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招贤镇委员会文件

招政发〔2023〕46号

临县招贤镇人民政府

关于全面开展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排查整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支部村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问题整改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中共山西省水利厅党组《关

于印发全面开展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排查整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吕梁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饮水安全保

障专班《关于印发全面开展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排查整改行动方案

的通知》要求和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决定在全镇开展农村饮

水安全问题全面排查整改行动，为确保排查整改行动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特制定行动方案。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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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县招贤镇人民政府

2023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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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开展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排查整改行动方案

农村饮水安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的底线，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

山西省水利厅党组《关于印发全面开展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排查整

改行动方案的通知》、吕梁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饮水安全保障专班《关于印发全面开展农村饮水安全问

题排查整改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和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不

断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决定在全镇开展农村饮水安全问

题排查整改行动。

一、总体要求

（一）工作目标

按照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改、大提升的思路，以乡镇为主

体，以村为单元，以户为对象，充分发挥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

员作用，逐村逐户逐工程开展全方位、拉网式大排查、大整改，

建立工程和人口全覆盖台账，不漏一村、不落一人，坚决杜绝自

己排查查不到、别人查时有问题的情况。对存在问题的工程，要

实行台账管理，并分析原因、制定措施、明确时限、落实责任、

狠抓整改，逐一销号。要在责任落实、政策落地、措施见效上下

功夫，切实筑牢防返贫底线，确保巩固拓展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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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成果取得实效。

（二）工作原则

1.问题导向原则。以农村饮水工程水量、水质、方便程度、

供水保证率和运行管理情况为排查重点，发现问题，梳理分析，

台账管理。

2.全面覆盖原则。逐户逐工程开展全面排查整改，加强对脱

贫人口、供水薄弱地区、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地区、偏远山区及山

村窝铺的排查力度，确保全覆盖。

3.分类整改原则。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和供水人口实际，根据

问题解决难易程度，按完成时限精准区分立查立改、阶段整改和

持续整改三个类别，明确责任，细化措施，强化跟踪检视，逐一

销号解决。

4.实事求是原则。排查的目的是摸清农村饮水安全现状底数

和短板弱项，不回避、不掩饰，排查结果作为下一步巩固提升饮

水安全保障水平的基础数据支撑，不作为考核问责的依据。

二、工作安排

（一）全面排查

1.排查内容。排查重点包括水源不稳定、水量不足、水质有

隐患、取水不方便等工程类问题，工程管护不到位、运行不正常、

反映问题没人管、农村供水管理责任体系未建立、饮水设施长效

管护机制未制定、农村饮水安全常态化监测及快速响应精准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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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未开展、季节性缺水应急预案未制定等管理类问题。

一是紧盯“四项指标”开展排查。水量：每人每天可获得的

水量是否达到 20-40 升及以上。重点排查工程是否有调蓄设施，

并根据人口计算调蓄设施供水保障能力。

水质：查看 2022 年 7 月份以来的水质检测报告，是否有水

质超标问题。无报告或报告超期的，现场观测无杂质、异色、异

味，长期饮用无不良反应的为合格，并督促尽快落实水质检测。

要关注旱井、水窖等分散工程水质。

方便程度：是否自来水入户，未通自来水的人力取水往返时

间是否不超过 20 分钟，或取水水平距离不超过 800 米、垂直高

差不超过 80 米。

保证率：供水保证率是否达到 90%以上，一年内间断停水断

水不超过 36 天。

二是紧盯工程运行管理开展排查。排查水源工程、蓄水池、

水泵、入户工程等运行情况，排查管网老化及工程运行情况，随

机入户了解群众饮水状况；排查工程管理主体落实情况、供水水

价、水费收缴、水质净化消毒设施设备或措施、水表安装、工程

管护等情况；排查是否存在工程需建未建、建而未用、长期不能

正常运行等情况；排查是否有季节性缺水应急预案；排查风险防

控情况，受洪旱灾害影响的工程，是否及时抢修受损工程，抢修

期间是否落实应急预案，采取应急供水、拉水送水等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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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常态化监测及快速响应精准施策机制是否开展；排查国务院

“互联网+督查”、水利部 12314 平台、省级反映热线、媒体报道

等各渠道反馈的饮水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目前，我镇正处于洪涝灾害多发易发的时期，各村在排查过

程中要高度关注供水管网冲毁、洪水倒灌水井、蓄水池塌陷、工

程配套设施受损等问题，第一时间采取启用备用水源、布设临时

管网、安装处理设备、拉水送水等方式，确保群众必要的生活用

水需求。

2.排查方法。在县饮水安全保障专班的领导下，县乡村三级

联动展开饮水安全排查工作，县水利局技术指导和审核鉴定，起

到技术支撑的作用，乡村两级要充分发挥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的作用全面排查，通过入村排查、随机入户等方式，全面了解群

众饮水安全状况。积极做好省、市抽查与核查工作。

县级技术指导组：对全县排查进行全方位技术指导和审核签

定，在乡村排查的基础上，汇总、梳理并完成县级排查报告。

村级排查组：以村级负责人牵头，对本村逐村逐户逐工程开

展全面排查。排查结束后，要对本村排查情况进行梳理归类，建

立台账，对问题村分类列出清单，填好排查表格。

3.排查进度。8 月 3 日启动，8 月 9 日前完成，同步汇总、

梳理和分析现场排查发现的问题，形成问题台账，填报附表。

（二）分类整改



- 7 -

1.整改类别。排查出的问题，要对照问题表现，对应水量、

水质、方便程度、供水保证率“四项指标”和工程运行管理分门

别类，根据实际情况，分析问题解决难易程度,按照立查立改、

阶段整改、持续整改三类，明确整改完成时限，形成工作台账。

立查立改问题：对季节性缺水临时保障、工程管护责任压得

不实、管护制度没有落地、管护措施可行性不强、应急预案不完

善、常态化监测及快速响应精准施策机制不健全、工程小件设施

设备损坏等，要在排查出问题后 10 日内完成整改。该类问题由

村内负责整改。

阶段整改问题：对应急供水设施建设、工程设施埋深不足或

外露、近一年未开展水质检测、季节性缺水隐患解决、列入年度

计划的老旧管网改造、水价核定不到位等，要在做好应急预案、

落实应急措施的前提下，通过实施工程建设和维修改造等，今年

10 月底前完成整改。该类问题除列入年度计划的老旧管网改造

和季节性缺水严重及工程设施设备严重短缺的由水利局整改外，

其余均由村内负责整改。

2.整改进度。立查立改问题要在 8 月底前完成整改，报送整

改情况；阶段整改问题要力争在 10 月底前完成整改，报送整改

情况；持续整改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列入年度计划，利用三年时

间，到“十四五”末，全面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

三、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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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为确保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全面排查整

改工作取得实效，镇党委政府成立了张建鑫镇长任组长，分管副

镇长张鹏飞任副组长的饮水安全保障工作专班。各村也要成立由

支部书记或村委主任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排查整改方

案，组织开展排查整改工作。

（二）加大宣传力度。各村要充分利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

队入户排查走访时机，广泛宣传国家对农村的饮水安全政策，普

及饮水安全标准，水源缺乏的地方保证有水吃，有条件的地方搞

好提升工作，有效提高农户的满意率。

（三）坚持上下联动。要落实好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工作

机制，在县水利局技术指导下，同频共振。乡村级全面排查过程

中，有拿不准、不清楚的问题或提升措施，可积极对接县级技术

指导组共同解决。

（四）严格工作质量。要本着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原则，

严格按要求做好排查工作，保证排查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本

次排查工作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对提交的排查结果负责。排查

工作展开后，要深入村庄窝铺和群众家里，按照附表内容，逐项

填写，核对和汇总数据，确保调查表全面准确，不出现漏项，同

时落实好相关责任人的签字手续，按时形成抽查报告。

（五）强化作风建设。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高度重视本次

排查，在人员抽调、服务保障、沟通协调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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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排查取得实效。各组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党风廉政建

设有关要求。


