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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人民政府，城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桓台县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研

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桓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 7月 25日

 

桓台县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切实保障农村广大群众饮水

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山东省农村公共供水管理办法》《省环保厅、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及《淄博市加强农村饮

用水水源保护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内容

　　（一）开展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状况调查。重点调查农村

水源供水类型、使用状况、服务人口、取水量、水质现状等基本情况；

了解水源管理机构、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划定、监督性监测等管理信息；

参照《全国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工作方案》，开展农村饮用水水源

水质监测；调查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内污染源现状、综合整治状况及工

作安排；调查饮用水风险防控和应急能力等环境监管情况。

　　（二）优化水源布局，推进区域集中供水。加强农村饮水工程建

设管理和巩固提升，组织制定有关规范性文件和规划目标任务，建管

并重，健全农村饮水工程长效运行机制，落实农村饮水工程安全保障

措施。

　　（三）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在完成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参照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以下简称《技术规范》）划定

保护区或保护范围。

　　（四）推进农村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推进农村饮用水水源

综合整治，设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强化水质保障措施，提升水

质监测及检测能力，提升水源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二、实施阶段

　　（一）全面调查阶段（2016年 4月—2016年 6月）

　　开展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状况调查，掌握我县农村饮用水

水源水质状况，摸清水源地保护和管理现状，分析污染成因和潜在环

境风险，有针对性地提出水质改善方案，为保障农村饮用水水源安全

提供决策依据。

　　（二）保护区划定阶段（2016年 7月—2017年 12月）

　　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制度，组织划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公共供

水水源保护区并实施严格保护。按照《山东省农村公共供水管理办法》

要求，农村公共供水水源保护区由各区县环保部门会同水利、国土资

源、住房城乡建设、卫生计生等有关部门提出划定方案,报本级政府

批准后公布。按照《水污染防治法》《水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参照

《技术规范》科学编码并划定水源保护区。

我县要于 2016年年底前完成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划定的工作。

对已建成投运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工程建设及管理单位要向县环保

和水利部门提供相关基础资料，协助做好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围的划

分及管理工作。对新建、改建、扩建的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单位应在

选址阶段进行水量、水质、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划分方案的论证；



水源保护区和保护范围的划分、标识建设、环境综合整治等工作，应

与农村饮水工程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验收。

　　（三）规范化建设阶段（2017年 1月—2018年 12月）

　　1.设立水源保护区标志。环保、水利等部门要按照《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边界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

加强饮用水水源标志及隔离设施的管理维护。

　　2.提升水质监测及检测能力。发展改革、卫生计生、水利、环保

等部门要认真落实各级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能力建

设的意见，不断提升供水工程水质检测设施装备水平和检测能力，满

足农村饮水工程的常规水质检测需求。要按照水利部等部委《关于进

一步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作的通知》（水农〔2015〕252 号）要求，

日供水 1000吨或服务人口 10000人以上的供水工程要建立水质检测

化验室，配备相应的水质检测设备和专业人员，做好日常检测工作。

　　3.防范水源环境风险。环保等部门要排查农村饮用水水源周边环

境隐患，建立风险源名录。指导和督促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周边的排污

单位，按照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

暂行办法》规定，做好突发水污染事故的风险控制、应急准备、应急

处置、事后恢复以及应急预案的编制、评估、发布、备案、演练等工

作。参照《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指南(试行)》，



以乡镇为基本单元，编制农村饮用水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确

保高效应对各类污染事件。

三、工作措施

（一）严格落实责任分工。环保、水利、发展改革、国土资源、

住房城乡建设、农业、林业、卫生、规划等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作。环保部门要会

同相关部门，扎实开展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状况调查，科学制

定水源保护区或保护范围划定方案，努力加强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

积极推动农村水源环境综合整治。水利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优

化水源布局，推进区域集中供水，健全农村饮水工程长效运行机制，

落实农村饮水工程安全保障措施，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持续提

升农村居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

　　（二）建立健全长效保护机制。一是明确供水工程及水源管理主

体。要进一步加强饮水工程建设及管理，明确供水工程及水源管护主

体，指导、督查供水单位建立健全水源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并制止威

胁供水安全的行为。二是推进农村水源综合整治。要定期组织开展水

源保护区综合整治，对可能影响农村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的化工、造

纸、冶炼、制药等重点行业、重点污染源，加强执法监管和风险防控，

坚决杜绝突发环境事件影响水源安全。要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开展水源规范化建设，加强水源周边生活污水、垃圾

及畜禽养殖废弃物的处理处置，综合防治农药化肥等面源污染。要针



对受人类活动影响而超标的水源，研究制定水源达标方案，因地制宜

开展水源污染防治工作。三是强化水质保障措施。按照发展改革委

《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

农经〔2013〕2259号)要求，整合规模水厂、供水管理机构、卫生计

生和环保等部门现有的水质检测、监测能力，建立水厂自检、县域巡

检、卫生计生部门监督抽查相结合的水质监测体系。要加强对供水单

位生产活动的监管，督促其落实水质安全责任，做好供水水质净化、

消毒和检测工作。科学制定水质检测、监测与评价制度，加强人员培

训，落实检测、监测与评价经费，加大水质实验室设备投入，提高水

质检测、监测能力，实现全县水质检测、监测全覆盖，把水质保障落

实到工程建设与管理的全过程，保障供水水质安全。四是多渠道筹集

资金，保障工程运行。要结合农村饮水工程建设运营、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新农村建设等工作，多渠道筹集水源保护资金；按照发展改革

委《关于印发〈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农

经〔2013〕2673号)等规定，加大供水工程维修资金的筹集力度，切

实加强资金管理；落实用电用地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加强农村供水机

构、环境监测机构建设，保障工程长效运行。

　　（三）加强宣传教育和公众参与。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农村饮

用水安全、水源保护的宣传力度，增强农村居民水源保护意识。要逐

步公布水源水和出厂水水质状况，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强化社会监督，

构建全民行动格局，切实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