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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康县农村水窖调研报告
中共保康县委 保康县人民政府

水是生命之源、生活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把饮

水不安全问题带入小康社会”。保障农村居民饮水安全，是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客观要求，是打赢精准脱贫攻

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根据市委主要领导指示精

神，我们对全县农村水窖工程进行了深入调查摸底,特报告如下：

一、保康农村水窖工程基本概况

保康县地处鄂西北荆山腹地，是襄阳市唯一的全山区县。全

县版图面积 3225 平方公里，辖 11 个乡镇、257 个村、19 个社区，

总人口 26.8 万，其中农业人口 16.3 万。境内大小山头 3100 多

个、山沟 3300 余条，最高海拔 2000 米、最低海拔 194 米，七成

以上地区属喀斯特地貌。由于山高坡陡、地下溶洞暗河遍布，难

以涵养水源,人畜饮水困难,山区群众祖祖辈辈为水愁、为水困。

（一）喀斯特地貌分布情况。保康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区

域性缺水现象突出，严重缺水地区主要集中于喀斯特地貌地区，

涉及 8个乡镇 16个片区的 171个村 13万人。包括：马良镇旦江、

五虎片区；两峪乡芭桃、麻坪片区；店垭镇天星、大林片区；歇

马镇简槽、羊五、白竹片区；马桥镇峰山、罗家山片区；寺坪镇

皮家坡、三尖山片区；后坪镇詹家坡、堰塘冲片区；龙坪镇片区。

这些喀斯特地貌地区蓄水保水能力差，“天上下雨地下流，雨停

三天用水愁”，是群众吃水难的真实写照。截至 2018年底，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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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地貌地区仍有 54个村 1.1万户 4.8万人存在不同程度的饮

水难问题。

（二）水窖工程建设历史阶段。保康农村饮水工程建设，起

步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前后历经 40 余年，累计投入资金 27189

万元，劳力 790 万个，兴建饮水工程 11704 处，其中建设水窖

9890 口，解决了 257 个村 42.5 万人（包括重复建设）饮水困难。

大体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自主筹资筹劳建设阶段（1970 年—2000 年）。以

兴建小型水窖工程为主，累计投入资金 719 万元，劳力 500 余万

个，建设水窖 4750 口。这一阶段主要解决的是群众“没水吃”

问题，工程建设标准不高，配套设施不全，水质安全没有保障，

目前基本废弃。

第二阶段，争取饮水解困指标建设阶段（2000 年—2005 年）。

2000 年，省政府确定将保康 128 个村 3.66 万人纳入全省饮水解

困指标，同年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累计投入资金 1043 万元，劳

力 100 余万个，建成水窖 3028 口，配套埋设自来水管道 30.4 万

米。这一阶段主要解决的是群众“吃远水”问题，农村群众逐步

吃上了自来水、方便水。

第三阶段，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阶段（2005 年—现在）。

2005 年，保康纳入国家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规划。按照每人每天

供水量 50 升、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水质保证率高于

95%为安全的标准，累计投入资金 25427 万元，建成饮水安全工

程 4512 处，水窖 2112 口，惠及人口 23.9 万人。其中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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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保康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攻坚期，仅 2018 年，全县就贷

款投资 1.3 亿元，打深井 10 口，实施饮水安全项目 346 个，受

益人口达 12 万，投资规模超过之前历年投资之和。

保康县农村水窖工程区域分布表

类别

乡镇

兴建水窖数

（单位：口）

现存水窖

（单位：口）
分布的村 解决人口

马 良 1560 230 29 7828

店 垭 1370 208 17 7072

龙 坪 1254 190 10 6460

寺 坪 1257 190 20 6468

两 峪 1065 160 11 5440

后 坪 746 110 11 3740

马 桥 648 80 19 2720

过渡湾 528 80 13 2724

黄 堡 429 65 21 2210

歇 马 901 120 44 4080

城 关 132 20 9 680

合 计 9890 1453 204 49402

（三）农村水窖工程作用分析。水窖作为一种通过拦截降雨、

集蓄雨水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用水的微型饮水工程，具有规模

小、投资少，施工简单、不易破坏，管理方便、使用寿命长等优

点。在正常情况下，一口 20 立方米的水窖可以保证一个 4 口之

家稳定用水 100 天（保康有史以来最长连续干旱天数为 9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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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高山和半高山群众饮水难问题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同时，水窖也存在水质无保证、水量不稳定等突出短板，随着

时代的发展，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面临

被淘汰的境地。比如，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全县累计建成易

地搬迁集中安置点 474 个，搬迁贫困群众 8534 户 22059 万人，

为了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可致富，统一配套了水、电、路等

基础设施，全部采用集中供水模式，易地搬迁户原有的水窖，大

部分被废弃。全县历年来兴建的 9890 口水窖中，目前仅有 1453

口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扣除重复建设部分，废弃率达到 60%以上。

二、保康农村水窖工程面临的现实困境

尽管保康在农村水窖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效，但随着脱贫攻

坚战、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短板日益凸显，面临着一系列

亟待破解的现实问题。

一是水源分布不平衡。保康全境虽有大小山沟 3300 余条，

水资源总体比较丰富，但分布不均，90%以上分布在低山河谷地

带。目前全县现存的 1453 口水窖中，水源全部依赖于雨雪水，

属于典型的“靠天吃水”，一遇干旱，群众就会面临“吃远水、

吃脏水、无水吃”的困境。比如，全县最缺水的马良镇赵家山村，

从上世纪 70 年代初就通过凿窖围堰的办法，在村里修建燕窝池，

前后经历 5 次大规模修复，投入巨量资金和劳力，但由于缺乏稳

定水源，几代人心血付诸东流。一首民谣道出了全村百姓的心酸，

“赵家山人命真苦，田地长在石板上；雨大冲得粮不收，雨少旱

得籽不见；一年四季忙到头，吃了上顿下顿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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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水质安全无保证。受传统生活习俗影响，农村地区人畜

共用水源、农田距离水窖较近等问题较为普遍，遇到暴雨洪涝，

地表污水和农药、化肥等有害物质极易渗入水窖，污染水质。同

时，部分农村居民卫生意识不强，不能定期对水窖进行消毒清淤，

造成了二次污染。不洁饮用水容易引起结石、中风、高血压以及

以水为媒介传播的疾病，严重影响了山区群众的身体健康。据不

完全统计，2018 年，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住院比例超过 50%，明

显高于省、市平均水平。

三是配套设施不完善。主要是全县“十五”期间农村饮水解

困工程和“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部

分水窖，选址不科学、建设标准低、净水处理工艺落后，90%工

程只有蓄水池，没有配备过滤池、沉淀池、消毒池等必备设施，

水质安全隐患突出。同时，大部分水窖，配套管网陈旧老化，损

毁严重，管径与流量不相匹配，工程设施完好率不高，不能正常

发挥作用。

四是资金投入缺口大。由于保康山大人稀、交通不便，主要

原材料需从外地采购，运距远、费用高，通过对蓄、引、提三种

类型工程建设典型设计，投资强度突破 1500 元/人，而国家及省、

市只按 800 元/人配套，资金缺口近 50%。特别是“十三五”期

间计划实施的农村饮水安全提升工程，每年需投入资金 6000 万

元，而国家年度投资规模仅有 400 万元左右，对“吃饭财政”的

保康来说，可谓杯水车薪。加之国家对于农村集中供水设施没有

配套管护专项经费和维修基金,持续运营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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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运行管理不规范。由于保康没有成立农村供水管理机

构，在经营模式、水价核定、维修养护等方面缺乏相应制度机制，

全县水窖工程重建轻管现象十分突出。据调查，全县管理有制度、

收费有标准、维修有人管，保持良性运行的工程不足 20%，大部

分属于“福利水”、“大锅饭水”，工程效益十分低下，很多工程

甚至运行不到一年就“停摆”了。

三、保康农村饮水安全提升工程思路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下一步，

我们将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大力实施农村饮水

安全提升工程，努力把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做成德政工程、民心工

程，确保到2020年，全县农村饮水安全集中供水率达到85%以上；

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0%以上；水质达标率达到100%；供水保障率

集中供水工程达到95%以上、小型供水工程达到90%以上；城镇自

来水管网覆盖行政村比例达到30%以上,基本实现城乡饮水安全

全覆盖。

（一）推广深井打水模式，引得“源头活水来”。缺少安全

稳定的水源是保康农村水窖工程最大的制约瓶颈。精准脱贫攻坚

战打响后，保康县委、县政府立足当下、着眼长远，把解决农村

饮水安全问题，作为脱贫攻坚战“四场硬仗”之一，县委主要领

导挺身而出担任全县饮水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创新采用核磁探测

和石油钻井技术，在喀斯特地貌地区成功打深井取水，找到了安

全稳定的水源，彻底改变了喀斯特地貌地区群众千百年来吃水窖

的历史，探索出了农村饮水安全的保康模式。目前，全县已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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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井10口，可解决喀斯特地貌地区3.3万人吃水难题。下一步，

我们将复制推广这一成功模式，拟定在龙坪、店垭、马良、两峪

等喀斯特地貌地区再打深井10口，配套建设管网及自动化控制系

统，让源头活水直接流入寻常百姓家。

（二）严格水质检测监管，确保“井水清如许”。在提高用

水方便系数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用水安全系数，实现由有水喝向

喝好水、喝安全水转变。进一步加大水源地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工

作力度，划定供水水源保护区和供水工程管护范围;开展化肥减

量使用、农药使用零增长行动，抓好地膜回收资源化利用，减少

农村面源污染;大力实施植树造林、破损山体修复、水土流失综

合整治，保护好绿水青山。全面及时做好水质常规9项指标检测

工作，对已建集中供水工程的水源水、出厂水、末梢水开展定期

水质检测，对小型供水工程和分散式供水工程进行巡回检测。整

合环保、卫计、公共检验检测中心等部门力量，对饮用水水质检

测工作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有效提高饮用水水质合格率，让人

民群众吃上干净、卫生的放心水。

（三）实施老窖升级改造，做好“后半段工程”。主要是实

施“三大工程”：一是实施老窖升级换代工程。对全县农村水窖

进行全面普查，分类建档。对无存在必要的，果断进行淘汰，退

窖还田；对设施完好、尚在继续发挥作用的，进行登记造册，明

确专人管护，配套过滤池、沉淀池、消毒池等附属设施，作为集

中供水工程的必要补充。二是实施集镇供水提升工程。针对两峪、

龙坪、过渡湾、歇马等集镇供水工程存在的水质不达标、供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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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率不高等问题，增建沉淀过滤池，增设消毒设备,建设自动化

控制系统，对水厂进行庭院化建设，实现标准化、规范化供水。

三是实施老建制乡镇水厂改造工程。针对百峰、欧店、金斗、大

湾、重阳等老建制乡镇供水工程，集镇延伸不到、农村覆盖不到、

政策享受不到、工程损毁严重等问题，积极争取政策资金，配套

完善输水管网，增添过滤消毒设施，尽快补齐短板，消灭死角。

（四）加强工程运行维护，打通“最后一公里”。建得成、管

得好、用得起、长受益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才是老百姓盼望和

满意的民生工程。坚持建管并重，县级成立农村饮水管理总站，

乡镇成立分站，村成立协会，分别归属县水务局、乡镇人民政府、

村民委员会，实行分级管理。按照“先建机制、后建工程”要求，

健全完善工程运行管护长效机制，提高水质达标率、供水保证率、

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及城镇自来水管网覆盖率。设立县级

维修养护基金，把农村饮水工程纳入小型水利工程维修养护范围

给予经费补贴，建立“从源头到龙头”的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和运

行管护体系。

（五）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做到“群众永受益”。一是创新

投入机制。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市项目资金，整合水务、发改、

扶贫、烟草、电力等部门涉农资金，集中力量做好“加法”；在

加大政府投入、盘活存量的同时，敞开大门鼓励社会资本投入，

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分担机制，让民间资本在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运营领域大显身手。二是明晰产权制度。走市场化经营之路，实

行企业化管理，调动建管主体积极性和农民监管积极性；健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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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机制，一个工程一套管护制度、一个管护责任人、一份考核细

则。三是持续深化改革。推行供水体制改革，完善用水收费制度，

逐步实现同网同价、分类式水价及用水累进加价制度。创新“一

龙治水”模式，让城乡两管水流成一管水，推动农村饮水安全工

程实现安全、稳定、高效运转。

201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