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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 州 市 水 利 局

签发人：宋怡萍 赣市水利提字〔2024〕9 号

〔A1〕

〔同意对外公开〕

市乡村振兴局：

《关于推进乡村振兴的几点建议》（市政协四次会议第 85

号提案）收悉，现结合我局职能提出答复意见如下：

1. 建议“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质量”。“十三五”以

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局立足脱贫攻坚大局，主

动作为、扎实做好农村供水保障工作，农村饮水安全解决力度

大、速度快、受益广、影响深。全市现有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3381

处，其中：千吨万人以上工程（含城市管网延伸）270 处、供水

人口 405 万人；百吨千人工程 572 处、供水人口 106 万人；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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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千人以下集中供水工程 2539 处、供水人口 66.7 万人。十四

五以来，自来水普及率从 61%提高到 89.19%，规模化供水比例

从 57.47%提高到 64.9%，集中供水工程按照“小小联合、以大

并小，管网能延尽延、工程规范化提升”的思路，集中供水工

程处数从 4456 处降至 3381 处，有力推动农村饮水安全向农村

供水保障转变。一是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程建设加

快推进。市委、市政府每年将农村饮水和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列入市重点民生实事，并接受市人大监督。“十三五”期间，全

市整合投入资金 40.85 亿元，实施 3820 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工程，改善了 454 万农村居民饮水条件。十四五以来开始全

面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全市整合投入资金 49.62 亿元，实施

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农村集中供水巩固提升工程以及提档升

级工程共 2467 处，受益人口合计 728.2 万人（有重合），全市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高到 89.19%，规模化供水工程服务农村人

口比例提升至 64.9%。会昌、南康、兴国、龙南、章贡、上犹、

安远、于都、石城、信丰、定南等 11 个县达到城乡供水一体化

先行县水平。二是着力抓好检测监测和水源地保护，水质保障

有力提升。完善水厂自检、县级巡检、卫健部门监测的三级检

测监测体系，全市已建成 18 个县级水质检测中心，具备 28 项

常规指标检测能力；各县（市、区）均落实了人员和经费，保

障水质检测监测。2021 年以来，市级财政已累计安排 300 万元

开展农村供水水质“飞检”，强化水质监督。抓实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出台了《赣州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232 个农村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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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完成保护区划定并树立了水源保护区标

志牌，农村乡镇级水源地水质优良率达 96.15%，水源环境状况

评估均达标。三是着力实施百日攻坚行动，饮水问题精准核查。

2016 年以来，连续六年实施农村饮水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或督战，

市县乡村累计派出工作组 500 多批次、干部 60 多万人次，对全

市3544个村600多万农村人口饮水状况进行了全覆盖排查核查

和“回头看”，通过现场查看工程运行、随机入户走访、查阅水

质检测资料等，精准掌握农村饮水安全“四项指标”、农村供水

工程运行管理等情况，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人

和时限，实行销号管理，累计解决农村饮水问题 3100 余个，实

现动态清零。

2.建议“坚持把增强粮食生产能力作为首要前提，坚守耕

地红线，稳定提升粮食产能”，加大农田水利设施资金投入。我

局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扎实推动全

国革命老区水利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不断加强农田水利建

设管理工作，农田水利设施取得长足进步，全市已建成大中型

灌区 46 座、灌溉面积 138 万亩，水源工程 1878 处、骨干渠道

4637 公里，大中型灌区覆盖面积占全市农田面积的 28%。一是

农田水利项目建设和规划保障持续推进。我市三年内落地梅江

灌区、平江灌区两个新建大型灌区，总投资 93.74 亿元、设计

灌溉面积 117 万亩、新增灌溉面积 34.1 万亩。争取 2023 年特

别国债灌区类项目 20 个、特别国债补助资金 28 亿元（分别占

全省的 45%、58%），谋划 2024 年超长期国债农田水利项目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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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总投资 203.06 亿元、申报国债资金 108 亿元。总投资 42.29

亿元的梅江灌区已全面开工，开工一年多以来累计完成投资

14.1 亿元；总投资 51.45 亿元的平江灌区历时一年获得可研和

初设批复，再次刷新我市重大水利项目前期工作记录，争取国

债资金 10 亿元，并开工先导工程。实施 12 个中型灌区续建配

套与节水改造项目，改造及新增灌溉面积 16.9 万亩。二是灌溉

水源保障持续提升。启动病险山塘水库整治三年行动，对 1804

座山塘、237 座水库实施整治提升，恢复和新增农田灌溉水源库

容 850 万方。推进解决 23.2 万亩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问题

攻坚行动，已完成 8.6 万亩整治任务。近年来，通过“舒筋活

络”，全市农田灌溉体系进一步完善，农田灌溉保障率显著提升。

三是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持续深化。完成 432.53 万亩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任务面积，20 个县（市、区）通过市级验收；各地已建

立健全农田水利管护“四项基本机制”，落实农田水利设施监管、

维养主体和管护资金，采取“管养分离”和“自管自养”相结

合的方式，加强管理和目标考核，基本实现了农田水利设施“有

人管、有钱管、管得好”目标。

3.建议“注重乡村价值和文化，打造一村一品；完善乡村

治理体系，保障农村各项事业发展”。乡村的文化和价值是乡村

振兴的灵魂，我局鼓励和支持各地各乡镇结合水利工程深入挖

掘本地文化特色，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一村一品”，通过发展

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等方式，提升乡村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促

进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如国内三大梯田奇观之一的崇义上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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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田灌区在 2022 年度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毛主席提出

第一个水利著名论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后带领干部与当

地群众修建的第一座农田灌溉工程——瑞金东华陂灌区以及第

一处农村饮水工程——瑞金红井农饮工程。水利部门在完善乡

村治理体系方面也着力贡献水利力量，各地立足实际情况，建

立健全乡村水利管理机制，提高水利设施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水

平，同时，我们将加强对农村水利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升乡

村治理能力，确保农村水利和其他各项事业协调发展。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局将根据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立

足乡村振兴发展大局，围绕“户户通水、时时有水、处处有达

标水”目标，通过统筹推进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和专业化管理服

务，补齐农村供水保障短板；同时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加快特

别国债灌区项目实施进度和全力争取超长期国债，深化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推进现代化灌区建设，为我市农田水利设施大建设、

大投入、大发展提供项目和资金保障。

以上意见，供贵单位在正式答复时参考。

2024 年 3 月 20 日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督查室。

联系人及电话：谢芳圆 0797-89964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