位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